
财 金2015年1月19日 星期一66

本版编辑 梁 睿 孟 飞

电子邮箱 jjrbjr@126.com

“从 2004年到 2014年，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已运
行满 10 年。这 10 年，银行理财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
势。”1 月 17 日，中国银监会创新监管部主任王岩岫在和
讯主办的“银行理财下一个十年”论坛上表示。

但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以及来自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的竞争日益加剧等因素影响下，银行理财的下一步究竟
该如何走？业内人士表示，未来的市场趋向供需两旺，在
这样的环境下，银行业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资管方
面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加强自主管理、合作管理和委托
管理，实现合作共赢。

相比而言，银行的资产管理的优势比较突出，有良好
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但是，银行理财产品要想谋求进
一步发展，还需加大在产品结构方面的转型力度。从目
前发展上看，一些国有大行的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
已涉及多种资产，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到非
标准化债券市场。同时，在产品类型上，也从过去的预期
收益型，开始向净值型转变。“未来的银行理财产品结构
的变化更为重要。”中行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总经理赵
春堂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产品向净值型转化，将对银行形成新
的挑战。“转化之后，考验的是银行的流动性管理能力和
风险控制能力。”中国工商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韩松表
示，现在理财业务的重心已经从谁在卖，转移到谁在管。
所以，未来对风控的要求将更高。

值得关注的是，2014 年银监会加大了对银行理财产
品的监管力度。对此，王岩岫表示，监管的加强，主要为
了保证客户资产的安全。银监会作为监管机构，将督促
银行持续创新，用好增量，盘活存量。

平安银行副行长蔡丽凤认为，推动银行理财未来的
发展，一系列的监管是必要的，这有助于银行理财业务回
归资产管理的本质。

银行理财加大产品结构转型
本报记者 钱箐旎

继多家信托公司推出家族信托之后，不少商业银行
也开始进军这一市场。近期，平安银行推出了家族信托
业务，而在此前，北京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等也
在这一业务上进行了布局。

家族信托是指个人或家族委托信托机构管理其家庭
财产，以达到财富保值、增值和传承的目标。当前，家
族信托被不少银行视为私人银行业务的突破口。具体到
服务和产品上，不少银行选择与信托公司合作。招商银
行与外贸信托 2013 年合作推出首款私人银行家族信托
产品；北京银行与北京国际信托、建设银行与建信信托
合作推出家族信托业务。而有综合金融背景的平安银行
则依托旗下 21 个金融牌照的优势，建立了综合家族服
务体系“平安·家族通”，提供投资、融资、全球配置、
综合金融及咨询规划等服务，尝试将家族信托业务与国
际标准接轨。

“家族信托在国内才刚刚起步。”平安银行私人银行
副总裁俞强表示。目前，虽然不少银行推出了家族信托
业务，但家族信托市场处于培育阶段，无论是行业财富
管理水平的提升，还是对客户投资习惯的培养，都还有
较长的一段路要走。并且，我国家族信托发展仍然受到
诸多环境制约。如遗产税尚未开闸，家族信托无法发挥
其节税优势，让其吸引力打了折扣；此外，在资产管理
和全球资产配置上的限制，也使得家族信托服务需要通
过增加代理委托环节来突破经营的瓶颈。

尽管如此，银行仍在加快家族信托上的布局，主要
是看中了其未来的增长潜力。“家族信托未来的发展空
间巨大。”俞强介绍，以 1000 万元的门槛计算，截至
2013 年，平安银行私人银行已有 1 万个超过这一标准
客户，资产总计已经达到 1500亿元。

商业银行布局家族信托
本报记者 陈果静

为规范商业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监
管政策再出“利器”。1 月 16 日，中国银
监会制定《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该办法拟对委托贷款的
资金来源、用途做出明确限定，相关领域
的监管空白将被填补。

委托贷款的本源是什么

银监会表示，制定委托贷款管理办
法的总体思路是“准确定位、回归本源，
限制范围、避免套利，问题导向、严格设
限，加强管理、规范发展”。

委托贷款的本源是什么？在这些年
的实际操作中，委托贷款又隐藏了哪些
风险？

业内人士介绍，所谓委托贷款，是指
一方提供资金，由受托方（通常是银行等
金融机构）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
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
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受托方只收取
手续费，并不承担信用风险。

“简单来说，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企
业与企业之间很难进行直接借贷。通过
委托贷款，A 企业作为委托方提供资金，
委托商业银行作为受托方，将钱借给 B
企业。”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金融部人
士对《经济日报》记者表示，作为一项中
间业务，委托贷款的初衷是为实体经济
增加投资渠道、盘活存量资金，同时银行
也能赚取中间业务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委托贷款是
一项中间业务，其本源是作为受托方的
金融机构不得承担信用风险。”银监会有
关人士表示，之所以出台新规，主要是近

年来委托贷款业务快速增长，逐渐暴露
出一些问题和风险隐患，如受托银行越
位承担风险、借道规避监管要求等。

中国人民银行 1 月 15 日发布的最近
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社会融资规模为
16.46 万 亿 元 ，其 中 委 托 贷 款 占 比 达
15.2%，比上年增加 2.51万亿元。

据记者了解，在此次新办法征求意
见前，尚无相关制度对委托贷款的适用
范围、业务管理、风险管理、法律责任等
进行详细规范，各家银行主要依照自己
的内部管理办法开展委托贷款业务，相
关参照只是央行在 2000 年下发的《关于
商业银行开办委托贷款业务有关问题的
通知》。

谁钻了委托贷款的空子

在近些年的实际操作中，委托贷款
究竟是怎样“变异”的？这里隐藏了哪些
风险？

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人
士透露，如果 A 企业想把钱借给处在限
控行业的 B 企业，一般会先找保险、基金
子公司或者券商资管作为委托人，这些
委托人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与银行理
财资金或自营盘对接，资金经过复杂的
周转后，通过委托贷款受托银行实现资
金投放。业内人士表示，一些信贷限控
行业，如房地产平台、产能过剩行业、地
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有不少就通过这种手
段规避监管获得资金。

问题也随之产生。在上述模式中，
借款企业大多是银行客户，很多和委托
企业（出资企业）互不相识，银行帮助借

款企业寻找出资企业并为其开具担保
函，绕道监管，银行在此过程中承担了部
分风险，加剧了风险的传导。民生证券
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认为，由此，银行
不再是简单的受托人角色，银行体系内
的资金已参与到对地方政府、开发商和
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投放，若实体经济
下行导致信用风险暴露，金融系统会为
其所累。

委托贷款之所以被钻空子，管清友
认为，一方面，地方和部分产能过剩部
门的预算软约束特征对利率不敏感，前
些年房价不断上涨导致房地产行业盈利
能力强于其他制造业，在资产端高收益
的驱使下，金融机构为上述部门提供信
贷资金的积极性高涨。另一方面，在信
贷规模、存贷比等约束下，银行信贷资
金出表意愿强烈，而委托贷款正是方法
之一。

严格限定资金来源及用途

针对上述问题和风险，此次《办法》
拟对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做
出严格规范。

在资金来源方面，《办法》拟规定商
业银行严禁接受下列资金发放委托贷
款：一是国家规定具有特殊用途的各类
专项基金；二是银行授信资金；三是发行
债券筹集的资金；四是筹集的他人资金；
五是无法证明来源的资金。

“第四条意味着，这几年红火的券商
资管、基金子公司委托贷款模式几乎不
能做了。”某证券公司投行部人士说，银
行同业业务也将面临较大调整，现在不

少同业过桥也是通过委托贷款获取。
在资金用途方面，《办法》拟规定，商

业银行受托发放的贷款不得用于以下方
面：一是生产、经营或投资国家明令禁止
的产品和项目；二是从事债券、期货、金
融衍生品、理财产品、股本权益等投资；
三是作为注册资本金、注册验资或增资
扩 股 ；四 是 国 家 明 确 规 定 的 其 他 禁 止
用途。

受市场关注的还有风险管理细则。
按照新规，商业银行应按照责利匹配的
原则，履行相应职责，收取代理手续费，
不承担信用风险。

具体来看，商业银行应严格隔离委
托贷款业务与自营业务风险，不能为委
托贷款提供各类形式担保，严禁代委托
人确定借款人、参与委托人的贷款决策、
代委托人垫付资金发放委托贷款、代委
托人垫付应纳税金、代借款人确定担保
人、代借款人垫付资金归还委托贷款、以
自营贷款置换委托贷款代委托人承担风
险等。

此外，商业银行内部的分账核算、
管理信息系统也需进一步完善。按照新
规，商业银行应对委托贷款业务与自营
贷款业务实行分账核算，严格按照会计
核算制度要求记录委托贷款业务，同时
反映委托贷款和委托资金，二者不得轧
差后反映，确保委托贷款业务核算真
实、准确、完整。此外，商业银行应建
立、完善委托贷款管理信息系统，对资
金来源、投向、期限、利率以及委托人
和借款人等相关信息进行登记，确保该
项业务信息的完整、连续、准确和可
追溯。

银监会拟出台新规明确限定委托贷款资金来源和用途——

“委托贷款”将严拒五类资金
本报记者 郭子源

银监会拟出台新规明确限定委托贷款资金来源和用途——

“委托贷款”将严拒五类资金
本报记者 郭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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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4 年 8 月保险行业“新国十条”
推出以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全国已
有近 10 个省区市陆续出台符合本地区保
险业发展现状的实施细则。结合最新出
炉的广东省和河南省的《关于加快发展现
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记者梳理发
现，这些地方版保险业“新国十条”既有对
保险“新国十条”的具体承接，比如对农业
保险、大病保险、养老和健康保险等方面
的规定，也有结合本地特色产业和特殊情
况的探索。

共性里不乏个性

山东保险业 2014 年的数据显示，山
东全年共实现保费收入 1253.27 亿元（不
含青岛），同比增长 13.79%，保费规模居
全国第 3 位；行业资产规模达 2760 亿元，
同比增长 10.94%。其中，农业保险“提标
扩面”，蔬菜、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等特色险
种不断推进。

山西是较早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的省份之一。山
西保监局局长王毅表示，在已有的小麦、
玉米等5个险种的基础上，积极开办棉花、
马铃薯、育肥猪等险种，扩大核桃、苹果、
枣等试点品种的覆盖面，启动旱灾保险的

试点，“这样，老百姓将有更多的选择来防
范和化解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风险。”

多数地方都把民生保障放到了首要
位置，除了农业保险外，大病保险的推进
将成为多地 2015 年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
务业的又一个重点。陕西预计 2015 年全
省将普遍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辽
宁保监局则强化大病保险监管的 5 个重
点环节；而上海将开展有当地特色的大病
保险工作，创新推行按病种补偿、管理式
医疗等方式，鼓励政府购买养老、医疗等
保险经办服务。

在养老和健康保险方面，福建省明确
支持保险机构拓展职业年金业务，另外规
定，对企业为其员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
费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 5%标准内的部
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黑
龙江鼓励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各

类养老、医疗保险经办服务，支持养老机
构参加综合责任保险、老年人投保意外伤
害险，并加快发展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意
外保险，以及探索发展多种形式的医疗执
业保险。

“借保险‘新国十条’推出的契机，好
多地方都结合本身保险业发展的现状，相
继出台了促进本地现代保险服务业快速
发展的专项政策。但如何更好地把这些
具体措施落地并执行好是关键。”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保险系教授庹国柱在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险资运用不遗余力

自 2012 年保险资金投资“新政”施行
以来，中国保监会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以
拓宽险资的投资渠道、放宽对险资投资的

比例限制，而各省区的保险业也都在险资
的运用上不遗余力。比如，多数地区在实
施意见中均明确，将吸引保险资金参与本
省项目建设，引导保险资金在基础设施、
棚户区改造、新型城镇化等重大项目建设
中发挥作用。另外，还特别提出要鼓励保
险公司通过投资企业股权、债权、基金、资
产支持计划等多种形式，在合理管控风险
的前提下，为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等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以养老健康服务产业为例，“保险资
金投资的长期性与养老健康服务产业链
天然匹配，保险公司业务与医疗机构改
革、养老机构建设等更是紧密相关。”上海
保险业一位人士表示，与银行理财产品、
信托、基金等相比，险资拥有投资期限长、
负债时间长、收益更加稳定等特点，在长
期资金供给方面可以起到银行、基金、债
券难以企及的作用。为此，上海将支持搭
建保险机构和医疗机构对接服务平台，促
进上海国际医学园区、上海新虹桥国际医
学中心和上海市质子重离子等高端医疗
与社会办医的发展。

“如果说，一省的保费收入规模体现的
是该省的保险业发展水平与实力。”庹国柱
称，那么，一省的保险资金运用成效则代表
着该省保险业的发展能力与集体智慧。

多地出台细则落实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实施意见

保 险 业“ 新 国 十 条 ”生 根 发 芽
本报记者 姚 进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由微众银行引发的互联网
金融热潮持续发酵。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和金融产品发行平台高搜易牵头筹备成立的国内首家金
融产品流转研发机构——“前海金融产品流转研究院”在
深圳正式启动。

日前央行召开的 2015 年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促进
互联网金融创新规范发展。市场预期互联网金融业将驶
入快速发展轨道，新一轮先行先试由此拉开序幕。前海
金融产品流转研究院的筹建，意味着此前由于种种原因
导致流通渠道不畅的上万亿存量金融产品，有望得到激
活并将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文学国表示，研究
院作为金融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将依托社科院的雄厚
科研实力和高搜易开放的实践平台，推进金融产品的创
新开发，探索金融产品流转渠道，成为金融改革新的试
验田。

▷多数地方都把民生保障放到了首要位置。大病保险的推进将

成为多地 2015年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又一个重点

▷一省的保费规模体现的是该省保险业的发展水平与实力，一

省保险资金的运用成效则代表着该省保险业的发展能力与集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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