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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费让利，如何更可持续
——解读上市银行年报之二

本报记者 钱箐旎

公募基金2020年报披露完毕——

顺 周 期 板 块 成“ 香 饽 饽 ”
本报记者 周 琳 马春阳

截至 4 月 1 日，公募基金 2020 年报披

露完毕。Wind 资讯统计显示，2020 年公

募基金共盈利 2.003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其中混合型基金盈利最高，达 1.17 万亿

元。从基金持仓看，金融业、采掘业、制造

业等顺周期板块配置增加，但地产板块配

置比例下降。

哪 些 基 金 是 去 年 投 资 者 的“ 心 头

好”？基金年报显示，2020年底，公募基金

个人持有比例较 2019 年底上升 3.59 个百

分点至 53.4%；债券型基金仍是机构的最

爱，持有比例达 91.6%；混合型基金个人持

有比例最高为78.6%。

年报显示，在大类资产配置中，2020年

公募基金最偏爱债券，2020年度债券市值9.37万亿元，

排名第一；股票持有市值达5.3万亿元，排名第二；紧随

其后的是3.79万亿元的现金和2.31万亿元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哪些股票是基金眼中的“香饽饽”？从持仓情况

看，2020 年底，基金持仓中的制造业、金融业、租赁商

务行业占比分别较年中提升 5.15个、0.71个、0.43个百

分点，是 2020 年下半年配置增长最多的行业；信息技

术、房地产行业占比较年中分别下降 3.59个、1.01个百

分点，是下半年配置下降最多的行业。

从基金配置的行业占比看，住宿餐饮、租赁服务、

卫生、采矿业分别较 2020 年年中增长了 55%、23%、

20%、17%，是环比增幅最高的行业；居民服务、综合、批

发零售较年中下降均超50%，是环比降幅最大的行业。

从重仓股看，相较于 2020 年初，配置中国平安的

基金总数增加最多，京东方 A 被增持股票数量排名前

列，居然之家增持占流通股比例居前。其中，中国平安

被735只基金增持，2020年末持有基金数达1935只，基

金持股总市值 901.25 亿元，2020 年度涨幅 4.65%。美

的集团和紫金矿业分别被617只和600只基金增配，分

别上涨73.36%和106.19%。

2020 年末，公募基金持股占流通股比例超 40%的

有 17 只股票，其中，通道科技、居然之家超 60%。此

外，晶丰明源、思瑞浦、柏楚电子等也是公募基金控盘

较强的股票。

金牛理财网分析师宫曼琳认为，2020 年下半年

开始，公募偏股基金仓位总体处于历史高

位水平，资产类别的配置情况从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市场热点相对集中，前期基金

“扎堆”的白酒股、医药股、新能源股在

2020 年底得到部分缓解。出于更多避险

需求，基金更青睐业务模式有特色、长期

逻辑清晰、估值水平合理的行业龙头股，

公募基金 2020 年的整体配置风格属于稳

健的风格。

从行业自身发展看，受益于去年结构

性牛市行情，公募基金赚钱效应明显，2020

年公募基金存量规模突破 18万亿元，刷新

历史新高，作为行业主要收入来源的“基金

管理费”自然水涨船高，达到了 929.63 亿

元，同比增加297.56亿元，增幅约47%。

“去年基金管理费用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基金规模

的增长，A 股的赚钱效应提升，吸引大量投资者通过

投资基金来实现理财，进而使得管理费用大幅提

高。”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认为，对于普通投

资者而言，往往自身研究时间不足、实践经验不够，

因此愿意将资金交给专业能力强的基金经理打理，

进而实现互利共赢。

基金年报还显示，2020年基金销售火爆，银行、第

三方基金销售公司等渠道也收获满满。天相投顾统计

显示，扣除没有客户维护费的基金，纳入统计的 145家

基金公司旗下 6263 只基金共向销售机构支付客户维

护费241.14亿元，比2019年增长近100亿元。

减费让利，无疑是2020年中国银行业的一大亮点。作为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表率，上市银行为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

成本做了哪些努力？银行“让利于企”，经营如何保持可持

续？记者梳理了已披露的多家上市银行 2020年年度业绩报

告，从中寻找答案。

助小微企业渡难关

“流动资金问题终于解决了，这为我们复工复产提供了极

大帮助。”北京瑞诺安科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韩澍介

绍，2020年 2月中旬复工后，原材料成本上涨、员工工资支出

等令公司现金流一度非常紧张。当时，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大

兴支行以2.6%的利率及时为企业办理了票据贴现，大大降低

了融资成本，助力企业渡过难关。

在江苏，位于淮安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淮安市华宙电子电

器有限公司，在去年 3 月复工复产的关键时刻，获得了农行

650万元小企业简式贷，同时利率下调了 0.74个百分点，减少

融资成本4.8万元。

这是上市银行让利纾困助力小微企业的缩影。2020年，

为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上市银行通过降低利率、减免收

费等措施，持续为小微企业、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过去一年工行采用了多种措施，累计向实体经济让利超

过1000亿元，重点采用了‘降、延、减’三种方式。”工商银行行

长廖林表示，“降”是去年工行新发放人民币贷款利率为

4.46%，比上年下降了 47 个基点，其中新发放普惠贷款利率

4.13%，比上半年下降了39个基点；新投资债券利率较上年下

降了19个基点。“延”是对符合条件的贷款积极给予临时性延

本延息的安排，过去一年工行累计为10万多户客户办理了延

本延息，涉及境内贷款1万多亿元。“减”是通过多种方式为企

业减负，去年共计减费500多亿元，包括主动免除和下调了企

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部分服务的收费，主动承担有关机构收取

的抵押登记费、评估费、保险费等相关费用。

不难看到，2020年上市银行在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方面发挥

了“头雁”作用，让利实体经济成效显著。建设银行行长王江表

示，2020年建行不断加大减费让利力度，初步测算建行减费让

利的金额在 1100亿元左右。农业银行在 2020年新增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3692亿元，增幅62.3%，综合融资成本下降0.93

个百分点，累计为8万户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

持。中国银行年报显示，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6117亿元，

比年初新增 1987亿元，增长 48.12%，贷款平均利率下降 37个

基点，并积极为2万多户中小微企业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率先

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

调负债结构控成本

减费让利的目的是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但政策实施的前

提，是不能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形成冲击。在多位业内人士

看来，银行必须积极优化负债结构，有效控制负债成本，通过

负债端高质量发展来支持资产端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

“邮储银行将坚持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在资产负债这个结

构调整上来做文章。目前邮储银行的存款已经突破 10万亿

元，贷款已接近6万亿元，金融市场投资也已接近4万亿元，不

论是资产端，还是负债端，都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也有很大的

优化调整空间，这对我们的资产负债管理、精细化管理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邮储银行董事长张金良表示。

一些股份制上市银行也加大力度调整负债结构。浦发银

行年报显示，在负债端，截至2020年末，浦发银行集团负债总

额 7.3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3.34%。在规模增长的同时，浦

发银行深入调整负债结构，大力压降高成本负债，带动负债成

本持续下降。此外，浦发银行深入经营战略客户、大力拓展个

人金融资产及代发、结算、托管等业务，持续提升客户经营能

级、迭代商业模式，进一步推动资产负债均衡发展。

兴业银行则表示，其资产负债表战略性重构在2020年已

基本完成，存、贷款占比分别为 55.62%、50.24%，双双超过

50%，分别较 2015年提高 5.76个百分点、16.66个百分点。值

得注意的是，从 2017 年末到 2020 年

末，在没有外源核心一级资本补充的

情况下，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

9.07%上升至9.33%，同期贷款增长超

过 1.5 万亿元，资本内生增长和集约

化经营显现成效。

2020年，浙商银行全面推进平台

化服务战略，拓展客群、夯实存款基

础，资产负债结构持续优化，尤其是

在负债稳定性上不断提升。据介绍，

依托零售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该行个

人存款余额较年初增长58.49%，零售

存款占比提升 5个百分点。同时，有

效控制同业负债依赖度，同业融入占

比15.07%，处于上市同业较优水平。

科技使“让利”可持续

需要看到的是，银行“让利于企”的可持续性也在面临考

验。数据显示，2020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94万亿元，

同比下降2.7%，为2011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在业内看来，这

压缩了“让利于企”的空间。

上市银行如何看待该情况？在多家上市银行的 2020年

年度业绩发布会上，银行高管都收到了类似的提问。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商业银行本身高质量发展的

土壤和基础，中行如果能够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为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为民生服务做出贡献，那么我们也一定能

够从中找到属于商业银行丰富的业务机会，从而实现自身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刘金表示，这关键在

于通过创新服务模式，运用科技手段，使相关的业务实现商业

可持续。

据了解，2020年中行借助科技创新推进普惠金融建设，在

产品上，先后完成中银 E贷——信用贷、银税贷、抵押贷三大

产品的投产，实现客户申请、审查审批、提款还款在线化融资

服务，切实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效率。在交易银行建设方面，推

出手机渠道，并持续升级基础功能，新推出结构性存款、企税

贷、抵押贷、信用报告查询等产品服务。

在邮储银行发布会上，张金良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

时表示，“未来要利用科技手段把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平台建起

来，把农村的信用体系建起来。”在他看来，只有把数字平台、

信用体系建起来，邮储银行才能突破传统业务发展模式和作

业模式，以及提高金融服务乡村的效率。

张金良表示，科技投入从当前来看对邮储银行的成本收入

比是压力，但从长远来看，会节约运营成本，“总之，无论是业务

发展还是盈利增长，经营发展的安排一定要和我们的风控能

力、资本承受能力相匹配，不摊大饼，而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

保护局通报了 2020 年第四季度保险

消费投诉情况。通报显示，2020 年第

四季度，银保监系统共接收并转送涉

及保险公司的保险消费投诉 26688

件，同比增长 22.82%。其中，财产保

险公司和人身保险公司涉投诉比例

大体相当，投诉较多的企业中不乏人

保财险、太平洋财险、平安人寿等知

名险企。

在财产险领域，理赔纠纷投诉一

直居高不下。而在理赔纠纷中，占财

产险大头的车险一直是投诉的重灾

区。比如，保险责任认定不合理、定

损金额存争议、理赔时效缓慢等。更

有消费者吐槽，上保险时你是“小甜

甜”，理赔查勘时就成不受待见的“牛

夫人”了。

去年开启的车险综合改革，包括

提高保障责任、合并附加险种、降低

保费等，为车险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但从长远来看，理赔环节出现

的大量投诉，依然需要监管部门持续

关注并及时出台相关政策，规范查勘

理赔环节和定损标准，才能切实维护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合同纠纷。

在人身险领域，销售纠纷则成了

众矢之的。保险代理人在销售过程

中“夸大收益”“隐瞒期限”“炒作停

售”等问题一直为消费者诟病。“销售

一张嘴，退保跑断腿”，正是不少消费

者投保后的真实写照。要解决这些

问题，核心是建立高素质的保险代理

人队伍。作为人身险销售的主力军，

去年保险代理人贡献了人身险一半

以上的原保费收入，也对普及保险知

识、树立科学的保险理念作出了巨大

贡献。从产品端看，人身险产品的保障期限多为二三十年甚

至是终身，代理人如果用快消品的销售策略，做一锤子买卖，

自然很难长久。唯有真正站在客户的立场上，以“投保+陪

伴”的方式经营人身险，才能在根本上减少消费者投诉，促进

人身险的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梳理近两年的保险消费投诉，部分小公

司成为投诉榜“常客”，特别是互联网保险公司、健康险公司

的投诉量持续攀升。“线下没网点，投保靠链接”是这些公司

面临的真实情况。加上这些公司注重线上渠道营销，快速

增长的用户规模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在美化业绩的同时

也埋下了隐患。

线上发展降低运营成本，也方便消费者，但产品的设计和

投保流程的规范更是险企发展的基石。此前，银保监会曾明

确要求，实施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进一步保障消

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

互联网保险公司和健康险公司，经营的多是短期险产品，客户

流动性较大、稳定性不强。但是不能因此就“打擦边球”，更不

能用低价和噱头扰乱市场。唯有认真倾听客户声音，改进产

品设计和服务，做好合规要求，才是发展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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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是 新 的 生 产 要

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

性资源，也是重要的生产

力。为推动数据要素市场

化配置和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助力推进首都“两

区”建设，3 月 31 日，北京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会同市

金融局等部门，组织北京

金控集团牵头发起成立北

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并

上线北京数据交易系统。

北京“两区”建设，即

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

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两

区”建设工作中，数字经济

是重要特征，也是主要内

涵。“数字经济的繁荣发

展，取决于数据这一新型

生产资料的充分供给和有

序流动。当前，北京正在

构建多层级、安全、负责任

的数据交易体系。北京国

际大数据交易所将以培育

数据交易市场、释放数据

要素价值为核心，打造立

足京津冀、辐射带动全国、

面向全球提供服务的金融

科技基础设施。”北京市副

市长殷勇说。

据介绍，北京国际大

数据交易所是国内首家基

于“数据可用不可见，用途

可控可计量”新型交易范

式的数据交易所，定位于打造国内领

先的数据交易基础设施和国际重要的

数据跨境流通枢纽。

北京金控集团董事长范文仲介

绍，交易所将依托北京自贸区国际商

务服务片区的优势资源，建立集数据

登记、评估、共享、交易、应用、服务于

一体的数据流通机制，打造国内领先

的数据交易基础设施和国际重要的数

据跨境流通枢纽。

不同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

要素，数据有成本极低、再生性强、难

以建立排他性等特点，权属界定不清、

要素流转无序、定价机制缺失、安全保

护不足等问题一直是掣肘数据要素高

效配置的痛点。数据作

为新的生产要素，如何在

保护数据的同时进行数

据共享与利用，是数据交

易 所 建 设 的 关 键 难 点 。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

将如何针对上述痛点解

决问题？

范文仲表示，北京国

际大数据交易依托北京

在隐私计算、区块链等领

域的技术先发优势，将数

据要素解构为可见的“具

体信息”和可用的“计算

价 值 ”，对 其 中“ 计 算 价

值 ”进 行 确 权 、存 证 、交

易，实现数据流通的“可

用不可见、可控可计量”，

为数据供需双方提供可

信 的 数 据 融 合 计 算 环

境。此外，交易所还将在

推进底层技术创新的基

础上，以数据使用价值为

基本交易对象，探索特色

模式、特色规则、特色生

态，打造全国数据交易探

索的新样板。

在北京国际大数据

交易所成立当日，北京金

控集团联合大型商业银

行、电信运营商等 48家单

位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国

际数据交易联盟，并发布

了《北京数据交易服务指

南》，探索建立大数据资

产评估定价、交易规则等政策体系，强

化关键领域数字基础设施安全保障。

清华 x—lab数权经济实验室主任

钟宏表示，虽然数字产业化离不开建

设数据交易所，但未来全国各地不可

盲目跟风建设数据交易所。在建设大

数据交易所时应从“数据供给、市场交

易、监管治理”三个维度统筹设计，“一

要根据本地数据资源和产业发展结

构，规划特色数据要素市场和应用平

台，二要发挥区域协同效应，共同规划

共建优势产业数据专区和流通市场，

三要创新数据安全与交易监管体系，

规划以数据监管沙盒为代表的科技治

理新模式”。

图/商海春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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