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银行密集召开 2023 年年

中工作会议，披露了下半年将加大信

贷投放的消息。

如进出口银行召开2023年年中

全行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下半年要

全力实现信贷投放目标，着力发挥政

策性金融逆周期、跨周期调节作用。

要全力抓好信贷投放，大力加强策划

营销，着力优化业务结构。中国农业

银行2023年年中党建和经营工作会

议亦指出，要为服务“三农”和实体经

济投入更多资金。

银行加大信贷投放的信号是有

迹可循的。

7 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

1030 亿元 MLF（中期借贷便利）操

作，本月MLF到期量为1000亿元；本

月MLF操作利率为2.65%，与上月持

平。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

分析指出，7 月 MLF 小幅加量续作，

释放支持三季度银行加大信贷投放

力度的信号。

在此之前，7月14日举行的2023

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

上，人民银行表示，后续人民银行将

根据经济和物价形势的需要，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大宏观

调控力度，精准有力实施稳健的货币

政策，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期

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

政策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

充裕，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推动

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稳中有降。

东方金诚方面分析称，这意味着

降准已在政策工具箱内，短期内有望

相机推出。这将进一步巩固三季度

宽信用进程，包括信贷投放力度加

大，以及政府债券发行规模扩大等。

且 7 月政治局会议要求，“发挥

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大

力支持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和中小微

企业发展。”东方金诚方面判断，考虑

到下半年物价还会持续处于温和状

态，货币政策在降息降准方面都有空

间；着眼于支持银行在三季度加大信

贷投放力度，降准有可能在9月底之

前落地，MLF 利率则有望在四季度

下调。

同时，为了增强信贷投放能力，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发现，降成

本、提质量、加强资本精细化管理已

经被多家银行定为下半年工作重点。

如农业银行表示，多渠道创新挖

潜、加力增效，保持经营效益稳中有

增；进出口银行提到，2023年下半年

要增强效益观念，着力降本增效、开

源节流，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利润目

标，要千方百计提高综合收益，多措

并举降低负债成本，切实提升财务可

持续水平；广发银行召开 2023 年上

半年工作会议，谈及 2023 年下半年

工作任务时表示，要“突出资负统筹

管理，着力达成增收目标”。

2023年以来MLF（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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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支持力度持续加大，资

金将流向何处？

消费市场被认为是重点领

域之一。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

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

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

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

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

给。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

作用，要制定出台促进民间投

资的政策措施。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兼研究院院长温彬分析称，扩

大国内需求在去年年底中央政

治局会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都位列重点工作之首，但在4

月政治局会议上退居建设现代

产业体系之后位列第二；此次7

月政治局会议则又将扩大内需

作为首要工作。

从消费角度看国内需求不

足，王青认为，二季度居民消费

修复放缓，房地产投资下滑加

剧，民间投资出现同比负增长；

市场需求不足对民营企业、小微

企业影响较大，企业利润持续下

滑，经营面临一定困难。

消费对经济恢复发展的拉

动作用明显，对此，银行业也加

大了支撑力度。

如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

综合采取多种有力举措，助力全

面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提质升级，

为广大群众带来各种实惠，促进

实体经济稳增长。上半年工银信

用卡消费额近1.1万亿元，其中便

民移动支付消费额同比增长

15%。6月末，中国建设银行个人

消费贷款业务累计服务2500万客

户，贷款余额达3457.36亿元，当年

新增622.05亿元。

温彬补充道，近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

等部门已经发布《关于促进家居

消费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汽车

消费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电子

产品消费的若干措施》，以促进商

品尤其是大额商品消费增长，进

而带动经济恢复。

制造业亦被认为是下一步

信贷投放重点领域之一。温彬

表示，7月政治局会议对于上半

年产业发展持肯定态度，认为

“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所以此次

会议对政策着力点做了相应调

整，将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列为重

点工作的第二项。会议指出，要

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打造更多支柱产业。要推动数

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安全

发展。

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

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

计司司长阮健弘介绍称，截至6

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

增长 40.3%，比上年同期高 10.7

个百分点，比全部产业的中长

期贷款增速高 22.3 个百分点；

上半年新增 2.15 万亿元贷款，

同比多增8219亿元。从贷款结

构上看，高技术制造业贷款是

投放重点。截至6月末，高技术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

41.5%，比上年同期高 11.5 个百

分点；上半年新增高技术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 4835 亿元，同比

多增1847亿元。

这其中，离不开银行机构

的发力。6 月末，工商银行成

为首家制造业贷款余额突破

3.5 万亿元的银行，稳居同业

首 位 ，较 年 初 净 增 超 6000 亿

元，增速达 20%。其中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余额突破 1.7 万亿

元，较年初增速近 34%，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余额及增量保持

同业首位。

2023年下半年，监管部门已

经对制造业的贷款投向进行指

引。如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深圳监管局联合深圳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银行业

保险业支持深圳制造强市建设

的指导意见》，提出6个方面、21

条政策措施，推动银行保险机构

为深圳制造强市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

中国银行 2023 年年中党建

和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也指出，在

2023年下半年，将在服务国家区

域发展战略、服务科技自立自强

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服务发

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当

好金融“排头兵”。

“扩大消费”重回优先位置

银行定调下半年：增强信贷投放能力
本报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7 月 2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以下简称“7 月政治局会

议”）强调“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

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

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市场分析认

为，这预示着 2023 年下半年将加大

信贷投放力度。

与 之 相 对 应 的 ，近 日 银 行 机

构也多透露出即将增大信贷投放

的信号。其中，消费市场、建设现

代产业体系、绿色低碳转型、“三

农”等领域将是信贷投放的重点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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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多银行表态将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并持续降本增效，夯实信贷投放能力。

7月政治局会议再次将扩大内需作为首要工作，提出要“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

作用”。

7月25日，国务委员谌贻琴

主持召开了专家和企业负责人

座谈，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

部署要求，听取对进一步释放旅

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建议。谌贻琴强调，

着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继

续为旅游企业纾困解难，推动企

业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激发发展

活力。要完善政策体系，提振旅

游投资信心和消费信心，加快形

成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合力。

实际上，国内旅游行业的加

速回暖显而易见。陕西西安大

唐不夜城里，“盛唐密盒”火爆出

圈；“小饼烤炉加蘸料，灵魂烧烤

三件套”让山东淄博成为顶流旅

游城市；贵州榕江“村超”火遍全

网，线上直播观看破2.5亿人次；

当下年轻人群中的“特种兵旅

游”更是成为了一种风潮……一

幕幕火热的场景反映出旅游业

的巨大消费潜力。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

的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国

内旅游总人次、国内旅游收入

（旅游总花费）分别为 23.84 亿、

2.30 万亿元，同比增幅分别为

63.9%、95.9%。

此外，多家旅游上市公司

2023 年上半年的业绩也频频报

喜。峨眉山 A、丽江股份、黄山

旅游等 6 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同

比增逾200%，中青旅、大连圣亚

等 5 家公司净利润有望同比翻

番。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

经济运行监测，旅游类上市公

司整体复苏明显，近40%企业已

经恢复甚至超过2020年前盈利

水平。

旅游业加速回暖

权益类基金业绩不彰 银行代销份额跌破50%
本报记者 慈玉鹏 北京报道

近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公布了最新的基金销售保有规模前

100名的机构榜单，经《中国经营报》

记者统计，银行权益类基金代销保有

规模呈现明显下降趋势，截至2023年

二季度末市场占有率为49.54%，首次

跌破50%，对比2021年二季度，下降

近10个百分点。相对而言，券商权益

类基金代销保有规模进一步扩张。

记者从业内人士处了解到，导

致银行权益类基金代销保有规模下

降的主要因素有两点：一是券商受

益于ETF销售的独特优势持续抢占

银行份额；二是上半年银保渠道储

蓄险需求旺盛，银行将代销业务重

心转向保险。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产品净值的

不断回暖，预计银行权益类基金市场

占有率三、四季度或有所回升；同时，

公募基金降费为代销机构当前业务

模式带来挑战，代销机构仍需加大向

买方投顾的转型力度。

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公布的数

据，经记者统计，前 100 名代销机构

权益类基金保有规模为5.60万亿元，

同比降低 11.6%，环比降低 3.2%，非

货币型基金保有规模为8.50万亿元，

同比降低2.1%，环比提升3.2%。

一位券商分析人士表示，今年二

季度权益市场震荡下行，同时债市整

体走强，权益基金保有规模增长承

压，代销渠道端竞争逐渐白热化。

经记者统计，截至2023年二季度

末，权益类基金方面，银行、券商、第三方

机构三大渠道保有规模占比分别为

49.5%、23.5%、25.3%，环比变化分别为-

1.21pct（百分点）、+1.31pct、-0.28pct；

非货币型基金保有方面，银行、券商、第

三方机构保有规模 占 比 分 别 为

46.0%、18.0%、34.6%，环比变动幅度

分别为-1.19pct、+0.28pct、+0.77pct。

兴业证券研究团队表示，银行的

权益类基金保有规模均呈下行态势，

头部集中效应强化，二季度各家银行

权益类基金保有规模环比均有一定

程度减少，保有量占百强机构比重环

比下降1.26pct，整体领先优势缩小，

但 CR5（业务规模前五名的公司所

占的市场份额）、CR10（业务规模前

十名的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环比分

别增加 0.39pct、0.14pct，头部集中趋

势强化；非货币型基金保有规模则出

现分化，债市回暖下部分银行债基保

有规模增速较快推动非货币型基金

保有量实现正增长。

记者梳理近三年数据发现，银

行权益类基金代销保有规模呈现明

显下降趋势，2021年二季度，银行权

益类基金代销保有规模市场占有率

为59.40%，2022年二季度，该数字下

降 4.59 个 百 分 点 至 54.81% ，直 至

2023 年二季度，再次下降 5.25 个百

分点至49.54%。

东兴证券发布的一篇研究报告

显示，券商渠道二季度的优异表现和

市场环境密不可分，二季度权益市场

较为低迷，主动权益类基金收益整体

回落，大量基金表现未能跑赢宽基指

数（覆盖面广、具有代表性的大盘指

数）和部分行业指数基金，这种环境

对深耕 ETF 赛道的券商更为有利。

不同类型机构间差距缩小，市场波动

中券商代销优势提升。从当前竞争

格局看，招商银行等零售实力突出的

大型银行，以及蚂蚁基金、天天基金

等头部互联网机构仍占据主要份额，

但在权益市场持续波动中，投资者对

ETF的偏好上行，券商与银行、互联

网第三方机构的规模差距有所收窄，

未来券商代销优势有望显现，规模仍

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上述报告指出，在当前趋势下，

中期内，银行和互联网平台仍将占据

基金销售主力，但随着业务资源的持

续投入和渠道建设成果的逐步兑现，

控、参股基金公司的头部券商、综合

实力较强的财富管理券商市场占有

率仍有望不断扩大。

银行份额下跌

旅游业强势复苏 银行“贷”动“农文旅”

记者注意到，权益ETF销售是上

述三大类机构市场占有率变动的一

个重要因素。

兴业证券研究团队表示，截至二

季度末，权益 ETF 规模环比增加

10.4%，券商受益于ETF销售的独特

优势持续抢占银行及第三方机构份

额，权益保有量占百强机构比重环

比增加1.29pct；从格局来看，中信证

券及华泰证券稳居券商渠道前二，但

尾部机构中部分发力ETF的券商达

到更高增速。

金融理财专家周毅钦告诉记者：

“券商ETF确实有一定的后发优势。

商业银行在2022年年底的净值回撤危

机发生后，不管是公募理财产品还是

公募基金都受到一定影响，投资者的

信心也一度受到打击；对于代销机构

而言，原来通过银行渠道购买的客户

群体对于代销机构的信任度有所下

降，这也造成了银行体系的保有规模

下降。但是随着产品净值的不断回

暖，预计三、四季度后将有所改善。”

平安证券研报显示，二季度机构

表现分化，券商渠道保有规模环比增

速领先，券商渠道权益类基金保有规

模保持增长，主要系券商渠道投资者

风险偏好相对较高，同时券商渠道在

ETF销售上具备相对优势。

另一驱动因素是居民风险偏好

下降，银行更侧重保险代销。交银国

际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万丽表示，从

上半年各类基金资产较2022年年末

增速来看，债券基金和货币基金在

2022年年末正增长的基础上分别继

续增长11.5%和9.8%，表明居民风险

偏好下降；此外，QDII继续强劲增长

9.8%，股票基金增长8.9%，只有混合

基金继续显著下降7.3%。

万丽提及，根据往年基金业年报

数据，银行渠道是混合基金销售主要

渠道，符合银行客户既追求收益率同

时风险偏好偏保守的特点；券商渠道

占股票基金保有量比重最高，反映客

户风险偏好较高的特点；券商渠道和

第三方代销渠道占QDII基金保有量

的比重均较高。上半年混合基金资

产继续显著下降，预计部分由于股票

市场1月之后表现较为疲弱，更主要

的原因是上半年银保渠道储蓄险需

求旺盛，银行将代销业务重心转向保

险。QDII 基金资产增长较为强劲，

预计主要由于海外股票市场表现相

对较强。

权益ETF为变局关键点

本报记者 杨井鑫 北京报道

伴随着旅游行业的全面复

苏，多家银行在旅游业及相关产业

的信贷投放也创出了历史新高。

同时，在当前政策要求推动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的情况下，旅游业与乡

村振兴融合形成“农文旅”已成为

趋势，部分银行以乡村旅游为切入

点，加大了对乡村县域的旅游产业

经营主体和旅游消费的支持力度。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

旅游业在国内很多地区已成为

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之一。在行业强势复苏的过程

中，金融支持在其中起到了关键

性作用。银行一方面为旅游企

业纾困，加大对景区建设、民宿

餐饮、休闲度假等项目的信贷投

放；一方面不断创新信贷产品，

满足旅游消费的金融需求。

旅游产业的复苏和高质量

发展不仅增强了产业投资信心，

还带动了国内整体消费。这其

中，金融的支持功不可没。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

国银行印发《文化和旅游部办公

厅 中国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乡村

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从“加大信贷投

放”“推进产品创新”“开展综合

服务”等方面加大对乡村旅游高

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

《通知》指出，乡村旅游是旅

游业和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助力扩

内需稳增长的重要力量。健全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是促进乡村

旅游等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银行将乡村旅游项目

库列为重点融资考察对象，加大

信贷支持力度，建立“绿色通道”

服务机制，未来三年针对县域内

文化和旅游、餐饮住宿类客户新

发放贷款不低于100亿元。

农业银行日前对外披露，截

至6月末，该行旅游及相关产业

贷款余额突破6300亿元，其中，

旅游业贷款余额超 2000 亿元，

创历史新高；世界自然遗产、世

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

产和世界地质公园景区的信贷

覆盖率达到36%，支持了京杭大

运河、湖北武当山、福建武夷山

等一批旅游景区和国家公园建

设，着力满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

旅游消费需求，有力推动了旅游

业高水平复苏和高质量发展。

农业银行方面称，旅游已成

为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

需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扩大国内需求、促进消费

增长的决策部署，农业银行把金

融服务旅游业恢复发展作为支持

实体经济、助力稳增长和稳就业

的重要抓手，持续加大信贷投放、

提升服务能力，创新推出“旅游景

区贷”“乡村旅游贷”。农业银行

各分行则结合地方文旅新业态，

先后推出“旅游民宿贷”“山海文

旅贷”“文化遗产贷”，因地制宜推

动当地文旅产业复苏发展。

7月24日，北京市金融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 6 月末，北京地

区文化、旅游产业贷款余额分别

同比增长 4%、37.4%，有贷户数

分别同比增长21.6%、38.1%。

“旅游业的涉及面较广，行

业的发展与银行的很多业务均

有结合。”一家国有大行人士表

示，旅游企业信贷投放中，不少

景区的建设项目往往是地方的

重点项目，银行的资金投入较

大。同时，旅游产业聚集了一批

住宿、餐饮、零售、文化等领域的

小微市场主体，这也是银行普惠

金融的重要服务对象。

他还表示，旅游产业发展带

动了消费的复苏，银行也针对消

费人群的金融需求提供匹配的

信贷产品，包括旅游消费贷款或

信用卡消费等。

此外，他认为旅游产业和乡

村振兴的融合是一个大趋势。

“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中，旅游

产业是一个重要部分。两者逐

渐融合为了‘农文旅’，即以旅游

业带动乡村振兴。银行业如今

不断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

度，这其中就会惠及旅游产业。”

银行信贷“添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