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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银行理财转型的不断推进,传统“老产品”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则是净值型银

行理财产品的异军突起。

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进入最后一年,正处在一个较为关键的时点,市场和监管都很关

注银行转型的进度。目前各家银行存量产品处置情况如何、银行理财能否按期完成整改任务?

对此,《证券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地区多家银行营业网点。

发行数量增加逾 5000 款

资管新规落地以来,净值型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量不断增加。2020 年该类产品的发

行速度进一步加快。

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银行理财发行量为 86774 只,相比 2019 年减少 29337 只,环

比下降 25.27%。与此同时,根据普益标准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共 172 家银行发行了

20595 款净值型理财产品,较 2019 年增加 5165 款。

《证券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多家银行网点了解到,净值型理财产品已成为各家银

行新发行产品的主流,其发行数量和占比不断提升,保本理财难觅踪影。但对于多数银行而言,

仍需妥善处置过渡期内存量资产整改工作。

作为银行理财业务转型的重要载体,理财子公司设立在去年加速推进,迎来获批筹建

和开业的小高峰。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30 家银行公告设立理财子公司,24 家理财子公司获批

筹建,包括 2 家中外合资机构,21 家已开业。

据了解,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也开始加速承接母行存量产品迁移和新发产品稳步进

行。普益标准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共有 20 家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了 3852 款理财产品(包

含母行迁移产品),均为净值型产品。

普益标准研究员程阳表示,在布局权益市场上,银行理财子公司目前更多的是进行被

动投资或者与其他机构合作参与权益类投资,权益类产品占比较低,后续权益类投资仍将是

银行理财子公司比拼投研实力、实行差异化竞争的关键。

2020年,央行正式宣布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到 2021 年底,虽然资管新规过渡期延期,

但部分银行仍然面临较大的整改压力,特别是中小银行而言,老产品压降仍较为困难。

据了解,资管新规出台以来,银行已采取多种措施压降存量理财产品。自 2019 年以来,

已有银行停止新发保本理财产品,采取发行新产品承接。多数银行相关产品到期后不再滚动

续发,少数银行提前终止“老”理财产品,甚至直接开启未到期理财产品“强退”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证券日报》记者走访调查中,部分银行的客户经理向记者反映理

财业务存量处置过程中仍存在困难和问题。同时,并表示新老过渡和转型仍是今年银行理财

最根本的任务。

转型期内存量化解是关键



一位银行理财客户经理对记者表示,转型难度一方面表现在存量老产品压降难度大,

存在很多风险隐患;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新业务的转型过程中,银行理财仍面临着净值型新产

品发行困难。

“当前理财整改主要难点在于未上市公司股权及产业基金,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资

本工具,不良资产及风险资产等。”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计银行会尽量在 2021 年底前完成全部可能的整改任务,个案处置

申请主要用于化解一些处置难度最大、行业共性的存量资产。整改过程中,银行可能面临新

产品承接能力不足、流动性风险边际增加、母行资本充足率承压等挑战。对于金融市场而言,

也可能增大长期融资难度,引致债券配置结构及信用利率变化,预计银行将更加倾向于配置

短久期、高流动性及高评级券种,同时对永续债等长久期资本工具持有将更为谨慎,收益率曲

线存在陡峭化可能。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 FICC 分析师明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方面,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的任务量不小。根据此前的研报,截至 2020 年 7 月,银行理财净

值化比例约为 50%,较 2019 年同期上升了约 15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各转型渠道处置能力有

限。理财转型方法主要包括发行新产品承接、二级市场出售、非标转标、部分回表等。但是,

由于部分老产品受投资者接受度、监管审核等因素影响,难以发行新产品承接;非标转标的路

径根据近期发布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来看,多数转标渠道已被排除;回表的方式

也会受到如资本约束、MPA 指标约束、商业银行法等的约束。所以部分不合规的产品转型难

度不小,因此去年也出现了部分银行直接清退不合规产品的事件。

那么,监管将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 2021 年末。未来 11 个多月时间里,银行理财能

否平稳完成整改任务?

王一峰表示,2021年将是资管新规过渡期延期安排的最后一年,存量整改的力度及难

度预计将随之加大。大部分银行有望如期完成整改任务,但是现金管理类理财等产品可能面

临二次整改压力,进而引发理财资产配置的调整。

李茜认为,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之后,部分银行保本理财退出速度有所放缓。从不同

类型银行来看,城商行和农商行保本理财占比相对较高,尤其是农商行,保本理财产品退出速

度要慢于大中型银行。由于存量保本理财产品中还有周期较长、处理起来复杂程度高的资产,

为了保障金融资产的安全、规避风险,监管有可能采取一行一策的措施,稳步推进商业银行理

财产品净值化转型。

在银行理财转型过程中,投资者教育工作也是重要环节。

从《证券日报》记者走访银行网点收到的反馈来看,多数银行理财经理告诉记者:“银

行一直加强对净值型理财产品的普及宣传工作,对于投资者教育工作也是高度重视,从我们

网点来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可并接受理财产品的净值波动。”

从销售的情况来看,记者走访发现,在理财产品的宣传单上,几乎都是净值型理财产

品的身影。除此之外,只有存款产品。不少理财经理坦言,目前在售理财产品以净值型为主,

传统的保本型理财已经停售。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理财产品亏损的情况一直都存在,净值型理财产品亏损的案例也

不在少数。“从银行的角度来说,有责任去做好投资者教育,此为‘卖者有责’;对投资者自



身而言,也要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此为‘买者自负’。”一家股份制银行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多数投资者的理财意识已经从刚兑向自负盈亏的投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