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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日前，中国银保监会发
布了《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出炉，对资管新规框
架下的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进行细
则化管理，因为多条优惠政策鼓励银
行通过子公司运作理财业务，加上银
行自身在销售渠道、资本金水平、客
户资源上的优势，机构人士认为未来
银行理财子公司展业空间巨大，银行
在资管行业的龙头地位仍将保持。

业务灵活性大提升
允许产品分级与直投股票

银保监会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商
业银行通过设立理财子公司开展理
财业务的时机基本成熟。同时鼓励
商业银行吸引境外成熟优秀的金融
机构投资入股，引入国际先进的专业
经验和管理机制。

按照《办法》，理财子公司为商业
银行下设的从事理财业务的非银行
金融机构，业务范围主要为发行公
募理财产品、私募理财产品、理财顾
问和咨询等，不允许吸收存款、发放
贷款。

关于在业务规则和监管标准方
面，监管层表示，严格遵守“资管新
规”确定的我国资管行业统一监管
标准；以“理财新规”为基础，除根据
子公司特点对部分规定进行适当调
整外。

翻看征求意见稿内容，主要有六
点不同。

一是公募理财产品投资股票和
销售起点方面，在前期已允许银行私
募理财产品直接投资股票和公募理
财产品通过公募基金间接投资股票
的基础上，进一步允许子公司发行的
公募理财产品直接投资股票；参照其
他资管产品的监管规定，不在《理财
子公司管理办法》中设置理财产品销
售起点金额。

二是销售渠道和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方面，规定子公司理财产品可
以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代销，也可
以通过银保监会认可的其他机构代
销，并遵守关于营业场所专区销售
和录音录像、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评
估、风险匹配原则、信息披露等规
定。参照其他资管产品监管规定，不
强制要求个人投资者首次购买理财
产品进行面签。

三是在非标债权投资限额管理
方面，理财子公司独立经营理财业务
后，根据理财子公司特点，仅要求非
标债权类资产投资余额不得超过理
财产品净资产的35%。

四是在产品分级方面，允许子公
司发行分级理财产品，但应当遵守

“资管新规”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
法》关于分级资管产品的相关规定。

五是在理财合作机构范围方面，
与“资管新规”一致，规定子公司发行
的公募理财产品所投资资管产品的

发行机构、受托投资机构只能为持
牌金融机构，但私募理财产品的合
作机构、公募理财产品的投资顾问
可以为持牌金融机构，也可以为依
法合规、符合条件的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同时，对可作为理财合作
机构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提出了
相关要求。

第六，在风险管理方面，要求建
立风险准备金制度，要求理财子公司
按照理财产品管理费收入10%计提
风险准备金等。

行业迎接新玩家
资管格局进一步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理财子公
司，银行早已闻风而动，目前，已有
12 家上市银行申请设立资管子公
司，且资本实力雄厚，注册资金基本
在50亿元左右。而机构们认为设立
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将是大势所趋。

“由于理财子公司在监管标准上
较银行体系内开展理财业务有明显
优势，因而有条件的银行都会积极参
与。”招商证券分析师邹恒超点评道。

广发证券分析师倪军则表示《办
法》要求子公司注册资本金不低于
10亿元，对于小型银行，难以独立成
立理财子公司，预计未来更多以分销
的形式参与。对于股份制和较大的
城商行来说，资管业务是发力方向，
参与积极，目前已经有10多家股份
行和城商行公开披露银行理财子公

司成立计划。对于四大行，需要在
业务协调、机构规划上有更多考虑
（如与旗下公募基金子公司关系），
所以在理财子公司成立进度相对缓
慢，但考虑到监管趋势，四大行预计
不会缺席。

银行子公司新规征求意见稿已
出炉，引发资管行业高度关注，有声
音认为基金公司将面临更多挑战。

华宝证券李真指出银行理财子
公司将给基金公司各业务条线面临
挑战：首先，在销售资源上，基金公司
面临挤压。在银行主销售渠道下银
行理财产品将挤占更多资源，而在第
三方销售平台自设基金公司的背景
下，公募基金的渠道压力将进一步加
大。其次，在产品线设置上，银行理
财子公司与基金公司会有所差异。
第三，公募基金现有的薪酬激励体系
和内部晋升机制面临挑战。第四，公
募基金投研团队需要持续提升自身
的主动管理能力，包括风险控制能
力、资产配置能力、策略和标的选择
能力。第五，公募基金行业内部或面
临重新洗牌。

但长期看，无论银行子公司还是
基金公司，或者市场上的其他资产
管理机构，都将面临同样的竞争环
境，提供客户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才
是能力所在，在银行理财转型的过
渡期内，公募基金应该把握机会发
展特色领域，根据自身禀赋寻找差
异化之路。

银行理财子公司新规征求意见稿出炉

公募基金行业再迎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