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实集团入主

天津信托混改一事正式尘埃落定，上

实集团成为绝对控股方。来自天津信托发

布的信息，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天津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权的批复》，批准上

实集团受让天津海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泰控股”）所持有的天津信托

51.58%股权和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控股”）所持

有的天津信托26%股权。

本次股权变更后，海泰控股彻底脱手，

不再持有天津信托股权，上实集团持有该

公司股权比例为77.58%，成为天津信托控

股股东。泰达控股持有天津信托股权比例

由原42.11%下降到16.11%。截至8月21日，

天津信托已按有关法律法规完成了公司章

程变更和工商登记变更等事项。

资料显示，天津信托是由央行天津市

分行创建，于1980年10月20日成立，注册

资金17亿元，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信托投资

机构之一。此次新“当家人”上位也符合市

场预期，背景实力雄厚的上实集团于1981

年7月在香港注册成立，是上海在境外规模

最大、实力最强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主营业

务涵盖医药医疗、基建环保、房地产和区域

开发、消费品、金融服务和投资五大领域。

拥有上实控股、上海医药、上实环境、上实

发展、上实城开5家境内外上市公司。

实控人变更后，天津信托原大股东全

部转让，二股东持股比例大幅减少。分析人

士认为，雄厚产业背景的进入，有利于天津

信托更快更健康发展。用益信托研究员帅

国让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

为上海在境外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综合

性企业集团，上实集团主营业务范围广泛，

入主天津信托，借助股东的强大背景，有利

于增强天津信托综合实力，为深度转型奠

定坚实基础，有利于实现金融与实业协同

发展，有利于完善优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几经波折的混改项目

回顾天津信托的混改历程可谓是一波

三折，早在2017年，天津信托就开始启动

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2018年4月，天津信

托混改项目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据

当时的挂牌信息，天津信托拟新增注册资

本21亿元，征集3名投资方，这3名投资方

分为对应持股比例为7%、18%和14.73%。

然而这一混改方案并没有得到市场的

认可，在2018年8月、2018年10月和2018年

12月遭遇三度延期，延长原因均为“未征集

到合格意向投资者”。对此多被市场解读

为，实际控制权并无变动，外部观望气氛浓

重，方案最终夭折。

随后的2019年12月底，天津产权交易

中心再次披露了两则天津信托股权转让信

息，其中，大股东海泰控股将其持有的天津

信托51.58%股权全部转让，转让底价约为

39.5亿元；二股东泰达控股转让其持有的天

津信托26%股权，转让底价约为19.9亿元。

最终，在今年4月20日，海泰控股、泰

达控股与上实集团举行天津信托混改协议

签约仪式，上实集团合计以94.09亿元的价

格，摘得天津信托77.58%股权。

此次股权变更后，天津信托将如何借

助实控人资源开展业务也引发业内关注。

一位信托行业观察人士表示，上实集团作

为优质的地方国企，能够在内部治理、基础

管理、业务发展、资本支持等方面给予天津

信托更大支持，带来新的面貌。未来，双方

可在上实集团的各业务板块中加大协同力

度，提升内部联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混改之际，上

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披露的项目信息显示，

安邦系两家公司所持天津信托5.26%股权

仍在公开挂牌交易中，当前转让价格为

3.9258亿元，信息披露期截至8月27日。

业绩瓶颈待解

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信托行业仍面

临严峻形势，信托公司的转型也迫在眉睫，

曾经有市场一度认为，上实集团高价摘得

天津信托股权是看中了天津信托未来的盈

利能力。而从经营指标来看，天津信托

2016-2018年的营业收入水平“忽上忽

下”。这三年时间里，天津信托实现营业收

入11.23亿元、13.01亿元、11.65亿元，净利

润分别为4.13亿元、5.33亿元和5.84亿元。

2019年天津信托的业绩经营表现难

言乐观，截至2019年末，天津信托总资产

规模2247.75亿元。2019年度，天津信托实

现营业收入8.43亿元，同比下降27.63%；净

利润5.78亿元，同比下降1.02%。

时间来到2020年，来自百瑞信托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

半年，天津信托实现营业收入2.19亿元，同

比减少15.11%，实现净利润1.3亿元，同比

下降39.25%。

对天津信托来说，地处京津冀地区，背

靠北方第二大城市衍生业务的规模显然不

可小觑，但“资管新规”后，通道类业务承压，

银行等机构资金渠道受限，也对信托行业

的盈利模式、业务结构、产品设计、资金获取

能力等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因地方

融资平台贷款业务未直接对应项目、资金

使用监控不到位、资金池信托业务新增非

标资产入池、未如实披露信用风险和证券

信托结构化比例超过法定上限等问题，该

公司在2018年被天津银监局罚款100万元，

也成为天津信托发展历史中的“污点”。

在后资管时代，新领导班子如何带领

天津信托实现业绩稳中向好仍有待时间检

验。在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看来，新控股

股东入主首先就是梳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和整合团队，虽然大股东变更，但可以预见

天津信托大部分原班人马还是会得以保

留，实际天津国资的影响力还是不可小觑，

在新制度的建设上，合则两利，但是如果没

有决心改变，又很难在短期有所突破，这是

摆在上实集团眼前最亟须解决的问题，对

于天津信托的长远发展也是如此。

廖鹤凯进一步指出，天津信托应严格

坚持风控不动摇、制度建设不放松，解决历

史问题的基础上，借力新实控人的强大实

力稳扎稳打，走好产融结合的路，这样才会

对业绩的提升产生帮助。

针对未来的战略发展计划，将通过何

种手段保持业绩稳定，北京商报记者尝试

向天津信托发布采访提纲，但截至记者发

稿，暂未收到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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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实习记者 杜晓彤）
近两年来，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新冠疫情

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

济从“潜在下行”转向“实际下行”，国际贸易负重

前行。8月26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贸易

金融行业发展报告（2019-2020）》（以下简称《报

告》）指出，在当前复杂的市场环境下，中国银行业

贸易金融业务增速仍处于合理区间，并保持平稳

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报告》显示，国际结算方面，据不完全统计，2019

年中国商业银行国际结算业务量6.89万亿美元，与

2018年相比略有下降。国有商业银行仍是办理国际结

算业务的主力，业务量在全行业占据主要地位。

国际贸易融资方面，在接受调研的11家国有

及部分股份制银行中，有6家银行2019年国际贸易

融资业务呈现小幅下降的趋势，有2家银行国际贸

易融资业务增长迅速，增幅超过30%。

国内信用证及其项下贸易融资方面，2019年

国内信用证结算业务量普遍增长较快，在接受调

研的9家国有及部分股份制银行中，有7家银行国

内信用证项下贸易融资呈现较快增长（同比增幅

超过30%），其中2家同比增幅超过100%。

中国银行业协会表示，近几年来，随着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金融和科技发展正在融合，金融科技的运用

可有效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捷性，降低

金融交易成本。《报告》建议商业银行积极应用金

融科技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全方位推进数字技

术与贸金产业的深入融合，强化科技赋能业务发

展，构建开放、智能的生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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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1+6”老年服务体系升级
中信银行“幸福家·爸妈才艺大赛”开幕

为丰富老年朋友的生活、尽展银发一族风采，

中信银行“幸福家·爸妈才艺大赛”正式拉开帷幕。

8月1日起至10月10日，大赛面向广大老年朋友征

集才艺作品，中信银行50岁以上客户均可通过“幸

福+”俱乐部报名参加。

本次才艺大赛在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的指导下，由

中信银行携手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举办，旨在为老年朋

友搭建才艺展示平台。据了解，比赛共设摄影、书画、

歌舞、乐器四大类项目，选手可通过中信银行微信公

众号、手机银行App、抖音平台提交才艺作品。

在“幸福+”周六会员日沙龙活动，大赛特别

邀请重磅评委嘉宾做客直播间。著名男高音戴玉

强、相声演员方清平、中国女摄影家协会理事贾

婷、万事达品牌总监吴焕宇、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

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胡乃军等众多评委每周六为

会员们带来精彩直播，为他们带来实用获奖技巧。

大赛分为作品征集、评选、颁奖三个阶段。10月

10日作品征集结束后，由专家评审和投票排行共同

决定花落谁家。10月25日，获奖名单及作品将在“幸

福+”俱乐部活动页面公布及展示，大赛为老年朋友

们准备了丰富且实用的奖品。此外，活动期间，凡成

为中信银行新客户，或新增资金、成功推荐客户的，

达到相应标准均可获得金额不等的商超类购物券。

作为国内最早推出老年客群专属服务的商业银

行之一，中信银行深耕十余年，打造了“幸福+”俱乐部

升级版———“幸福1+6”服务体系，目前已在中信银行

官微、手机银行上线，为老年朋友办实事、解难题。

老年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以中信集团为依托，以

中信银行为平台，涵盖资产多元增值、人寿保险保

障，家族传承信托，健康书籍出版等板块，为“幸福+”

俱乐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幸福+财富”以丰富的

本、外币优质理财产品，助力养老金财富保值增值；

“幸福+健康”通过“幸福专线”远程健康顾问服务、

7×24小时家庭医生服务、慢病管理服务等，让老

年人远离疾病威胁；“幸福+学院”，上线2000多种

精品课程，为退休生活添活力；“幸福+优惠”，超

市满减优惠多、贴心好物送到家；“幸福+出游”，

助老年人畅游世界，尽享自然好风光。“幸福+舞

台”以丰富的才艺活动，让老年朋友生活更加多姿

多彩，而本次大赛正是这一板块的重磅活动。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加入中信银行大

家庭。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信银行老

年客户数达1477.52万户，占全行借记卡客户数的

20.53%；老年客户AUM余额达1.24万亿元，占全

行客户AUM余额的54.7%。中信银行正全面构建

高品质的养老生活服务体系，致力于让银发一族

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中银协报告：银行贸易金融应抓住金融科技等发展机遇

混改尘埃落定 天津信托领导团队的新考题
历经了三年的波折， 天津信托混

改一事终于落定， 天津信托日前发布
股权变更公告， 银保监会已批复其股
权变更申请，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实集团”）成为控股股
东。在分析人士看来，上实集团入主有
利于增强天津信托综合实力， 为深度
转型奠定坚实基础， 但可以预见天津
信托大部分原班人马还是会得以保
留， 上实集团首先应梳理解决天津信
托历史遗留问题并整合团队， 否则短
期内很难有所突破。

天津信托近年业绩经营数据一览

●营业收入（亿元） ●净利润（亿元）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营业收入2.19亿元

净利润1.3亿元

2020年上半年（未经审计）

8.43

“最近客人比较多，周末假期客栈的房间几乎爆

满”，“栗山小筑”负责人邹国强告诉记者，虽然因疫情

影响而受挫，但随着各项扶持政策出台，“栗山小筑”在

复工复产路上逐渐重拾动力，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客人。

“我们将做好定时消毒、健康码扫码登记等日常疫情防

护工作，营造消费者舒适安心的休闲娱乐环境。”邹国

强介绍。

伴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和各项支持政

策效应逐步显现，旅游市场也开始重现往日生气。近

日，北京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

下调到三级，越来越多的京郊民宿陆续复工，市民游客

纷至沓来。

作为国有大行首善之区的分支机构，邮储银行北京

分行自年初以来，主动对接服务业企业金融需求，多措并

举，精准发力，采取“一户一策”，坚持“不抽贷”“不断贷”

“不压贷”，通过变更还款计划和还款方式、贷款展期、延

期还款、无还本续贷等方式支持帮助京郊民俗户渡过难

关、恢复经营发展。

“栗山小筑”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三渡河村花台

子，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一条胡同里，五处院落，一片

栗子林。其新潮的住宿环境和良好的服务吸引着大量游

客前来。

“这半年多，所有的一切好像都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按

下了‘暂停键’。”邹国强回忆，2019年底，临近春节，“栗

山小筑”如往年一样，早早地就被预约满。崭新的被褥、整

洁的庭院、可口的农家饭……做好了随时迎客的准备。但

是，疫情改变了这一切。

为迎接喜庆春节，刚挂起来的“大红灯笼”匆匆被摘

下，“栗山小筑”也随之陷入“沉默”。随着时间的流逝，慢

慢地开始有客人要求退款。一方面客流锐减、复产缓慢，

另一方面，水电和人工费用仍要支出，负担加重，原本迎

接节假日销售旺季的“栗山小筑”遭遇“寒流”。

“多亏了邮储银行的大力支持，让我有信心渡过难

关。”邹国强介绍，四五月本应是还贷款本金的时候，就

在一筹莫展之际，他接到邮储银行北京怀柔支行信贷员

打来的电话，告知还款期限延长的手续已经办理成功，让

他安心等待疫情好转，放心经营。

贷款展期、延期还款，对于疫情影响下经营困难的

“栗山小筑”来说，重拾发展的信心。事实上，这并不是邹

国强第一次从邮储银行获得帮助。

经营初期，由于资金有限，原本计划装修五个院落的

经营场地，当时仅装修完成两个便投入运行，因其独特的

设计风格，来此观光休闲的游客络绎不绝，但场地不足严

重限制了“栗山小筑”的接待量，后续装修工作迫在眉睫，

资金缺乏就成为邹国强的棘手问题。

就在邹国强茫然无措时，2018年邮储银行北京怀柔

区支行客户经理送来了“及时雨”。为积极落实北京市委

市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措施，邮储银行北京分

行创新产品推出“美丽乡村贷”业务，并对辖内特色小镇、

文化旅游企业、民俗户、特色民俗等经营实体开展“送贷

上门”乡村旅游金融宣传活动。

在邮储银行北京怀柔区支行80万元贷款资金的帮

助下，邹国强完成了后期经营装修。如今，民俗小院每年

能够接纳3000-5000人，经营规模翻倍，收入利润大幅提

升。邹国强还积极向村民传授经营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发

展民俗旅游业，周边的慕田峪长城、红螺寺、圣泉寺等景

区都吸引了不少游客，渤海镇的民俗旅游业绽放出勃勃

生机。

邮储北京分行“贷”动京郊民宿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