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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专项债发行提速 中小银行“求钱若渴”

资管新规颁布逾三年 信托资产规模首现环比回升

北京商报2021.8.19

合计规模达1188亿元

今年以来，地方专项债发行提速，8月18

日，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现已有12个

地区披露了中小银行专项债的发行情况，合

计发行规模达1188亿元。其中，内蒙古自治

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发行次数最多。

具体来看，内蒙古自治区共发行了4期专

项债，合计总额达162亿元；广西壮族自治区

共发行了3期专项债，合计额度118亿元。山西

省、黑龙江省、四川省、广东省、辽宁省、天津

市、江西省、浙江省、福建省、陕西省发行规模

分别为153亿元、123亿元、114亿元、100亿

元、100亿元、93亿元、79亿元、50亿元、50亿

元、46亿元。

分时间段来看，2020年，广东省、山西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

五省份共计发行了506亿元中小银行专项

债。2021年上半年仅有四川省、辽宁省发行

了214亿元专项债，用于补充省内中小银行

资本金。今年下半年则呈现提速态势，截至

目前，已有黑龙江省、福建省、内蒙古自治

区、天津市、陕西省、江西省等地先后披露了

中小银行可转债发行情况，发行规模共计

468亿元。

最新披露发行中小银行专项债的是江西

省。根据中国债券信息网8月17日披露的文

件，江西省拟发行79亿元专项债，用于补充省

内江西银行、九江银行、赣州银行、上饶银行4

家城商行资本金，这4家银行各获得39亿元、

20亿元、10亿元、10亿元的额度。

对下半年地方专项债发行提速的原因，

光大银行分析师周茂华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下半年中小银行专项债密集发

行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今年地方政府专项

债发行较往年有所后置；二是部分中小银行

补充资本压力较大；三是各地专项债补充银

行资本的模式更加成熟。

中小银行通过地方专项债补充资本是在

相关部门支持下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的新方

式。2020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

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中安排一定

额度，允许地方政府依法依规通过认购可转

债等方式，探索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

新途径。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此前的要求，2020

年11月，财政部下达新增专项债额度2000亿

元，用于支持18个省份的中小银行补充资本。

今年7月27日，银保监会召开的全系统2021年

年中工作座谈会披露了发行专项债的最新进

展，截至目前，已累计批复16个省份1807亿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补充资本方案。

周茂华进一步指出，当前，部分中小银行

尤其是非上市的一些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压力

依然较大，通过专项债补充资本，有助于提升

抗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尤其是推

动中小银行聚焦小微民营企业服务；同时有

助于拓展地方政府专项债使用范围。

需提升经营及自身造血能力

在资本承压之下，仅靠利率留存的方式

补充资本不足以支撑其良好的运营和发展，

地方专项债已成为上述中小银行补充资本的

新方式。不过，从过往获得专项债补充资本的

银行类型看，像江西银行、九江银行这样的上

市银行较为少见，获得专项债补充资本的多

为非上市的地方中小银行，例如农商行、城商

行、农信社等。

从注资方式来看，中小银行专项债主要

有转股协议存款和地方国资平台间接入股两

种方式。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采取认购

转股协议存款模式的省份有广西壮族自治

区、福建省、天津市、四川省、江西省、内蒙古

自治区；广东省、山西省、浙江省、辽宁省等地

方采取国资平台间接入股的方式完成注资；

而黑龙江省、陕西省则综合使用了上述两种

方式。

以陕西省为例，8月16日，该省披露将发

行46亿元专项债，主要用于省内20家县级农

村信用社和秦农农商行补充资本，其中20家

县级农村信用社补充资本的方式为阶段性持

股，秦农农商行则通过认购可转股协议存款

的方式补充资本。

“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各地需要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方式”，周茂华分析

称，地方政府通过国资平台将地方省政府募

集资金以增资扩股方式向中小银行注资，补

充核心一级资本金，由省平台公司负责资金

管理运作职能，这种方式对省平台的经营运

作水平提出高要求，同时，这种市场化方式，

也要求平台公司不能随意干扰银行经营决

策。而通过转股协议存款方式，则可以直接补

充核心一级资本金，有助于提升银行监管指

标质量，补充资本门槛相对低，业务流程相对

简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融资成本较

高、银行与地方政府沟通成本相对较高、转股

定价存在约束等。

地方专项债发行的提速从侧面反映出中

小银行对资本补充的渴望，但正如周茂华所

言，“对于部分中小银行来说，需要拓宽补充

资本金渠道，选择合适的补充资本工具，但从

长远发展看，未来还是要提升经营能力和自

身造血能力”。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李海颜

资产规模回升至20.64万亿元

“资管新规”发布以来，信托行业进入

艰难转型阶段，信托资产规模从2017年四

季度末的高点持续滑落。如今，随着“资管

新规”过渡期临近结束，信托资产规模渐趋

平稳，并在2021年二季度首次出现回升。

来自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信托资产规模为

20.64万亿元，与2020年二季度末相比，同

比下降0.64万亿元，降幅为3.02%；与2021

年一季度末相比，环比增加0.26万亿元，增

幅为1.28%。

谈及信托行业资产规模首现环比回升

的原因，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体现了监管政

策执行卓有成效，通道业务继续大幅压缩，

财产权信托大幅增加，主动管理类业务稳

步提升，信托行业也迎来了久违的规模增

长，信托行业支持实业发展的态势依旧，预

计后续数年都还有提升空间。

资产规模出现回升，信托全行业盈利

空间也得到进一步修复。截至2021年二季

度末，信托公司实现经营收入602.31亿元，

同比增长9.41%。二季度信托公司利润增

长进一步提速。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信

托公司累计利润为395.86亿元，同比增长

16.08%，增速较一季度提高7.36个百分点。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所长

翟立宏分析称，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加强，中

国经济运行逐步回到正轨。疫情对信托公

司的负面冲击得以减弱，全行业经营收入

和利润同步增长。信托公司营业成本有所

压缩，经营质效有所提高，转型调整初现

成效。

融资类信托占比降至20.02%

“资管新规”实施后，逐步压降融资类信

托成为行业的长期目标，自2020年三季度以

来，融资类信托规模就开始连续下滑。截至

2021年二季度末，融资类信托规模降至4.13

万亿元，同比大幅下降35.92%，环比下降

7.24%；融资类信托占比降至20.02%，同比降

低10.27个百分点，环比降低1.84个百分点。

同时，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定位下，监

管对房地产行业的管控持续加码，融资条

件也不断收紧，投向房地产的资金信托持

续下滑。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投向房地产

业的资金信托余额为2.08万亿元，同比下降

16.94%，环比下降4.39%；房地产业信托占

比降至13.01%，同比降低1.16个百分点，环

比降低0.6个百分点。

翟立宏指出，房地产行业调控升级有

助于防范金融资源过度集中，避免由此带

来的资源浪费和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同

时，房地产信托业务规模和占比的压降，

有助于信托公司积极推动业务转型，将更

多资金投入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领域，更

好地发挥信托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职能。

值得关注的是，在历史风险加速出清

的背景下，信托实收资本和信托赔偿准备

均出现较明显的增长。截至2021年二季度

末，实收资本为3153.99亿元，同比增长

10.78%，环比增长0.39%；实收资本占比为

45.54%，同比上升1.69个百分点，环比降低

0.48个百分点。

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信托赔偿准备

为329.66亿元，同比增长11.37%，环比增长

1.65%；信托赔偿准备占比为4.76%，同比、

环比分别小幅上升0.2个和0.01个百分点。

“在部分信托公司集中暴露消化前期

信托项目风险积累的背景下，信托赔偿准

备的增加有助于提高信托公司的风险应对

能力。”翟立宏说道。

资金投向结构进一步优化

如今，信托业转型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不符合监管要求的通道业务持续压缩，非

标投资明显减少，资金投向不断优化。从

中国信托业协会披露的数据可以看出，标

品信托产品正在成为信托行业主要增长点

之一。

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投向证券市场

的资金信托余额为2.8万亿元，同比增长

35.39%，环比增长15.17%；证券市场信托占

比升至17.52%，同比上升5.82个百分点，环

比上升2.31个百分点。

其中，投向股票、债券和基金的规模分

别为0.65万亿元、1.91万亿元和0.24万亿元，

同比增长分别为13.07%、51.83%和2.24%，

各自的占比分别为4.09%、11.94%和1.5%。

在廖鹤凯看来，证券市场是信托标准化

投向的重点领域，这两年相关业务得到了

行业各家信托公司重点的支持，特别是非

标转标业务成效显著，债券投放大幅增

加。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深入发展，证券

投资领域业务规模还会得到更大的关注与

支撑。

不过，对标品信托产品的转型，多位信

托公司人士此前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时直言，“压力大、产品架构还有待考量”。部

分信托公司人士指出，“当前，信托公司依旧

面临较大的压降非标资产规模的压力，并

且新的创收能力较强的业务模式仍有待培

育。信托公司长期以来擅长非标业务，但在

标品业务方面经验不足”。

正如翟立宏所言，信托公司发展标准

化信托需以资金端需求为导向，根据客户

的不同特征和不同需求创设个性化的金

融产品和服务。同时，信托公司在短期可

以集中精力开发资产配置模式，稳步发展

底层标的资产的自主投研实力，为长期覆

盖全方位资产类别的投资运作能力打好

基础。

北京商报记者 宋亦桐

“资管新规”发布至今已超过三年的时间，信托行业的业务转型已取得一定成效。8月18日，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了《2021

年二季度末信托公司主要业务数据》，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临近结束，信托行业资产规模渐趋平稳，并在2021年二季度首

次环比出现回升。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信托资产规模为20.64万亿元，环比增加0.26万亿元，增幅为1.28%。同时，

在强监管之下，信托行业融资类与通道业务继续压缩，房地产信托规模得到有力管控，资金投向不断优化，支持实体经济的

力度也不断增强。

近年来信托公司受托资产规模数据一览

数据来源：中国信托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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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资本补充压力， 地方中小银

行专项债发行动作频频。8月18日， 北京

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已有包括

广东省、山西省、浙江省、四川省、辽宁

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内

的12个地区陆续披露了中小银行专项债

发行情况，合计发行规模达1188亿元。地

方专项债发行的提速从侧面反映出中小

银行对资本补充的渴望， 但从长远发展

来看， 努力提升自身经营能力和造血能

力才是中小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

2020年至今

各省中小银行专项债

发行情况汇总表

时间段 公告披露时间 省份 专项债额度

2020年 2020年12月8日 广东省 100亿元

2020年12月16日 山西省 153亿元

2020年12月18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 118亿元

2020年12月18日 浙江省 50亿元

2020年12月29日 内蒙古自治区 85亿元

2021年 2021年3月2日 四川省 114亿元

2021年5月1日 辽宁省 100亿元

2021年 2021年6月9日 福建省 50亿元

2021年8月6日 天津市 93亿元

2021年8月9日 内蒙古自治区 77亿元

2021年8月16日 陕西省 46亿元

2021年8月17日 江西省 79亿元

下半年至今

上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