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险资减持地产股不做股东

“截至目前， 公司没有持有碧桂园的股
份。”近期，中国平安一份澄清公告，也透露了
其对碧桂园的减持动作，在6月末，中国平安
对碧桂园持股比例还是5.37%。

实际上， 中国平安减持碧桂园只是险企
逐步退出地产股的一个缩影， 北京商报记者
通过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梳理发现，三季度，
多只地产股均遭到了险资减持， 包括保利发
展、万科A、招商蛇口等。

具体来说，今年4月中旬，泰康人寿计划在
半年时间内减持保利发展， 减持比例不超过保
利发展总股本的1.3%。截至8月10日，泰康人寿
减持保利发展2734.76万股，占总股本的0.23%。

另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梳理发现，万
科A在三季度也遭到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8L-FH002深”
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05L-CT001沪”的减持，两保险
产品分别减持4352.33万股和2.77万股。

险资减持地产股背后， 是对预期发展的
不看好。 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晟表

示， 保险资金对房地产投资有限额要求，在
当前情况下， 整个房地产股市预期并不清
楚，未来的预期也难言向好，对于企业来说，
下行压力较大，这是保险资金减持地产股的
主要原因。

曾经，凭借资金优势，保险企业不仅大手
笔买房、买地做“地主”，还通过持有股票的方
式变身为房企股东， 坐享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红利。并且，估值低、业绩稳健、分红高的地产
股，确实曾让保险资金收益不少，险资与地产
也被称为“天作之合”。不过，当前多家房企陷
入流动性危机，相关谣言层出不穷，被造谣的

保险机构“躺枪”。
除了中国平安发文澄清收购碧桂园的不

实报道，近期，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官网也发布声明称，网传“富德生命人寿60亿
转让金地股权予深投控”为不实信息。

踩雷的险企更是有苦难言， 北京商报记
者注意到， 近期华海财险公布了一则重大投
资损失公告，根据公告信息，华海财险投资1
亿元用于不动产债权投资， 资金用于青岛北
大资源广场项目开发建设及归还信托贷款。
到期后，偿债主体未能按期偿付本金，构成违
约。华海财险表示，对该投资项目已累计计提
减值准备6800万元， 该项投资损失导致公司
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12.51个百分点。

此外，保险资金运用，尤其是保险资金股
权投资情况， 也正面临更严格的监管环境。根
据业内消息， 相关部门正组织开展对各保险
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的股权投资情况
排查工作。 排查目标包括保险公司投资的各
级非保险子公司，以及保险公司、各级非保险
子公司投资的非控制型未上市企业，保险公司
通过私募股权基金控制的各级未上市企业等。

重仓不动产做“房东”

实际上，近几年，地产是险企投资的重点
行业，险资对房地产的投资并非全线收缩，减
持地产股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机会，北京商
报记者注意到， 保险资金将投资标的转向了
不动产项目。

近期，大悦城、万科A、ST世贸陆续发布公
告，宣布旗下公司与保险公司或保险公司旗下

公司达成了资产转让或融资协议，三次交易总
额过百亿。拉长时间线来看，今年以来，险资入
手不动产的数量及规模不断走高，多宗交易达
百亿元。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披露的数据，
今年前三季度以来保险资金正在实际出资阶
段的大额不动产投资计划至少有9个，而这9个
项目的总投资额高达925亿元。

险资加仓不动产投资， 背后是怎样的逻
辑？陈晟表示，不动产投资本身比较“实在”，
作为具化的项目，相应的投资回报比较清晰，
这是险资青睐不动产投资的主要原因。

信达证券分析师王舫朝也表示，2023年
以来险企频频加码不动产项目投资， 首要原
因是不动产投资“长期持续回报”属性较为契
合险企资金长期属性，整体来看，优质的不动
产长期投资有助于险企增加另类投资标的选
择，丰富险企投资组合的投资品种，不动产投
资加码是险企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投资组
合的体现。

中国人寿副总裁刘晖在该公司业绩发布
会上介绍，成熟的商业地产有稳定的现金流，
能够跨越周期实现保值增值，同时抵御通胀、
抵御波动，与其他品种相关性较低，是保险等
长期资金的重要配置品种， 在组合中配置一
定的不动产实物资产有利于保险资金长期获
得稳健回报。

对于险资和地产未来的走向， 鹏元资信
预测， 后续信用风险演变核心逻辑在于居民
信心、预期及购买力的恢复，保险资金投资主
体以高等级央国企地产为主， 后续有望在租
赁性住房领域进一步发挥效能。

北京商报记者 李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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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牛栏山鑫鑫贸易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
北京牛栏山鑫鑫贸易有限公司第六分

公司（91110108MA05HGRY84），向登记注
册机关申请注销。特此公告。

北京牛栏山鑫鑫贸易有限公司第六分
公司（91110108MA05HGRY84），营业执照
正副本、公章丢失。特此公告。

北京牛栏山鑫鑫贸易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
2023年11月14日

注销公告

北京牛栏山鑫鑫贸易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北京牛栏山鑫鑫贸易有限公司第四分公

司（91110113MA0507H41Q），向登记注册机
关申请注销。特此公告。

北京牛栏山鑫鑫贸易有限公司第四分公
司（91110113MA0507H41Q），营业执照正副
本、公章丢失。特此公告。

北京牛栏山鑫鑫贸易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2023年11月14日

11月13日盘前，中国银河证券、中金公司
分别就两家机构将进行合并重组相关传闻进
行澄清。两家机构发布的公告均指出，不存在
筹划两家机构合并重组或其他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此前，监管部门表示将支持头
部证券公司通过业务创新、集团化经营、并购
重组等方式做优做强的消息传出后，有关部分
券商合并的传闻甚嚣尘上，但近日来，已有多
家券商相继表示，并无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

澄清传闻

11月13日盘前，中国银河证券、中金公司
分别发布澄清公告表示，关注到有市场传闻称
两家机构进行合并重组。为避免对社会各界和
投资者造成误导，予以澄清说明。两家机构发
布的相关公告均指出，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
未得到任何来自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或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有关上述传闻的书面
或口头的信息。

此外，中国银河证券表示，经与控股股东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
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央汇金”）确认，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筹划上述传闻或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 公司亦无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同时，中金公司也表示，经与控股股东汇金公
司确认，不存在筹划上述传闻或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亦无任何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信息。

而两大券商澄清的传闻内容，则与近期高
管变动不断，引发市场对两家机构或将合并重
组的猜想有关。10月22日， 银河证券发布公告
称，公司董事长陈亮因工作安排辞去公司董事
长等相关职务。同日，中金公司发布公告称，公
司董事长沈如军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董事长
等职务。同日，中金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陈亮
为第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并选举其担
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

从经营情况来看， 最新发布的三季报数据
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 中金公司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08亿元， 同比减少
23.36%。同期，中国银河证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66.03亿元，同比增长2.53%。

暂无计划

回顾此前，11月3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
证监会将支持头部证券公司通过业务创新、集
团化经营、并购重组等方式做优做强，打造一
流的投资银行，发挥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和维
护金融稳定压舱石的重要作用。

而今年10月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指出，
要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发展多元化
股权融资，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一流
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
展。完善机构定位，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
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
融稳定的压舱石。

在上述消息发布后， 部分被市场猜想有较
强并购重组预期的券商股大涨。市场中也流传着
多版本可能合并的券商派系梳理。例如，同花顺
发布的可能合并券商列表就指出， 中国银河、中
金公司、申万宏源3家汇金系券商或有望合并。

对此，有投资者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向
申万宏源董秘提问，“贵公司、中金公司、中国银
河同属中国汇金旗下。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
要培育一流投行，随后证监会表示，支持头部券
商通过业务创新、并购重组等方式做优做强。请
问贵公司、中金公司、中国银河有可能合并吗”。
而申万宏源对此回应表示， 公司严格遵照信息
披露管理规定，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信息。

在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看来，
若头部券商实现合并，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
体实力和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降低成本，提
高效率。另一方面，合并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
面影响，比如文化融合难题、组织架构调整等。

任重道远

事实上，早在2019年，中国证监会就曾表
示“支持打造航母级头部券商”。而从证券公司
行业情况来看， 机构合并重组也并不罕见。从
大型证券机构的合并情况来看，则可追溯到多
年以前。1995年， 万国证券与申银证券改组为
申银万国；1999年初，国泰证券合并君安证券，
成立国泰君安证券；2006年， 华泰证券收购联
合证券70%股权后， 将其改名为华泰联合证
券；2014年，申银万国与宏源证券合并，改名申
万宏源；2019年，中信证券宣布收购广州证券。

若将时间拉至近年来看，虽偶有券商合并
的消息传出， 却也不乏合并失败的情况。2020
年， 国联证券宣布筹划吸收合并国金证券，成
为A股首桩上市券商拟合并案例，并被市场称
为券业上演“蛇吞象”，但随后因交易相关方未
能就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意见，两家券商合并事
项告吹。此外，2021年，西部证券、东兴证券也
拟收购新时代证券股权，但后续因缺乏必要资
料、未达成一致条件等情况，两家机构相继宣
布退出收购新时代证券。

从近年行业发展情况来看，与海外投行机
构相比，国内尚未有“航母级头部券商”诞生，
从年度营收净利来看，仅有中信证券领先于其
余机构。不过，今年9月，中信证券总经理杨明
辉也公开表示公司与国际一流投行的差距，并
从规模体量相差较大、 国际业务占比较低、资
产负债经营能力受限等几方面进行说明。其中
提到，2023年上半年， 高盛总资产规模是中信
证券的7.6倍，净资产是中信证券的3.2倍，营业
收入是中信证券的5.2倍， 净利润是中信证券
的2.7倍。此外，中信证券境外业务收入占比仅
为15%左右，与高盛、摩根士丹利等30%-40%
的国际收入还有一定差距。

柏文喜认为，国内券商要想进一步做大，需
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提升自身品
牌知名度和业务实力； 二是加强创新能力和研
发水平；三是拓展海外市场和业务范围；四是加
强人才引进和培养。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媛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宇阳 郝彦）
“0折”产品再现。11月13日，明亚基金
发布公告表示，决定自11月13日起开
启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
活动，相关费率低至0折。同日，兴证
资管同样对旗下部分产品打出0折优
惠。若拉长时间至11月以来，共有7家
公募从直销渠道对旗下部分产品认/
申购费率打折，折扣力度不等。有业
内人士表示， 认/申购费率优惠可以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购买基金， 不过，
对于投资者而言，基金长期表现和投
资价值才是更重要的考虑因素。

11月13日，明亚基金发布公告表
示，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
需求，明亚基金决定自11月13日起在
公司直销柜台和网上交易系统开展
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
惠活动。

具体来看，投资者通过上述提及
渠道申购明亚价值长青混合A、 明亚
中证1000指数增强A、明亚久安90天
持有期债券A时，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费率为原费率的0折。优惠活动自
2023年11月13日起至2024年2月13
日止。

值得一提的是，同日，另一基金管
理人兴证资管也发布相关公告表示，
自11月9日至17日，投资者通过公司直
销柜台申购兴证资管金麒麟兴睿优
选一年持有期混合集合资管计划A
类份额，申购费率在原申购费率的基
础上实施0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为固
定费用的同时实施0折优惠。

若拉长时间至11月以来，仅从直
销渠道看，含前述情况在内，长城基
金、华商基金、东方红资管等7家公募
纷纷公布对旗下基金认/申购费率优
惠的公告。 其中， 长城基金明确自
2023年11月10日起至2024年11月10
日， 在线上直销系统进行费率优惠，

以银行借记卡在线支付方式认/申购
（含定投）旗下基金，享受认/申购费
率4折优惠。东方红资管则自11月3日
对东方红3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D
开展认购费率优惠活动，赎回转认购
基金时，优惠费率按照原认购费率的
1%执行。

在上述公告中， 各家公募均表
示，降费是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
的理财需求。在公募市场分析人士看
来，申购费率打折甚至是0折，对基金
销售的拉动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降
低费率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购买
基金，特别是对于费率较高的基金来
说，打折可以增加其竞争力，提高投
资者的购买意愿。此外，对于一些投
资者而言，费率降低也可以减少其投
资成本，进一步刺激投资者投资基金
的兴趣。

该公募市场分析人士同时指出，
公募打0折可能是为了吸引更多投资
者， 特别是对费率敏感的投资者，通
过降低费率来提高基金的市场竞争
力；其次，也可能是为了应对市场竞
争的压力， 通过降低费率来保持或
增加基金的销售份额；最后，也有可
能与监管要求或政策导向有关，例
如鼓励投资者增加长期投资等，在
这一情况下，降低费率可能是一种激
励措施。

财经评论员郭施亮则表示，从基
金公司角度出发，采取“0折”申购费
率优惠， 或意在刺激基民投资热情，
提升基金管理规模水平。但是，从投
资角度出发，对于投资者而言，基金
长期表现和投资价值才是更重要的
考虑因素。 不能只看基金申购费率，
还需要看基金管理能力、资产配置水
平以及基金公司自身的实力等。公募
也要认识到做好净值管理的重要性，
提升基民投资回报预期。

“聪明的长线资金” 正流露出地产投资策略的新变化：

收缩地产股投资。近日，中国平安发布澄清公告表示，截至

目前，公司没有持有碧桂园的股份。在6月末，中国平安对碧

桂园持股比例为5.37%。 中国平安对碧桂园的减持并非个

例，11月13日，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梳

理发现，今年三季度，保利发展、万科A、招商蛇口等地产股

均被险资减持。险资撤离房地产释放了哪些信号？地产与险

资这对“天作之合”，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被减持对象 减持方

万科A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利发展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蛇口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险
资
不
做
股
东

险
资
做
﹃
房
东
﹄

最终投资对象 投资方

中粮·置地广场项目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208号

中邮人寿

综合商业及商用综合体开发项目（珠海）
国寿星湾（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寿启航壹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万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动产
债券计划（万科A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