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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一天早上，中国农业银行凤台县支行营业部一开门，早早等候在门
前的男子神色匆忙地走进大厅，经营业部大堂工作人员上前询问后得知，其父
亲摔伤腰椎，现正在淮南东方医院集团凤凰医院卧床接受治疗，其务工的单位
需将工资待遇及赔偿金转账至个人银行账户，现急需开户。

据该男子反映，自己手中既没有办卡所需的证明，其父亲本人也无法到达
现场进行办理，已经跑了好几家银行都被拒办。得知该情况后，营业部工作人

员向该男子详细说明办理银行卡开户委托相关事宜，并将网点联系方式告知客
户方便随时联系。

该男子离开后，按照工作人员指导，先拿病历及办卡申请到村镇开具亲属
关系证明，再带着其父亲签字的委托书和相关身份证明材料到银行柜台开
卡。事后该男子心情十分激动，表示多亏农行工作人员耐心而仔细地指导，才
能顺利开卡，对淮南农行的贴心服务表示感谢。 本报通讯员 赵雨雨

点滴小事耐心做 贴心服务暖民心

截至目前，1月份以来同业存单的发行规模已超过3000亿元，发行同业存
单的银行超过100家，较2022年同期明显增多，发行利率较上月略有下降。业
内人士认为，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下降与近期流动性较为宽裕有关。展望后市，
预计同业存单供需有望走强。

发行超600只
截至1月12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Wind数据显示，1月以来，已有交

通银行、邮储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在内的100多家银行发行超
过600只同业存单，合计发行规模超过3000亿元。和2022年同期相比，发行同
业存单的银行数量明显增加，2022年同期发行同业存单的银行不足百家。

从期限结构来看，1月份以来，期限为3个月的同业存单发行量最大，超过
1000亿元，占比超过30%。期限为1个月的同业存单发行量紧随其后，占比接
近30%。1年期的同业存单发行规模超过700亿元，占比超过20%。

从发行主体上看，城商行、股份行相较于国有行、农商行发行规模更大。
Wind数据显示，1月以来，城商行以超过1000亿元的发行规模居首，紧随其后
的是股份行，两者合计占总发行规模的一半以上。银行方面，交通银行、邮储
银行、兴业银行、上海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发行规模均已超过百亿元。

此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官网显示，1月份以来，已有南京银行、成
都银行、天津银行、长沙银行等多家银行相继披露2023年同业存单备案发行额
度，部分银行的备案发行额度较去年持平或略有上升。

发行利率下降
和2022年末相比，2023年以来的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有所下降。Wind数据

显示，1月份以来，同业存单的平均发行利率为2.39%，较2022年12月的2.57%
有所下滑。

业内人士认为，这与流动性有密切关系。东海证券分析师王鸿行表示，元
旦节后流动性较为宽裕，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明显下降。

从公开市场来看，近日，央行启动14天期逆回购呵护节前资金面。1月11
日，央行开展6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22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当日有160
亿元逆回购到期，净投放710亿元。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金融组研究员叶倩宁表示，央行公开市场操
作重启14天期逆回购，整体操作规模放量，银行间资金面有所改善。

业内人士预计，流动性有望继续保持宽松。叶倩宁认为，预计随着央行调
控力度的加大，资金面会进一步回暖。展望同业存单利率走势，中泰证券首席
固收分析师周岳认为，考虑到短期内央行货币调控有望维持温和态势，而同业

存单供给压力有限，同时需求端存在改善预期，短期内1年期存单利率有望在
2.5%附近震荡，且存在下行空间。

补充负债资金来源
作为银行主动负债管理工具之一，银行发行同业存单，主要是出于补充负

债资金来源，配合资产规模扩张；监管指标调节优化，应对流动性考核；利率择
时获取收益，缓解成本端压力等目的。

比如，平安银行在2023年同业存单发行计划中表示，同业存单有利于改善
流动性匹配率和流动性覆盖率等指标，是更好的负债管理工具和流动性管理
工具。该行预计同业负债配置重心将继续从线下向线上转移，同业存单发行
是为在总体同业负债规划下，实现该行线上和线下同业存款的比例调整。

展望后续，德邦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徐亮认为，预计1月的同业存单
供需将继续上升。从供需来看，同业存单净融资量2022年11月和2022年10
月基本持平，2022年12月回升明显。而需求端如同业存单基金、货币市场基
金近期的增幅回暖，2022年11月中旬以来的赎回潮接近结束，预计1月同业存
单承接上的压力相比2022年11月和12月可能有所缓解，同业存单供需两个方
向均有望走强。

有业内人士认为，同业存单的到期量将会影响其发行量。中泰证券金融
行业研究员邓美君表示，就非上市银行同业存单到期时间分布粗略估计，2023
年3月或存在一波到期高峰，届时预计将会有密集发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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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热度延续 银行同业存单供需有望走强

当前，努力促进房地产与金融正常循环是金融部门的工作重点之一。记
者日前了解到，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
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有关部门起草了《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计
划行动方案》，拟重点推进21项工作任务，引导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回归安全
区间，推动行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着力改善优质房企经营性现金流
坚决阻断风险传染，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需要从供需两端

发力。为防止风险从出险房企向优质房企扩散，综合施策改善优质房企经
营性和融资性现金流，有关部门起草了行动方案，并将于近期推动尽快落
地。

记者了解到，该方案按照稳当前也利长远的思路，通过短期针对性措施
和中长期制度性安排，围绕“资产激活”“负债接续”“权益补充”“预期提升”四
个方面，重点推进21项工作任务。

在“资产激活”行动中，通过优化政策激活合理需求，加大保交楼力度，稳
定房地产销售，压实企业瘦身自救责任，支持优质房企通过并购提升资产质
量，着力改善经营性现金流。

保交楼是金融部门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加快新增
1500亿元保交楼专项借款投放、设立2000亿元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加大保
交楼专项借款配套融资力度、强化保交楼司法保障……一系列围绕“保交楼、
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安排将在近期加速推进。

工作任务中还包括设立全国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项再贷款，支持其市
场化参与行业重组并购，加快风险出清。在推动住房租赁市场建设方面，金

融部门近期也将出台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相关文件，并设立1000亿
元住房租赁贷款支持计划，支持部分城市试点市场化批量收购存量住房，扩
大租赁住房供给。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随着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的落地
实施，优质房企现金流得到更强保障，保交楼稳步推进，风险将趋于收敛。经
过风险出清，行业将逐渐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多渠道稳定优质房企融资
记者了解到，在风险可控和保障债权安全的前提下，金融部门将从存量

和增量入手，加大贷款、债券、资管等多渠道融资支持力度，保持优质房企融
资性现金流稳定。

根据行动方案，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门将鼓励金融机构与优质房企自主
协商，推动存量融资合理展期；加大信贷、债券等新增融资支持力度；研究银
行向优质房企集团提供贷款，合理满足集团层面流动资金需求；支持境外债
务依法偿付，提供外汇管理等政策支持。

要进一步降低优质房企财务杠杆、提升抗风险能力，需引导房企运用好
股权融资。行动方案特别提出了“权益补充行动”，支持优质房企充实资本。
一方面，支持股权融资，调整优化并购重组、再融资等5项房企股权融资措施；
另一方面，发展公司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培育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主
体，加快住房租赁市场建设。

专家表示，进一步稳定和拓宽优质房企融资渠道，促进房企信用修复，有
利于引导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回归安全区间，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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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部门开年推出新方案 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