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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华夏理
财、交银理财、盛京银行、宁银理财等多家银
行及理财公司近期宣布提前终止部分理财产
品。

“提前终止”是银行及理财公司在积极适
应“真净值”所呈现的新市场特征，但也造成
了部分投资者对机构产生不信任情绪。“提前
终止产品能够帮投资者及时止损，避免后续
更大伤害，有利于保护投资者权益；理财公司
可为投资者选择更稳健的替代产品，创造更
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一位银行理财人士告
诉记者。

部分理财产品提前终止

今年3月，多家银行及理财公司宣布提前
终止部分理财产品。华夏理财拟定于3月21
日提前终止“华夏理财ESG混合偏债型一年
定开理财产品2号”，22日提前终止“华夏理财
权益打新一年定开理财产品1号”，并在产品
最后开放期内，不再接受新的申购申请。

交银理财发布公告称，根据市场及投资
运作情况，公司于3月16日提前终止“稳享精
选资产1年定开202201理财产品”，该产品成
立已一年有余，业绩比较基准4.10%。

“投资者可在最后一个开放期提交赎回
申请，公司将按理财产品合同约定确认办理；
若未提交赎回申请，投资者持有的理财产品
将在提前终止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进行产品
终止确认，清算份额净值为产品提前终止日
的产品份额净值。”交行理财经理告诉记者。

盛京银行宣布，公司于3月9日提前终止
“盛京银行添益系列理财产品六个月定开67
期”理财产品，并按照提前终止日前一工作日
的产品净值兑付客户持有的理财产品份额。

记者注意到，宁银理财“皎月积极进取挂
钩型开放式理财”33 号和 35 号两款理财产
品，原定产品到期日分别为2026年12月9日、
2026 年12 月16 日，现分别于今年3月9日、3
月16日提前到期。

为何提前终止产品

记者梳理发现，对于近期多款理财产品
提前“退场”的情况，部分银行及理财公司给
出了“为最大程度保障投资者利益”“据市场
及投资运作情况”“为保障消费者利益”“避免
造成投资损失”等解释。

“部分理财产品提前终止，更多是因为产
品运营过程中存在问题。”光大银行金融市场
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分析称，部分产品受市
场影响，净值波动加大，少数业绩欠佳的产品
因赎回等因素导致产品规模收缩，可能引发
机构提前终止少数产品的运行。

“当市场表现不及预期时，为保护投资者
权益，机构提前终止理财产品，不失为一种好
的选择；同时机构也可以减轻业绩压力和管
理规模压力，优化产品布局。”内蒙古银行研
究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告诉记者。

此外，也有银行理财人士向记者透露，参
照行业情况，针对部分净值波动较大，客户投
诉较多，而且银行的分支行抵触较多的产品，
银行方面会考虑提前终止运作。

受“业绩未达标”等影响，银行理财业务
投诉量较高。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
布的《关于2022年第四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
情况的通报》显示，2022年四季度涉及理财类
业务投诉4476件，占投诉总量的6.4%，是银行
业务投诉的重点。

理性看待“提前终止”

“真净值”对银行理财机构及投资者而
言，都是“去伪存真”的改变。投资者应理性
应对理财产品净值波动，银行及理财公司更
应提前做好产品布局、进一步提升投研能力。

“随着净值化转型的逐步推进，产品提前
终止的情况还会出现。”普益标准研究员王丽
婷告诉记者，产品的净值随市场行情波动，投
资者将会灵活调整投资资金，影响产品管理
规模；综合考虑客户诉求、经营成本和投资收
益等方面，业绩表现不佳、净值波动大、管理
规模小的产品提前终止属于正常现象。

投资者应树立正确投资理念，理性看待
净值波动、理财产品“提前终止”。一般而言，
由于净值波动较大导致产品收益率未达到投
资者预期收益目标，若机构坚持继续运作下
去将无法保障投资者利益，甚至造成投资者
本金损失。

“理财产品提前终止有利于投资者及时
止损，有利于机构节省精力打造拳头和绩优
产品，同时协助投资者重新进行资金规划，以
进一步贴合客户需求。”普益标准研究员黄诗
慧称。

银行理财公司除提前终止产品外，更应
从根本上“下手”，提高主动管理能力，尤其是
投研水平，方能真正应对净值波动。

“长期来看，伴随理财公司和理财业务规
范化发展，产品谱系更加丰富，投资者对‘固
收+’和权益类产品的需求不断提升。”上海金
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银行理财公
司须根据自身业务布局，不断建设、完善投研
能力，提高对市场信息和动态的反应能力。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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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托业协会日前发布《2022年度中国信托
业发展评析》（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2年四季
度，信托资产规模呈回升趋势，转型成效明显。资产
来源结构、资产功能结构、资金投向结构持续优化，
标品信托、股权投资信托等业务迎来新的发展空
间。不过，创新转型步入深水区，信托行业营收压力
加大，持续盈利能力面临考验，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同比降幅均达30%以上。

业内人士认为，信托业应坚守受托人定位，回归
信托本源，围绕新业务分类方向，积极探索业务转
型，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盈利承压

2022年四季度，信托行业营收压力加大，持续盈
利能力面临考验。从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来看，
截至 2022 年四季度末，信托业累计实现经营收入
838.79 亿元，同比下降369.20 亿元，降幅为30.56%。
在前两季度同比降幅持续收窄的情况下，四季度末
累计经营收入同比降幅较 2022 年一季度扩大 2.31
个百分点，行业持续面临经营压力。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所长翟立宏认
为，经营收入下降的原因在于固有业务和信托业务
收入不同程度下滑。其中，投资收益大幅下降尤为
明显。

“投资收益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2022年股市波
动较大，叠加年尾债市深度调整，导致信托公司公开
市场证券投资收益和金融机构股权投资的分红收益
下降明显。”翟立宏表示。

此外，截至 2022 年四季度末，信托业累计实现

利润总额362.43亿元，同比下降39.76%。分季度利
润看，2022 年 4 个季度利润分别为 123.84 亿元、
156.37亿元、102.79亿元、-20.58亿元。

业内人士分析，利润呈现负增长的原因主要来
自信托业务收入的大幅下滑和投资收益的持续缩
水。另外，近年来信托行业正步入创新转型深水区，
新旧动能转换阶段系统建设和团队人员配置的成本
费用明显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净利润水平。

转型成效显著

报告显示，2022年四季度，信托资产规模呈回升
趋势，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信托
资产规模为21.14万亿元，同比增长5893.44亿元，增
幅为2.87%。

行业资产来源结构进一步优化，信托资产结构
整体呈现“两升一降”趋势，集合资金信托持续上升，
管理财产信托实现规模增长，而以通道类业务为主
的单一资金信托则持续压降。

从信托资产功能分布来看，行业资产功能结构
亦处于转型调整之中。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作为
信托业重点转型领域的投资类信托，同比增幅为
9.20%；监管部门要求压降的融资类信托规模同比降
幅为 14.10%。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同比增幅为
3.68%，但相较于2017年四季度峰值，事务管理类信
托降幅达到43.90%，通道类业务压降成果较为显著。

资金投向结构持续调整，投向工商企业、基础产
业、房地产等传统信托业务领域资金规模和占比进
一步下滑。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投向房
地产的资金信托余额为1.22万亿元，同比下降30.52%；
房地产信托占比为8.14%，同比下降3.60个百分点。

翟立宏表示，受房地产风险事件影响，2022年末
投向房地产的信托资金下降。但在政策的持续推动
下，房地产市场开始趋稳，2022年4季度的房地产信
托资金环比降幅有所收窄，房地产信托风险将稳步
缓释。

此外，投向证券市场、金融机构的资金规模和占
比持续提升。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投
向证券市场的信托资金余额同比增幅29.84%；证券
市场信托资金的占比在2022年四季度末升至峰值，
为28.99%。现阶段，做大做强做优证券市场类信托
业务已基本成为行业转型共识，资金配置由非标类
资产向标准化资产转移的趋势进一步凸显。

回归信托本源

展望未来，业内人士认为，信托业应坚守受托人
定位，回归信托本源，积极践行服务实体经济、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的社会责任。下阶段在监管引导下，
信托公司应围绕新业务分类方向，积极探索业务转
型，防范化解风险，坚守风险合规底线。

翟立宏表示，信托业务“新分类”进一步明确细
分小项，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托业务分类维度多
元、交叉混合的问题。对于信托公司而言，“新分类”
的业务分类逻辑将进一步加速团队的专业化分工，
进而重塑整个信托公司的组织架构和制度文化，为
信托公司长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翟立宏认为，未来我国信托业服务实体经济应
呈现差异化、专业化和精品化趋势，信托公司应通过
加快标品信托、财富管理等业务创新，进一步聚焦于
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痛点，以多元化资金给予实
体企业全方位支持。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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