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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四家中资行
离岸业务账户5606个

9月29日，上海自贸试验区即将
迎来三周岁的生日。根据上海银监
局最新发布的数据，目前自贸区银行
业运行平稳，自贸业务热点较为集
中，跨境贷款、FT项下总资产和总负
债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截至今年7
月末，自贸区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
量共计464家，其中分行级及以上机
构数量164家，法人机构和分行级机
构在全辖区占比分别为69%、63%，区
内机构存、贷款在全辖区占比分别为
77%、76%。跨境汇票、信用证及金融
衍生品交易等表外业务和金融市场
交易业务亦积极发展，国际版黄金交
易、跨境同业存单、跨境理财等诸多
业务也有序开展。

上海银监局同时表示，其率先推
进中资商业银行离岸业务经营授权
制度创新。首次允许四家已具有离
岸业务资格的中资商业银行授权其
自贸区内的分行开展离岸业务。截
至今年6月末，四家中资商业银行的
区内分行的离岸银行离岸账户数、
总资产和本年累计国际结算量分别
为5606个、28.54亿美元和120.32亿
美元。

政策改革红利
拓宽沪上银行业服务功能

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政策红利，让
沪上多家银行从服务功能和业务空
间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同时也
丰富了其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
上海银行统计显示，截至今年 8 月
末，其累计为企业搭建26个跨境人
民币资金池，涉及制造业、商贸、文
化传媒、互联网科技类公司等。自
贸区人民币双向现金池1至8月累
计跨境资金流动超过89亿元，流入
流出金额基本平衡。有近25%的人
民币双向现金池是为在区内有机构
的外地企业集团搭建，也显示出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集聚效应”。此
外，自金交所国际板开业以来，上海

银行主板会员和国际板会员累计国
际板黄金交易154.37吨，交易总金
额378.42亿元。

浦发银行则全纬度地参与了上
海自贸区创新业务首发，连续六次
入围上海市金融办组织的自贸区金
融创新案例，在全部65个创新案例
中贡献了10个，包括FT跨境电票、
FT境外银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
池、跨境联动银租保、互联网企业经
常项下集中收付、大宗商品现货交
易市场一站式金融服务、FT跨境电
票等。

从“引进来”扩展到“走出去”的
金融服务功能上，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结合市场的变化，在FTN境外融资的
基础上，创新帮助企业尝试境外发行
REITs，协助企业实施“轻资产”战略，
增强资产流动性；创新境外转贷款模
式，通过境外筹资+FT转贷方式，支
持企业境外投资和并购。最新数据
显示，建行已成功办理了近20个“走
出去”项目，累计金额超20亿美元。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则搭建了首个
跨境资金池、签约了首批第三方支付
机构跨境支付业务、办理了首笔市场
化基准利率定价贷款、发行了分账核
算单元首款资产管理理财产品，发行
并投资了首期自贸区同业大额CD，创
造了在全国金融业“独一份”的20多
项创新业务。

下阶段任务
将完善银行业监管体系建设

对于未来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发
展方向，上海银监局表示，下阶段将进
一步改进和加强银行业监管制度创新
与供给，完善相对独立的自贸区银行
业监管体系建设。围绕跨境业务和非
居民业务发展需要，研究支持自贸区
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一揽子措
施。同时，围绕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
中心建设需要，继续支持和推动中国
信托登记有限公司等行业性功能平
台、各类科技金融服务机构、商业银行
专营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著名
国际银行业机构等落户上海。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未来，只有证券账户资
产在30万元以上的投资者，才可以
购买分级基金。沪深交易所近期发
布了《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征求
意见稿）》，其中提高了分级基金二级
市场参与者门槛，加强了投资者警
示、教育等方面的规定，标志着分级
基金正式被划归为复杂金融产品，与
普通公募基金产品区别开来。业内
人士普遍认为，“新规”一旦落地，未
来分级基金市场的规模将大概率出
现萎缩。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王
群航也指出，在流动性萎缩大势所趋
的背景下，建议分级基金个人投资者
还是趁早离场为佳，以免承受不必要
的交易和市场风险。

投资门槛即将上调
早在 2007 年就出现的分级基

金，直到2015年A股市场经历了剧烈
震荡，其市场影响及产品特性才得到
充分显露。作为“牛市利器”的分级B
份额，在熊市中也是“极其可怕”，众
多持有分级B的投资者在去年股市
暴跌中，几乎血本无归。

今年8月，证监会明确表示暂停
分级基金的注册工作。事实上，自去
年7月股灾之后，市场上就不再有分
级基金获批上市。而监管层的这一
表态，也被市场解读为“分级基金进
入存量时代”。

如今，“存量时代”的分级基金投
资门槛也即将被上调。《分级基金业
务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指出，参
与分级基金（包括A份额和B份额）的
投资者，最近20个交易日其名下日

均证券类资产合计不低于30万元。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今年 6 月

30日，账户资产在30万元以下且持
有分级 B 的客户账户数量约 1.2 万
户，占持有分级 B 账户数量的 78%；
账户资产在 30 万元以上且持有分
级 B 的客户账户数量仅 3000 户左
右，占比约22%。这意味着，一旦新
规正式实施，仅有 20%的投资者符
合准入门槛。

迷你分级基金要更加小心
多位业内人士预期，市场参与人

数锐减，毫无疑问将对分级基金的流
动性带来极大考验。分级基金市场
将会呈现“马太效应”：其中投资行业
标的清晰、场内份额较大、交易较活
跃的品种会受到市场追捧，而部分规
模迷你的分级基金或存在转型和清
盘的风险。

今年以来，A股持续震荡，投资者
风险偏好持续下行，“迷你”分级基金
已经广泛存在。据济安金信基金评
价中心统计，截至8月31日，深交所
规模小于1000万份的分级基金多达
24只，最小的仅242.87万份。上交
所规模小于1000万份的分级基金有
6只，最小的仅246.53万份。未来，
部分“迷你”分级基金必然会存在潜
在的转型或清盘风险。

对于“迷你”分级基金的转型，多
位业内人士强调，分级基金转型LOF
基金时，基金公司是按基金份额净值
而非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为基准进行
基金份额转换的，溢价部分不能参与
转换，因此投资者若在二级市场以高
溢价买入，可能遭受重大损失，因此
要十分警惕潜在风险。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2016年“沪上金融家”
评选昨日举行媒体评审会，来自人民
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50
位知名财经记者参与了投票及评
审。根据报名情况，科技金融、金融
混业、产经融合、国际化、年轻化成为
本届候选人的亮点。该评选由新华
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社新闻信息
中心等机构主办，上海市金融服务办
公室、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
银监局、上海证监局、上海保监局等

机构支持。
“沪上金融家”评选活动始于

2011年，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五届。据
了解，评选活动中金融机构踊跃参与，
报名人员上百位。来自基金、信托、资
产管理等“大资管”领域的报名者超过
候选人的两成。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
上海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管理的高地。
昨日举办的媒体评审是“沪上金融家”
评选的重要环节之一，后期主办方将
开通网络投票，举行专家评审会，最终
将综合专家评审、媒体评审和网络投
票的结果，评出最后奖项。

上海银行业自贸区建设三周年，截至今年7月末

上海自贸区银行机构已达464家
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的市场活力、资源

积聚力和经济辐射力均得到了显著提升。青年报记者从
上海银行业服务自贸区建设三周年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
截至今年7月末，自贸区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共计
464家，其中分行级及以上机构数量164家，法人机构和
分行级机构在全辖区占比分别为69%、63%，区内机构
存、贷款在全辖区占比分别为77%、76%。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分级基金市场活跃度将下降

“沪上金融家”评选昨完成媒体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