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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 警惕影子银行新变种 

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近日在“2022 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要

持续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梁涛强调，要加强类信贷影子银行的风险监测，

持续压降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经过持续整治，我国类信贷影子银行风险

明显收敛，存量资产大幅压降。截至 2022 年 6 月末，规模较历史峰值压

降超 29 万亿元，有效遏制了资金脱实向虚，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发挥金

融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创造了政策空间。他也坦言，虽然近年来影子银行治

理成效显著，但部分产品结构复杂，杠杆水平高，隐藏的风险依然较大。

梁涛说，“一些银行对表内的非标投资风险管理不到位，资产分类和拨备

计提标准显著低于表内贷款。部分高杠杆企业借助非持牌机构登记发行所

谓的融资计划获得资金，穿透后实质为企业的自融安排，隐蔽性、涉众型

强。一些机构可能借助不当的金融创新，衍生出影子银行的新变种，诱发

影子银行风险反弹回潮，对此应保持必要的警惕。”（上海证券报） 

二、7 月保险罚单总额 2589 万元 

7 月，银保监会及其分支机构对保险行业的严格监管仍在持续，共有

106 家机构被罚、135 名负责人被罚，涉及金额共计 2589.52 万元，其中，

财险公司所受罚金金额、罚单数量均为业内各类公司之首，数额前三的罚

单均来自身为保费收入规模第一梯队的“老三家”。数额最大的 90 万元罚

单来自人保财险。公开信息显示，人保财险莱西支公司由于编造虚假承保

材料、虚假理赔、未严格执行报备费率三项问题，违反《保险法》第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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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条，数罪并罚，被处罚款 90 万元。此外，财险业所

收的 2 张 50 万元级大额罚单则分别来自太保产险、平安产险。其中，太保

产险湖州中心支公司在 7 月因编制或者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资

料，被地方银保监局处以罚款 50 万元；平安产险宁夏分公司则因对旗下银

川中心支公司及兴庆支公司编制虚假资料违法的行为负管理责任，同样被

处以罚款 50 万元。（21 世纪经济报道） 

三、银行转债成“香饽饽” 三季度警惕高估值风险 

炙手可热的可转债市场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资金入场。最新持仓数据

显示，二季度随着股市触底，基金整体加大了可转债配置，银行转债成为

其中的“香饽饽”——兴业转债成为第一大重仓券，成银、苏银等转债成

为资金追捧的标的。然而，尽管二季度可转债基金整体净值大幅反弹，渐

趋走好，但是高溢价率问题仍值得关注。数据显示，目前可转债整体转股

溢价率高于 30%。7 月 28 日上市的三只新券转股溢价率最低为 26%。广

发证券固收分析师刘郁表示，从近年来的仓位变动情况来看，可转债基金

仓位通常受基金规模变化的被动影响。而本次却较为罕见的出现仓位和持

仓双降，部分反映了高仓位的可转债基金仍面临着高估值环境的限制。宝

盈融源可转债基金基金经理邓栋表示，二季度可转债指数跟随股票指数反

弹，但可转债内部结构分化，高平价低溢价股性更强的可转债收益高。整

体来看，经过二季度的反弹，可转债的溢价率仍处于高位，在大类资产方

面性价比不显著。（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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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半年 8 家信托公司资产减值损失过亿 

在疫情冲击、宏观经济下行以及严监管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信托

行业卷入多起风险事件中。数据显示，金谷信托上半年信用资产减值损失

为 1.4 亿元，净利润为 1.13 亿元；光大信托上半年信用资产减值损失为 2.22

亿元，上半年净利润为 7.11 亿元；中铁信托上半年信用资产减值损失 1.55

亿元，资产减值损失 1.77 亿元；渤海信托今年上半年该公司信用资产减值

损失为 7.1 亿元；兴业信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5.26 亿元，信用减值损失

约 7.64 亿元。中信信托方面，来自银行间市场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显示，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3.46 亿元，净利润 15.22 亿元，信用资产减值损失

则为 10.11 亿元。 华澳信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2.01 亿元，信用减值

损失约 9.07 亿元。陕国投信托 2022 年上半年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1.53

亿元，公司净利润将减少 1.17 亿元。下半年，随着宏观调控不断落实、疫

情有所控制，信托展业或有所好转，但整体环境不确定性风险依然较大，

信托公司仍将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证券时报网） 

五、警报仍未解除 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维持近 40 年高位 

美东时间上周五，美国商务部公布了最新通胀数据，作为美联储偏爱

的通胀指标，美国 6 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再次超出预期，仍维持在 40 年

高位附近。自 2000 年以来，美联储便一直将个人消费支出(PCE)作为判断

通胀的主要依据，相较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PCE 更能反映消费者的行

为。不过，由于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食品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美联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4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