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银金融行业动态：科创做市

细则落地 资本市场持续扩容

长期利好非银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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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重点关注 

事件：2022 年 7 月 15 日，上交所发布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为实施细则）和配套业务指南。需要注意的是，实施细则

和业务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关于做市商提供双边回应报价的业务内容

暂不实施，具体实施时间另行通知。 

具体来看，实施细则共 5 章 28 条，主要包括：（1）做市服务的申请

与终止：科创版股票做市申请需经上交所备案，终止同一/全部业务后 1 年

以内不得重新申请对同一/任一科创板股票开展做市交易业务；（2）做市商

权利与义务：做市商符合上交所要求的同时，上交所对其定期评价，并适

当给予减免交易费用等措施。 

点评：在科创版开市满 3 周年之际，做市商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科

创板股票流动性、增强市场韧性、推进板块建设。此外，上交所定期对做

市商进行评价，分为 AA、A、B、C、D5 个档次，能够根据做市指标、做

市绩效与监管合规等情况进行优胜劣汰的筛选。券商方面，截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已有至少 13 家上市券商拟申请试点资格，尤其头部券商积极开

展布局，交易活跃度的提高不仅可以激活所持股票的存量收入，同时也将

为行业提供更多自营投资的增量收入。 

事件：2022 年 7 月 15 日，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

贷款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以下简称为办法）。《办法》内容

共 8 条，主要包括：（1）推进数字化转型，精准研发互联网贷款产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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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互联网贷款风险管控能力；（3）强化身份验证、贷前调查、风险评估

和贷后管理所需要的信息数据的管理；（4）加强贷款资金管理，以银行自

主决策为主；（5）规范与第三方机构互联网贷款合作业务；（6）加强消费

者权益保护。 

点评：《办法》将银行互联网贷款存量业务过渡期延长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给予了疫情后期内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整改空间。 

同时，针对数字化转型、风险管控、数据管理、贷款资金等方面明确

了细化要求，在严格落实金融管理部门对征信、支付和反洗钱等“稳”字

要求下，提高互联网贷款风控能力，解决“空心化” 

贷款管理制度问题。 

证券业跟踪 

券商整体估值位于 2019 年以来低位，走出持续下挫行情，未来板块

修复值得期待。本周券商板块表现跑输大盘，上证综指-3.81%，沪深 300

指数-4.07%，证券 II（中信）指数-4.09%。分券商来看，41 家上市券商

中，本周股价上涨的仅有 1 家，股价下跌的有 40 家，行业整体下挫。其中

国元证券（+6.17%）、红塔证券（-0.33%）、光大证券（-0.40%）的表现

情况排名前三。截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证券 II（中信）指数市净率为

1.22 倍，较上周下降 0.05 倍，处于 2018 年 10 月以来最低分位区间，板

块估值位于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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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券商板块随市场整体下挫而出现下跌，短期内疫情多点复发，各

地经济活动恢复政策缓不济急，整体风险可控。具体来看（1）行业政策方

面。各大券商开始布局科创版做市业务，推进申请试点资格，大量限售股

即将解禁前夕，引入做市商制度有利于疫情后期加速释放市场流动性，券

商将迎来增量业务空间的利好；（2）行业监管方面。“地产断供”问题冲

上热搜，银保监会对于要求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合作机构营销宣传行为的合

规管理，分类别签订合作协议并明确各方权责，不得在贷款出资协议中混

同其他服务约定，同时对存在违规行为的合作机构，限制或者拒绝合作；（3）

流动性方面。本周主力资金在非银金融板块净流出 107.07 亿元，北向资金

合计净流出-220.41 亿元。 

短期来看，主力资金和北向资金大幅流出给市场流动性带来压力，短

期内板块估值会随大盘持续震荡。此外，行业逐渐形成多元化竞争格局，

头部券商营利增速均超行业均值，关注以支持实体经济和财富管理为核心

的服务发展新模式。长期来看，叠加美国 CPI 大涨+强加息预期+地产断供

情绪蔓延，疫情后期经济恢复压力增加，“稳就业、保民生”的大方向不

变，基本面和政策面的协同作用有望带动板块估值修复。此外，继续关注

补充金融债券项目等稳增长政策，以及全面注册制改革方案。投资建议：

一是长期看好同时具备扩表、交易、产品创设能力的券商，首推中金公司

和华泰证券；二是长期看好投顾服务能力强、公募资管具备规模效应的券

商，首推广发证券、招商证券、东方证券；三是看好互联网证券类业务的

异军突起，首推东方财富、同花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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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跟踪 

本周保险板块-6.41%，跑输非银板块，跑输沪深 300 指数。据国家统

计局本周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2.5%，6 月新增社融

5.17 万亿元，同比多增 14683 亿元，增速回升至 10.8%，且信贷结构好

转，中长期贷款特别是企业中长期贷款明显好转，中国宏观经济稳中向好。

本周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较上周末下降 5.27BP 至 2.7857%。 

上市险企公布 6 月份保费收入。寿险方面，主要上市险企加总前 6 月

保费 11735.52 亿元，同比+1.12%，单 6月保费 1574.44 亿元，同比+0.30%。

具 体 来 看 ， 平 安 / 国 寿 / 太 保 / 新 华 / 太 平 / 人 保 前 6 月 保 费 增 速 为

-2.30%/-0.66%/+5.43%/+1.96%/+0.13%/+14.18%，单 6 月保费增速

为-1.72%/+7.65%/+7.43%/-11.88%/+5.12%/-31.59%。其中，平安寿

险及健康险业务前 6 月个险新业务保费同比-11.89%，但单 Q2 个险新业

务保费同比-3.2%，较单 Q1 的-15.7%已有明显改善；人保寿险及健康险

业务前 6 月新业务保费同比+26.65%，保费增速表现亦明显优于其他主要

上市险企。 

财险方面，主要上市险企加总前 6 月保费 5406.07 亿元，同比+10.04%，

单 6 月保费 1054.77 亿元，同比+13.72%，增速较 5 月持续改善。具体来

看 ， 人 保 / 平 安 / 太 保 / 太 平 / 众 安 前 6 月 保 费 增 速 为

+9.87%/+10.11%/+12.25%/+2.15%/+6.90% ， 单 6 月 保 费 增 速 为

+9.52%/+17.87%/+24.99%/+4.97%/+1.09%。其中，平安财险的车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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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4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