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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4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
行”）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
性合理充裕，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
为2.10%。同时，基于同日有2200亿元
逆回购到期，故回笼差额达2100亿元。

春节过后，资金大规模回流银行体
系，市场流动性整体进入较为宽松状
态。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数据
显示，截至2月14日16时30分，银行间
存款类金融机构7天期质押式回购利
率（DR007）加权平均利率为 1.9882%，
低于 7天期逆回购利率（2.1%）。另据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DR007近5

日平均利率为2.0097%，亦处于7天期
逆回购利率下方。2月7日以来，截至2
月 14日，逆回购口径下公开市场操作
净回笼资金达10100亿元。

节假日现金投放是影响流动性的
短期因素之一。央行日前发布的《2021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
出，“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前，居民大量提
取现金会使银行体系流动性在短期内
下降1.5万亿元至2万亿元；春节过后，
现金回笼又会使流动性总量迅速回
升”。

“当前宽信用过程正在加速，银行
信贷保持高增长势头，资金加速流向实

体经济，从而给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造成
一定压力。不过在2021年 12月份全面
降准、2022年1月份MLF利率下调接踵
落地后，市场流动性整体已进入一个较
为充裕的状态，且有望延续至2月份。”
东方金诚评级相关分析师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资金到期情况来看，除上述到期
的2200亿元外，2月15日至2月18日连
续每日将有200亿元逆回购到期，累计
800亿元。此外，2月18日还将有2000
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到期。

谈及2月份MLF续作情况，前述分
析师预计，本月MLF将保持等量或小幅

加量续作。目前，中端市场利率已处于
较低水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1年期
商业银行（AAA级）同业存单到期收益
率已降至2.4%至2.5%，明显低于1年期
MLF利率。此外，据1月份金融数据显
示，信贷迎来“开门红”，社融、M2货币
供应量同比均明显加速。不过在当前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背景下，货币政策仍
需立足稳增长，继续推进宽信用过程向
纵深发展。因此，尽管当前市场利率已
低于MLF利率，但为了“引导金融机构
有力扩大贷款投放”，MLF变化趋势比
较符合当前的货币政策取向。

（刘琪）

节后央行净回笼资金超万亿元
本月MLF等量或小幅加量续作可能大

开年以来股市行情震荡，市场上
不少权益类产品随之波动剧烈，银行
系理财子公司发行的权益类产品收
益率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

据相关数据显示，市场上由银行
理财子公司发行管理的19只权益类
理财产品中，已有 10 只净值低于 1
元。其中，合资理财子公司贝莱德建
信理财今年 1月份刚发行的某款产
品，收益率更是跌至-56.8%。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只权益类理
财产品净值下跌的同时，固收类理财
产品受到追捧。从总体上看，权益类
理财产品在整体理财市场中规模占
比仍然很低，固定收益类产品依然是
主流。

震荡市场中业绩承压

随着资管新规的正式实施，银行
理财开始步入全面净值化时代。近
两年来，理财子公司作为银行理财转
型的重要抓手，受到了市场期待。但
随着今年以来股市行情波动，银行理
财子公司发行的权益类理财产品业
绩也面临着挑战。

据中国理财网数据显示，截至2
月 14日，目前市场上在售的和存续
的理财产品中，共有209款权益类产
品。其中由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管
理的权益类理财产品共有 19只，且

成立日期大部分都在2020年后。这
19只净值型产品起始净值为1元，据
记者不完全统计，19只权益类理财产
品中，已经有 10 只产品净值跌破 1
元。

此外，受权益市场行情波动影
响，部分权益资产占比较大的FOF理
财产品也面临着净值下跌的情况。
中国理财网数据显示，截至2月14日，
市场上存续及在售的银行理财公司
发行的FOF理财产品数量达233只，
其中有44只 FOF产品净值已低于 1
元，占比近18%。

某银行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目前理财子公司权益类产
品净值出现分化是正常现象，主要缘
于权益类市场的整体震荡。同时，在
资管新规和市场利率下行趋势影响
下，银行固收类理财产品的长期竞争
力开始减弱，这导致不少客户经理对
稳健型保险产品和基金的销售动力
明显高于理财。

有银行客户经理对记者表示，目
前多数银行客户的诉求仍以稳健收
益为主，因此，并非所有客户都能接
受权益类以及FOF类理财产品。总
体来看，“固收+”类产品依然是银行
理财产品的主流。

根据普益标准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 2021年末，银行理财市场存续的
产品规模已超28万亿元，其中产品

类型仍以固定收益类为主流，占比超
90%，而混合类产品占总发行产品规
模的 7.66%，权益类产品及商品、金
融衍生品产品占比较小，两者之和仅
占1.2%。

琢磨金融研究院院长姚杨对记
者表示，相较于公募基金在权益端多
年的研究积累和深度覆盖，理财公司
需探寻个性化、差异化的比较优势，
多布局“低波动”和“固收+”产品，进
一步降低门槛、拓宽渠道，将可持续、
稳定回报的低回撤产品带给更多投
资者。

“固收+”或是最佳选择之一

在震荡行情下，固收类理财产品
受到追捧，且出现了一些“爆款”。记
者了解到，上周浦银理财推出的首款
固收类理财产品，首日募集规模就突
破了120亿元，这也是开年来的首个
爆款理财产品。

对于开年固收理财产品出现爆
款的原因，易观高级分析师苏筱芮对
记者表示，一是近期股票市场行情震
荡较大，不少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
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风险较低的产
品上；二是该产品本身具有较低的风
险属性，同时其 4.6%的平均业绩比
较基准在同类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拥有优势，受到投资者青睐。但从

已发行理财产品来看，当前业绩比较
基准较高的产品往往封闭期也较长。

针对银行理财产品未来的发展
方向，普益标准相关研究员对记者表
示，未来“固收+”将成为银行理财进
军权益市场的最好方式之一。对于
银行理财而言，增加权益投资与银行
理财客群较低的风险偏好存在天然
冲突，在投资者风险偏好短期内无法
提升的情况下，银行理财机构必须谨
慎地把握权益投资与投资者风险承
受能力的平衡，通过风险相对可控的
形式进行权益投资，“固收+”策略便
成为银行理财进军权益市场的最好
方式之一。对于追求绝对收益的银
行理财而言，以“固收+”为核心投资
策略，加大对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既
满足了资产长期保值增值的需求，同
时又保持了较低的回撤水平，无疑是
替代非标资产实现收益增厚的最佳
选择之一。

苏筱芮表示：“随着资管新规的
日益深化以及理财子公司的相继成
立，理财子公司发行的产品已逐渐步
入正轨，进入有序发展的新阶段。未
来银行理财子公司应该不断加强投
研水平、产品设计，从而更好地满足
市场投资需求。理财的市场需求始
终存在，机构需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持续挖掘与探索。”

（据《证券日报》）

多只权益类理财产品净值下跌
“固收+”受追捧现爆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