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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 年 4 月 2 7 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

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简称“资管新规”）。文件通过匹配期限、限制通道等角度从破

刚兑、限非标与降杠杆三方面规范资产管理业务，以此控风险，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资管新规的正式发布，标志着中国正式迎

来“强监管时代”。

信托公司作为中国金融行业中的后起之秀，经过前期的粗

放式发展，已具备较为完善的产品和服务体制，业务涉及贷款

信托、投资型信托、管理型信托、公益型信托等产品，与银

行、保险、证券一起被称金融业的“四大支柱”。但随着金

融强监管时代的来临，信托业也受到影响并面临一些现实问题

与挑战。

1  强监管时代下信托业面临的问题

1.1业务规模呈现一定缩减

自 2 0 1 7 年《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5 5 号文），

2018 年《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

通知》以及 2019 年《中国银保监会信托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下

半年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6 4 号文）先后下发以来，信托

公司的无序扩张收到严密监视，多种违法违规行为受到严厉打

击。导致其通道业务受到大面积收缩，加之刚性兑付的打破，

以及投资准入门槛的提高（信托计划合格投资人标准由100 万

增加到500 万，年收入由30 万增加到40 万，同时还附有对投

资经历、投资起点等的要求），使得信托公司的业务规模呈现

一定程度缩减，利润率下行。这就倒逼信托业必须寻找新的利

润来源创新点，以提升其在金融业中的竞争力。

1.2面临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

信托业的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竞争。

在监管层面上，2012 年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管制放松后，银

行、保险、证券、基金等传统的金融行业在面临主业经营乏

力的情形下也参与到资产管理业务中来。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

逐步扩大，制度红利的消失使得参与者众多且同质化竞争严

重，从而信托业市场受到侵占。在自身方面，由于并未突出

本业优势，缺乏创新意识，推陈出新速度较慢，信托业并未

对外界影响作出迅速反应，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

1.3 产品特色不鲜明，本源业务不突出

面向高收入、高资产人群或机构的信托业仍属于金融业中

的小众群体。在保险、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拥有大规模基础客

户的对比下，信托业并未发展出特色鲜明、较为独树一帜的产

品。通道业务在前期大规模得到扩张的同时挤压了家族信托、

养老信托、资产信托等本源业务的发展，这就导致其资产管理

强监管时代下信托业发展面临问题及对策分析

田露露
山东工商学院管理学院，中国·山东 烟台 264000

【摘　要】2018 年资管新规的发布意味着金融业强监管时代的来临。信托业粗放的发展模式面临一系列约束和调整，在经

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形势下，信托业需要在认识自身问题的基础上选取合适策略顺势而为。

【关键词】资管新规；强监管；信托业

能力在金融业中并不突出，并未形成具有强烈自身特色的发展

模 式 。

1.4外部形势不确定性加大

信托业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市场越繁荣，

信托产品的种类就越丰富，投资范围越大，交易越灵活。最

近几年全球范围内种族主义、民粹主义频频抬头，中美贸易摩

擦加剧，加之 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外部的政治形

势、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不确定性加大。由于信托业与经济

增长之间存在耦合关系，当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信托业的

系统性风险也逐步升高，在财富管理中对客户资产进行保值增

值的难度也会加大。

2  强监管时代下信托业相关对策

2.1 品牌化发展，突出专业性与特色性

虽然信托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规模逐步壮大，但若想在保

险、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中突围，就必须正本清源，回归主

业。要充分利用自身兼具货币、资本、实业投资等的市场优

势来较为灵活的配置资产，通过破产隔离功能突出其在资产管

理中保值增值的作用，并结合社会所需，打造更具专业性、特

色性的产品，努力探索品牌化之路。信托公司可以通过借鉴国

外先进的信托体系，逐步发展兼具公益与理财功能的公益信

托，以及公民个人信托业务，帮助客户实现财富代际传承的同

时，还能把公益、私益相结合。

2.2培养并推广信托文化

信托最早源于英国，其秉持“公平、正义、良心”的

原则，“受人所托、代人理财”是信托业发展的理念。通过

取信于委托人，助其自由、高效、安全的处置和管理资产，

在金融业中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和文化内涵。自从我国1979年

恢复设立信托机构后，信托业一直服务于高净值人群以及企业

机构，普通大众中对其认知度和接受度较低，这并不利于个人

信托、财富管理等业务的开展。因此，推广和深化受托人履

行义务，服务委托人或受益人的信托文化，是每一个信托机构

的使命和责任，这将为信托业的长远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3 引入外资股东，借鉴国外管理经验

2019 年 11 月公布的《信托公司股权管理暂行办法》降低

了外资准入门槛，取消了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信托公司应具备的

“总资产不少于 1 0 亿美元”的数量型限制门槛要求，以体现

“内外一致”的国民待遇原则，这就意味着外资股东的进入更

为自由和方便。由于国外金融机构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和历练，

已经形成一套稳定的财富管理模式，其私人银行业务在帮助财

富的代际传承上服务得更为丰富和细化。因此，国外资本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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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有利于提升信托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可以带来完备的行业法

规和创新的产品设计理念，能更好地保障投资人等各方相关人

利益，提升信托公司经营稳健性。

2.4 遵循逆周期监管政策，注重服务实体经济

逆周期监管政策的思想旨在缓解金融体系的波动，平滑经

济周期内的风险。在2020 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形势下，“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总基调仍将不动摇。多项政策以的出台注

重于服务于中小型企业，助推实体经济发展。信托业也不应满

足于照搬照做国外经验，要顺应国内经济发展，创新出适合国

内需求和特色的信托产品，特别注重通过构建多层次、多需求

的中国特色信托产品，服务于实体企业。可通过帮助其发行资

产支持的证券化产品，资产支持的票据等，满足企业破产隔

离、现金流等需求，并主动介入促其销售与融资，来扩大其

融资渠道。要保证类似产品在现实中存在的广泛性和深入性，

尽可能完全满足实体企业急迫的融资需求，巩固可持续性。

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信托业的发展仍将处于阵痛和调

整期。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冠疫情肆虐的影响下，现存

6 8 家信托公司也必将经历从“增量博弈”转而“存量博弈”

的考验，信托业的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将会得到进一步重组和

调整，业务创新能力和未来管理资产规模将在摸索中不断提

高，新的竞争格局将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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