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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热情抢购

6月初，市场被首批公募REITs持续“轰炸”。成
立公告显示，9只公募REITs合计吸引了近150万户
投资者认购，净募集金额超过300亿元。

首批 9只公募REITs合计吸引了超过 144万户
投资者认购，其中，浙江杭徽、蛇口产园、首创水务3
只REITs吸引了超过 20万户投资者认购，其他 7只
公募REITs也均吸引了超过10万户投资者认购。

据了解，区别于以往传统的公募基金，这次试点
推出的公募REITs主要通过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全部资产支持证券份额，以获取底层基
础设施运营收益并承担标的资产价格与现金流波动
风险。

参与该类产品份额发售的投资者包括原始权益
人、网下投资者（如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
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商业
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和公众投
资者等。公众投资者可通过基金销售机构以询价确
定的认购价格参与基础设施基金份额认购。

收益相对稳健
上市收益涨跌幅限制为30%

公募REITs有何“魔力”，为何吸引力如此强劲？
“参与门槛低，流动性预期优于债性标的；项目

优质，投资者可以享受到优质稀缺资产的价值提升
和运营收益。”券商人士张先生解释说，对投资者而
言，公募REITs的投资价值体现在多方面，除此之
外，还具有稳定的分红机制及扩募机制，可以实现长
期资产配置。

从风险角度来看，基础设施REITs是国际通行
的配置资产，是典型的中等收益、中等风险金融产
品，相较于其他产品，更为稳健和安全，且能获得相
对可观的收益，比较适合长期持有。

运作模式方面，公募REITs采取封闭式运作模
式，可在二级市场上市，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进行竞
价交易。

投资者如果使用场内证券账户认购的基金份
额，可直接参与场内交易，而使用场外（通过银行、互
联网平台等渠道）认购的基金份额，则需要先转托管
至场内证券经营机构之后，才可以参与场内交易。

基础设施基金上市首日涨跌幅限制为 30%，上
市首日以后涨跌幅限制为 10%。业内人士提醒，受
流动性、市场性等多方面影响，公募REITs上市后或
有较为明显的波动表现，投资者还须注意基金的折
溢价风险。

套路一：“投资养老”实为骗局

“一些不法分子打着投资养老名义，承诺高利率回报
且提供预留养老床位、预定养老房间等服务，向老年消费
者非法筹集资金。”银保监会介绍，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
寻求养老保障、对集资诈骗认识不足，打着投资养老、销
售老年产品等旗号，经常出现在老年人聚集的场所，如公
园、超市、小区等，不断向老年人群灌输金融养老、新型投
资等概念。

同时，利用小恩小惠博好感，降低老年人警惕性。不法
分子通过组织旅游、参观、讲座、赠送礼品等手段，有意博取
老年人的信任和好感，等老年人降低警惕后，趁机对其道德
绑架、虚假宣传，最终目的是骗取老年人钱财。

在获取信任之后，就抛出高回报承诺吸引老年人。不
法分子惯用承诺高额分红、保本高息、预定养老服务等说
辞，诱骗老年人投资所谓“养老服务”项目，收费名目五花八
门，如“贵宾卡”“会员费”“预付费”等。这些机构没有能力
提供所承诺的养老服务，获得资金后运作、流向不透明，有
很高的集资卷款跑路风险，一些老年人的养老钱就此被不
法分子诈骗。

套路二：“以房养老”须分辨清晰
据了解，正规的以房养老是指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

老保险，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养老年金保险相结合的创新型
商业养老保险。

拥有房屋完全合法产权的老年人将房产抵押给保险公
司，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保险公
司）同意的处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
在老年人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
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

而不法分子所谓的“以房养老”以国家政策名义掩盖非
法集资的本质，打着“以房养老”、有高收益回报等旗号诱骗
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
财产品。这种“抵押—借贷—理财”的方式操作流程多、参
与主体乱、投资风险高，与绝大多数老年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并不相匹配，所谓的“理财产品”很可能是虚假的，借来的钱
最终还是到了非法机构口袋。

同时，用“以房养老”名义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诈骗
资金。不法分子所宣称的“以房养老”与国家试行的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完全无关，只是其假借国家政策、
为非法集资活动造势宣传的手段而已，其实根本不具备
相应的资质、能力，往往是“以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有
的参与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房产被抵押，最终失去了
房子，还背负贷款。

本报综合 记者从银保监会官网获悉，近日，银保监会
正式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下称“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继
2005年原保监会印发《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
理办法》且 2010年进行修订之后，银保监会根据近年来财险
市场和产品监管最新情况和变化再次修订相关内容。

据了解，此次主要修订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
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监管体制机制进行完善；二是进一
步规范财产保险公司条款开发和费率厘定行为；三是规范
公司保险条款费率报送行为；四是强化条款费率监督管
理，明确条款费率直接责任人及其违规处理，并对公司产
品管理工作提出要求；五是发挥相关协会行业自律作用；
六是根据近年来保险市场和产品监管最新情况和变化，修
订完善了相关内容。

在进一步规范条款费率开发报备方面，一是完善了保险
条款开发原则和费率厘定原则；二是明确要求保险条款名称
应符合命名规则；三是强化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开发审查
和保险费率厘定审查责任；四是进一步规范公司条款费率报
备行为。

日前，5月银行理财报告出炉。延续此前持续下滑态势，银
行理财产品发行量和收益双双下降，环比分别下降 12.47%和
7BP。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即将结束，保本理财产品规模再度
缩减，净值型理财成为市场主流。

记者了解到，伴随净值型理财产品发行常态化，本地投资者
也逐渐接受净值型理财产品。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保本理财产
品退出历史舞台，投资者还应改变以往的投资思维，逐步适应净
值型理财产品，合理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力相对应的产品。

发行量呈现“冰火两重天”格局
根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监测的数据，2021年5月银行理财

产品发行数量共 4043只，环比下降 12.47%，同比下降 44.61%。
其中，非结构性理财产品3959只，结构性理财产品84只。

反观理财公司，却呈现另一番景象。5月份，20家理财公司
共发行了 420只公募理财产品（含母行迁移产品），环比增加
13.51%。其中，工银理财发行 67只，青银理财、南银理财、信银
理财、中银理财、建信理财发行量均在30只以上。

5月份理财子公司发行的产品中，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238
只，占比 56.67%，平均期限为 510天，较上个月缩短 43天，期限
最短为 91天，最长为 1827天。开放式净值型产品 182只，占比
43.33%，定开式产品平均封闭期10.8个月，与上月持平，其中，1
年期定开产品占比最高，为43.24%。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资管新规即将正式实施，保本理财发行
数量再度缩减。数据显示，5月有 3926只人民币理财产品披露
了收益类型，其中保证收益类产品 12只，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
41只，非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3873只。保本理财产品共53只，
占比 1.35%，较上个月下降 0.22个百分点，再创新低。据统计，
共有14家银行发行保本理财产品，均为城商行、农商行。

保本理财发行量减少的同时，净值型理财产品同步缩减。
数据统计，2021年 5月净值型理财产品发行数量为 2284只，环
比下降 4.19%，同比增长 42.75%。其中，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1879只，开放式净值型产品 405只。封闭式净值型理财产品平
均期限为294天，较上个月缩短7天。

收益小幅下滑 中长期限产品受欢迎
发行量持续缩减的同时，银行理财收益也处于短期内的低点。
据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 5月人民币非结

构性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3.69%，环比持平。分期限来看，3
个月以内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3.5%，3~6个月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3.61%，6~12个月产品平均收益率为3.89%，12个月以上产品平
均收益率为 4.05%。和上个月相比，6~12个月产品平均收益率
上涨，其他期限下跌。净值型理财产品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09%，环比下降2BP。

理财公司产品持续发行，其收益相比银行理财也更为可
观。数据显示，5月理财公司发行的人民币理财产品平均业绩
比较基准为 4.2%，环比下降 0.8BP。在披露业绩比较基准的产
品中，固收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1%，混合类产品的
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4.73%。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统计了业绩比较基准披露数量在5只
及以上的理财公司产品，5月份华夏理财产品平均业绩比较基
准为5.25%，排名居首，也是唯一一家在5%以上的理财公司；汇
华理财、光大理财、南银理财、苏银理财排在2~5位，平均业绩比
较基准在4.37%~4.54%之间。

在理财产品收益持续低迷之下，银行人士建议，投资者不妨
选择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提前锁定收益，以防后续理财收益再
度下跌。

百余万投资者认购 金额超300亿元

公募REITs为何吸引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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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财险产品条款费率监管

行业动态

理财收益再度下滑
可选择中长期产品锁定收益

本周三，深交所首批4只基础设施公募REITs发布了《开通转托管业务的公告》，这4只基础设施公募REITs将于近期
向深交所申请上市交易。

自面市以来，公募REITs就持续受到投资者关注，9只产品均在一天之内悉数被“买爆”。公告显示，9只公募REITs合
计吸引了近150万户投资者认购，净募集金额超过300亿元。由于基础设施REITs基金采取封闭式运作，不开放申购与赎
回，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场外份额持有人需将基金份额转托管至场内方可卖出。这也意味着，公募REITs成立之后只能通
过二级市场买卖，投资者还须注意基金的折溢价风险。

近期，A 股市场震荡上行，不少
股票纷纷“收复失地”，创下新高，前
期遭受重创的“抱团股”再度卷土重
来，短期涨幅较为客观。

市场持续处于万亿元的交易量
之下，热度可见一斑。与之相对应
的，是基金发行再度受到投资者的追
捧，“爆款基金”频频出现。

6月9日，多只新基金发布公告，
王成管理的易方达悦夏一年持有混
合基金2天吸金129.25亿元，成为今
年二季度以来首只百亿规模的权益
类基金。与此同时，南方宝恒混合

基金在 10 天内也达到了 77.67 亿元
的规模。另有众多权益类基金在短
时间内提前结束募集，一改此前“颓
靡”状态。

“短时间内市场交易量快速放
大，市场热度比较高，目前的赚钱效
应较好。”本地某券商人士尤先生坦
言，“爆款基金”的出现往往是一个市
场热度较高的信号，侧面印证市场的
回暖吸引了不少投资者再度入场。

对于后市，中金财富证券认为，
随着经济增长回归常态化水平，投
资者也更聚焦具备长逻辑且高景气

的细分行业。综合增长、政策和产
业趋势的预期，中金公司预计市场
仍将延续成长风格——轻指数、重
结构、偏成长。配置上，可重点关注
几个方向，如泛消费领域中议价能
力偏强、盈利压力较小、景气程度偏
高或者改善的板块（如轻工家居、医
疗、食品饮料等）仍是自下而上的重
点；如保持高景气的半导体等科技
硬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上游等；
一些结构性的主题如半导体等科技
主题、电动车及自动驾驶、AR/VR、
物联网等值得关注。

每周股市 “爆款基金”再度频现

征集

广大读者可将所关心的理财问题、理
财信息及个人家庭财务状况发送给我们。
围绕您自身的理财需求，《理财周刊》顾问
团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一对一有针对性
的“把脉”，量身定制专属理财方案。

同时，为了守护金融安全，营造更好的
金融行业营商环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报金融维权投诉平台持续推出，聚焦金
融维权，让舆论监督发挥更大作用，以此助
推晋江金融行业的有序发展。

针对您所遇到的各类金融维权事件，
为 您 的 合 理 维 权 助
力。如果您遇到了各
种金融“烦心事”，欢迎
拨打热线15106092781
进行反馈，或关注《理
财周刊》微信公众号，
从后台对话框中积极
参与。

近年来，“银发经济”逐渐成为社会焦点，从衣食住行到医疗保健、全国旅游等各方面着手，无不出现中老年人的身影。除此之外，为老年生活增添一些经济保障进行资
产配置也是不少人的选择。

但近段时间以来，有不法分子以投资养老、以房养老等名义进行虚假宣传，实质是非法吸收社会资金，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就此，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
权益保护局日前发布2021年第三期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护自身权益。

选择正规机构 远离养老骗局

“消费者要树立理性投资理财观念，切勿轻易相信所谓的
‘稳赚不赔’‘无风险、高收益’宣传，不要投资业务不清、风险
不明的项目。”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提醒消费者，
谨记投资是有风险的，理财产品如果承诺收益率超过6%就要
打问号，超过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别受高收益诱惑而冲动投资。
同时，购买理财投资产品应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

择正规机构和正规渠道。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群，在购买投
资理财产品前，应多咨询正规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员，多与家人
商量，对投资活动的真伪、合法性进行必要的判断和了解，防
范不法分子诈骗侵害，警惕非正规机构的疯狂营销揽客行为。

在这些骗局中，其本质仍是“击鼓传花”“庞氏骗局”，往往
是以新还旧，缺乏实际业务支撑和盈利来源，不存在与其承诺
回报相匹配的项目，容易发生卷款跑路、资金链断裂等风险，
消费者不要被“保本高息”“保证收益”等说辞迷惑。

在日常生活中，消费者还应增强个人信息安全意识，慎重
对待合同签署环节，不在空白合同签字，不随意提供身份证、
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以防被冒用、滥用或非法
使用。 本版由本报记者 陈荣汉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