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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岁末，银保监会就《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公开征求意见。《通知》将信托业务重新划分为
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与之前一些信托公司收到的
关于“业务分类”的《通知》相比，内容没有实质性变化，除了资产服务信托中有
三个子项目的口径有所微调补充外，分类内容几乎没有变化。

新分类监管办法的出台预示着信托行业将正式开启新的发展阶段。根据《通知》内
容，有四大看点值得特别关注。

设立3年过渡整改期

确保业务转型软着陆

《通知》强调，研究完善信托公司分级分类监管，设置3年过渡整改期，服务信托
可按商业银行委托贷款规则开展融资信托等政策信号，对业务分类改革的推行路径
进一步明晰。

相比资管新规及其细则等监管办法中大多两年过渡期的设置，《通知》将设置3年
过渡整改期，以实现对信托公司的存量业务进行充分整改的同时，确保信托公司转
型平稳有序，实现业务转型的软着陆。

事实上，目前《通知》新阶段的业务转型过渡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按照《通知
》要求，对各项存续业务、不符合分类要求的信托业务以及基于信托关系开展的私
募基金管理等业务进行全面梳理、限制与整改。二是针对新分类标准实施过程中必
将存在的与原分类对接、与原有监管报表的衔接和统一，以及尚无法分类且未整改
完成的信托业务的上报等过渡期衔接问题。而这两方面确实均需要较长时间调整与
探索。

探讨挂钩监管评级

差别化监管界定业务范围

未来信托公司业务范围或与监管评级挂钩，即通过差别化监管的方式允许高评级信
托公司开展创新业务，同时限制低评级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信托业务，“研究完善信
托公司分级分类监管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信托公司积极创新，规范开展不同类别
的资产管理信托”。

此外，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在2022年信托业年会上也曾提到信托公司分类监管将
初步考虑根据信托公司监管评级、资源禀赋、受托管理及风险抵御能力等差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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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公司在业务范围、展业地域等方面进行差别化监管。因此，伴随着信托行业差
异化监管时代到来，依托自身股东禀赋及资源禀赋，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走差
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将成为信托公司的必然选择。

同时，在新的监管要求下，信托公司“强者恒强”的分化格局也将进一步加剧。从
《通知》要求来看，差异化监管将有利于符合监管要求、转型较快、评级较高的信
托公司探索开展创新业务，加快转型步伐。例如，《通知》在财富管理受托服务信
托中就专门增加了创新型家庭信托业务，未来有资质开展此类业务的信托公司有可
能在高评级公司中产生；转型较慢、评级较低、有较大存量业务且不符合监管要求
的信托公司则将会在后续业务经营中受到较大影响。

设立“待整改信托业务”

刚性压降非标融资业务

《通知》再次强调对不符合新分类监管要求的存量业务进行过渡整改，并通过挂钩
监管评级差异化监管等强力推动相关业务转型。根据《通知》要求，信托公司对其
他不符合分类要求的信托业务，应在资产管理信托项下单设“待整改信托业务”一
类，将相关业务归入此类并有序实施整改。在《通知》中，大多信托公司仍重点关
注的非标融资类信托均未在新的分类中出现。并且将通道业务和非标资金池业务作
为限期整改的重中之重，监管口径从原来的“严禁新增”调整为“不得开展”，同
时增加了“不得以管理契约型私募基金形式开展资产管理信托业务”的规定。因此
，从过去监管要求及业务新分类导向来看，针对存量业务的整改，依旧主要是针对
非标融资业务的刚性压降，直至达到监管要求的标准。

是否有条件“微保留”少量融资业务成为悬念

监管部门推行信托业务分类改革，主要目的是为引导信托公司回归受托本源，摆脱
“通道类”“非标融资类”等传统业务路径依赖，进一步明确业务转型方向，以信
托业务方式规范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探索资产服务信托和公益/慈善信托各类新业务
，并非纯粹针对融资类业务的改革。

实际上，融资类业务可分为标品融资和非标融资。而目前监管重点整改、压降的融
资类业务主要为非标融资类，标品融资类则为监管鼓励发展的资产管理业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虽然融资类信托在新的分类中没有出现，但并非意味着信托融资
功能的消失，未来信托公司融资功能仍将继续存在。根据《通知》，非标融资业务
此次没有明确涉及。因此，未来少部分高监管评级的信托公司是否被允许在特定领
域保留少量融资业务仍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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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投泰康信托研究院院长）

本文源自中国银行保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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