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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赋能
缓解科创企业融资难

长期以来，科创企业高风险、轻
资产的固有属性，使其难以通过传统
信贷模式获得充足融资，这一融资痛
点正随着 AIC 的加速扩容而得到有
效缓解。

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晓曙
分析指出，通过金融 AIC 与商业银
行合作的模式，能更好增进创投风
投与银行间的信任与信心，进一步
打通投贷联动业务的风险分担不匹
配、利益分配不均衡等堵点难点，促
进更多信贷资金的流入。同时，金
融 AIC 股权投资的定位本身是“投
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这将
对服务科创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发
展形成有益补充。

在政策激励与市场需求的双重
驱动下，银行系AIC的服务能力持续
凸显。最新数据显示，国有五大行
AIC 已在科创投资领域形成规模效
应：今年4月披露的数据显示，工银投
资市场化债转股及股权投资累计落
地近4000亿元，私募基金管理规模超
2000亿元，试点城市基金签约规模超
1500 亿元；农业银行一季报披露，已
在杭州、广州等城市设立 7 只 AIC 股
权投资试点基金，构建科创企业全生
命周期服务链条；2024 年末，中银投
资已与 18 个试点城市达成基金合作
意向，完成北京、苏州等 8 只基金设
立，储备商业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
优质科创项目超100个；今年4月，建
信投资披露，已在北京、天津、苏州、
杭州、合肥等地完成7只基金设立备
案；交银投资表内外资产规模突破千
亿元，开发了针对早期科创企业的

“新苗计划”，通过利用母行与业内机
构等各方资源汇聚，进行优质股权项
目储备。

通过 AIC 的赋能不仅为科创企
业送来发展“及时雨”，更推动商业
银行加速从传统信贷中介向综合资
本服务商转型，在优化金融供给结
构的同时，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持
久动能。

就行业发展深层逻辑看，AIC 扩
张正在重塑金融生态。苏商银行特
约研究员薛洪言表示，长期看，银行
AIC扩张有助于弥补科创企业早期融
资短板，通过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率
优化金融风险结构，并为银行开辟非
息收入新增长点，推动从信贷中介向
资本中介转型。

刘晓曙进一步强调，AIC 股权投
资扩大试点对支持科技创新取得新
成效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无论是
在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金融市场的
补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国家
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商业银行的自
身发展等方面，都能产生积极效应。
这种多维度价值的叠加，使得AIC成
为当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银行自
身转型的关键连接点。

本报综合国际金融报、北京商报等

纵深

邮储银行百亿入局
AIC赛道提速扩容

7月16日晚间，邮储银行发布公告称，拟以自有
资金出资100亿元发起设立中邮金融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中邮投资”）。这一动作意味
着国有六大行悉数布局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领
域，加上年内获批的兴业、招商、中信三家股份制银行
旗下AIC，我国银行系AIC总量将扩容至9家。

国有大行全面布局

根据公告，中邮投资注册资本拟为人
民币100亿元，将作为邮储银行全资一级
子公司管理，具体业务范围以有关监管机
构批复为准。

待中邮投资正式设立后，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
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大行将均拥有各自
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届时，银行系AIC
的数量将扩容至9家。

邮储银行公告中提到，此次投资经该
行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该行股东
大会审议，但尚需取得有关监管机构的批
准。该行特别强调，此次投资资金来源为
该行自有资金，不会对其财务状况或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月底，国家发
展改革委组织召开深化投贷联动试点合
作工作推进会，邮储银行等5家银行加入
投贷联动试点合作机制。

财报数据显示，2024年邮储银行实
现营业收入 3487.75 亿元，同比增长
1.83%；净利润 867.16 亿元，同比增长
0.34%。截至2024年末，该行资产总额
达17.08万亿元，负债总额达16.05万亿
元；不良贷款率为 0.90%，拨备覆盖率
286.15%，资产质量保持平稳可控。2025
年一季度，该行实现营业收入893.63亿
元，净利润253.62亿元。

在科技金融领域，截至2025年一季
度末，邮储银行服务的科技型企业已接近
10万户，融资余额突破6000亿元。

股权投资试点扩围

AIC是指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
主要从事银行债权转股权及配套支持业
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AIC的诞生可追溯至2016年启动的
市场化债转股改革。当年10月，国务院
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

见》，允许银行申
请设立符合
规定的新机
构开展市场

化债转股。
2017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五大国有银行
率先获批，各自设立全资AIC子公司。

此后长达八年时间，AIC牌照发放处
于停滞状态，邮储银行及股份制银行均未
能获得入场资格。

这一局面在2025年迎来转折。3月
5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
步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支持符
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起设立金融资产投
资公司，同时也支持保险资金依法合规投
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通过附属机构发行
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发行的债券或者参股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拓宽股权投资试点资金来源。

5月7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金
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明确表示，“支持
符合条件的全国性商业银行设立金融资
产投资公司，近日即将陆续批复，加大对
科创企业的投资力度。”

针对AIC股权投资试点进展，金融
监管总局透露，目前已经设立了74只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签约意向金额突破
3800亿元。

政策东风之下，AIC牌照扩容加速推
进。同日，金融监管总局正式批复同意兴
业银行筹建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银投资”），注册资本100亿
元。这一举措标志着自2017年以来AIC
牌照迎来首次扩容，兴银投资也成为股份
制银行中首家获批的AIC公司。

紧随其后，5月8日，中信银行与招商
银行接连发布公告，分别拟出资100亿
元、150亿元申设AIC。信银金融资产投
资有限公司、招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分别于5月30日、7月3日获批筹建。

邮储银行此次投资设立AIC，使其成
为今年以来第四家布局该领域的银行。

2024年9月，金融监管总局将试点范
围进一步扩大至北京、天津等18个城市，
投资金额和比例限制同步放宽，为AIC参
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开辟新路径。

2025 年 3月，政策进一步升级，将
AIC股权投资范围扩大至18个试点城市
所在省份，在原有5家大型商业银行AIC
的基础上，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起

设立AIC，并支持保险资金参与AIC股
权投资试点。

AIC八年净利翻15倍

随着最后一家国有大行的正式入
场，AIC阵营不断扩容，其功能定位也逐
渐升级。

2017年，原中国银监会在对五大行
AIC开业的批复中，明确了其初期业务范
围：突出开展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依
法依规面向合格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用
于实施债转股；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
债转股；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020年起，政策开始破冰。当年2
月，上海率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支持符合条件的
商业银行按照商业自愿原则在上海设立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试点符合条件的金融
资产投资公司在上海设立专业投资子公
司，参与开展与临港新片区建设以及长三
角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和协调发
展相关的企业重组、股权投资、直接投资
等业务。

2021年11月，原银保监会印发《关
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的指导意见》，鼓励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在业务范围内，在上海依法依规试点开展
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科技企业股权投资
业务，并在股权投资业务中建立符合早中
期科创企业投资特点的容错和激励约束
机制。同时，支持商业银行具有投资功能
的子公司、保险机构、信托公司等出资创
业投资基金、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等，为科
技企业发展提供股权融资。

从债转股到股权投资，从国有大行到
股份制银行，AIC正以市场化、专业化的姿
态，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

数据显示，自2017年成立以来，五家
银行系AIC合计净利润已由2018年末的
11.47亿元增长至2024年末的183.54亿
元，增长超15倍。

其中，工银投资2024年以47.97亿元
的净利润居首，农银投资、中银资产、建信
投资净利润均在35亿-40亿元区间，交
银投资净利润不足30亿元。

增速方面，中银资产、工银资产、农银
资产分别以35.74%、7.24%、3.98%的利润
增速，大幅领先于各自母行的增长水平。

资产规模上，工银投资、建信投资、农银
投资、中银资产、交银投资2024年末资产总
额分别达到1838.62亿元、1286.51亿元、
1250.44亿元、935.93亿元、715.34亿元。

为助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国有大行
积极把握AIC股权投资扩大试

点机遇，进一步扩展股权投资
业务，着力提升科技金融
服务质效。截至2024年
末，多家银行均实现18个

试点城市合作意向全
覆盖。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