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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信托（Trust）是一种理财方式，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制度和法律行为，同时又是一种

金融制度。信托与银行、保险、证券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信托业务是一种以信用为基

础的法律行为，一般涉及到三方面当事人，即投入信用的委托人，受信于人的受托人，以及

受益于人的受益人。  

      从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开始，中国信托业走过了30 多年的历程。信托业

务早期更像是多元投资的&ldquo;杂货铺&rdquo;，由于投资种类 多和风险偏好高，信托机构

多次出现投资失误和坏账危机，故被称为 金融机构的&ldquo;坏孩子&rdquo;。中国信托业历

史上经历了六次整顿，在此过程中 行业洗牌，格局重塑，牌照目前不足 70 家。

 信托业历史上经历了六次整顿

 

      整顿后的困境逼迫信托寻找新的商业模式。2001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信托法》

颁布实施，信托制度在中国得到正式确立；2007 年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出 台，这标志着信托业进入规范发展的时代。

      &ldquo;十一五&rdquo;以来，随着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信托公司自身管理能力的不断提

高，以及高净值人群理财需求的不断扩大，信托资产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2013年，信托

公司信托资产总规模为10.91万亿元，与2012年7.47万亿元相比，同比增长46.00%。2013年全行

业68家信托公司利润总额实现利润总额568.61亿元。2014年，信托业管理的信托资产总规模

为12.48万亿元，较一季度环比增长6.40%，较2013年末增长14.40%。

      从 2012 年底以来，外界对信托的唱衰不绝于耳，但信托业务仍在高歌猛进，信托规模保持

攀升。从规模、投向和特色三方面进行分 析。

 信托业 2010 年后利润水平保持增长

 信托业 2010 年后净资产规模保持增长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信托业市场研究与市场分析预测报告》共十三

章。首先介绍了信托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信托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

国信托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信托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

对中国信托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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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托的产生及概念

1.1.1 信托的由来

1.1.2 信托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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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4-2016年中国信托业的发展环境分析

2.1 经济环境

2.1.1 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

2.1.2 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2.1.3 2016年国民经济运行状况

2.1.4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及政策选择

2.1.5 信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2.2 政策环境

2.2.1 中国信托业的政策调控历程和法律体系

2.2.2 信托业的监管现状及未来重点分析

2.2.3 信托业重点政策法规出台实施情况

2.2.4 银监会发文禁止票据信托业务

2.2.5 四部委出台政策规范信政合作

2.2.6 资产管理新政对信托业的影响剖析

2.2.7 房地产调控新政对信托的影响透析

2.2.8 8号文件出台给银行系信托带来良机

2.2.9 信托业相关政策实施动态

2.3 金融环境

2.3.1 2014年我国金融市场运行状况分析

2.3.2 2015年我国金融市场运行状况分析

2.3.3 2016年我国金融市场运行状况

2.3.4 我国企业年金市场规模稳步增长

2.3.5 养老金市场规模及与资本市场的接轨

 

第三章 2014-2016年信托业发展分析

3.1 全球信托业的总体发展概况

3.1.1 世界信托业的演进特点剖析

3.1.2 世界各国信托业发展进程及比较

3.1.3 发达国家信托业的发展新趋势

3.1.4 全球投资信托规模情况简述

3.1.5 美国信托行业发展模式解析

3.1.6 亚洲房地产投资信托市场状况

3.1.7 日本信托行业财产规模分析

3.2 中国信托行业发展概述

  2016年二季度末，68家信托公司的信托资产规模为17.29万亿元，较同 期增加 1.42 万亿元，同

比增幅 8.95%，环比增幅仅为 4.25%。整体看， 增长放缓，增量效益贡献下滑。2015 年三季度

末甚至出现 2010 年以来 的首次季度下降。规模放缓原因在于宏观经济下行和经济结构调整背

景下，新 增信托规模增长乏力，同时存续信托资产进入兑付高峰。且 15 年三季 度，国家对

场外配资尤其是对伞形信托的清理，以及证监会要求将信 托接口转接到券商，导致不少投资



股票的信托产品被迫清盘，这也是原因之一。

 全行业信托资产规模增至 17 万亿元

 

 从结构看，集合占比升而单一占比下降。2016 年第二季度，集合资金 信托规模为 5.63 万亿元

，占总信托资产规模的比重为 32.59%，相比上 季度下降了0.42%。与之相对，单一资金信托

占比为56.06%，也比上季 度下降了 0.50%。从总体趋势上看，单一资金信托占比持续下降（

尽管在 2012 年第二季度到 2013 年第三季度出现小幅反转），而集合资金信 托和管理财产信

托占比持续上升。这表明信托公司更注重开展集合类 业务，以此降低通道类业务流失的影响

。

 集合信托占比升而单一信托占比下降

 

 从使用功能看，融资类占比下降，而主动型的信托业务占比提升。 2010 年第一季度到 2013 

年第四季度，信托行业融资类业务长期占据 &ldquo;半壁江山&rdquo;（49%以上），但自 2014

年第一季度以来该类业务占比进入 下降趋势，一度滑落至 2016 年第二季度的 23.68%；与之相

对的是，事 务管理类信托规模增速显著，该类业务占比从 2012 年第一季度的 12.50%提升

至2016年第二季度的 43.20%；同时投资类信托规模占比近 年来相对稳定，自 2011 年第二季度

超过 30%以来，一直在 33%~39%之 间小幅波动。2016 年第二季度该类业务占比达到 33.13%，

业务规模达 到 5.73 万亿元，较一季度规模增长了 3.91%。

 投资和事务管理类信托占比提升

 

3.2.1 中国信托行业的发展演化历程

3.2.2 中国信托行业的扩张轨迹分析

3.2.3 中国信托业发展逻辑的深层次分析

3.2.4 信托业务和信托公司的发展阶段

3.2.5 信托业实现快速增长的驱动因素

3.2.6 中国信托业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3.2.7 中国信托行业的转型发展分析

3.2.8 中国信托业迈入&ldquo;泛资产管理时代&rdquo;

3.3 信托产品的发展分析

3.3.1 产品设计的主要要素介绍

3.3.2 产品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3.3.3 信托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及提升策略



3.3.4 信托产品的创新途径分析

3.4 中国信托行业存在的问题

3.4.1 制约信托业快速发展的因素

3.4.2 中国信托监管市场存在极大弊端

3.4.3 中国信托业健康发展面临的阻碍

3.4.4 中国信托行业持续发展的隐患

3.4.5 信托公司发展中的主要弊病

3.4.6 信托业及信托公司面临多重挑战

3.5 中国信托行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3.5.1 我国信托业亟需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管体系

3.5.2 加快我国信托行业发展的策略

3.5.3 打造信托特色化发展模式

3.5.4 中国信托业转型发展战略探讨

3.5.5 信托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思路

 

第四章 2014-2016年中国信托业运行状况

4.1 2014年中国信托业的发展分析

4.1.1 2014年中国信托行业运营状况分析

4.1.2 2014年中国信托业发展热点透析

4.1.3 2014年各类信托产品清算规模分析

4.2 2015年中国信托业的发展分析

4.2.1 2015年信托行业运营状况

4.2.2 2015年信托市场运行状况

4.2.3 2015年信托产品发行特征分析

4.3 2016年中国信托业的发展现状

4.3.1 2016年信托行业发展形势

4.3.2 2016年信托市场运行状况

4.3.3 2016年信托市场发展特征

 

第五章 2014-2016年集合资金信托市场发展分析

5.1 集合资金信托基本概述

5.1.1 集合资金信托的定义



5.1.2 集合资金信托的种类

5.1.3 集合资金信托面临的风险

5.1.4 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主要优点

5.2 集合资金信托市场发展综述

5.2.1 中国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发展概况

5.2.2 集合资金信托的市场创新发展

5.2.3 政策利好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发展

5.3 2014-2016年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发展分析

5.3.1 2014年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发展状况

5.3.2 2015年集合资金信托市场发展状况

5.3.3 2016年集合资金信托发展分析

5.4 引导集合资金信托向产业投资基金转型

5.4.1 集合资金信托产品面临的瓶颈

5.4.2 集合资金信托转向产业基金的必要性透析

5.4.3 阻碍集合资金信托向产业基金转型的因素

5.4.4 集合资金信托向产业基金转型的保障措施

5.5 集合资金信托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5.5.1 集合资金信托发展存在的隐患

5.5.2 集合资金信托需要公开信息披露

5.5.3 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线的组合策略

 

第六章 2014-2016年其他信托产品发展分析

6.1 单一资金信托

6.1.1 单一资金信托的定义及相关介绍

6.1.2 单一资金信托发展情况回顾

6.1.3 单一资金信托结构发生变化

6.1.4 2014年单一资金信托发展情况

6.1.5 2015年单一资金信托发展情况

6.1.6 2016年单一资金信托发展情况

6.2 银行信托

6.2.1 银信合作着力创新产品

6.2.2 2014年银信合作产品发行情况



6.2.3 2015年银信合作产品发行情况

6.2.4 2016年银信合作产品发展形势

6.2.5 银信理财合作产品的法律问题剖析

6.3 房地产信托

6.3.1 房地产信托的基本介绍

6.3.2 2014年我国房地产信托业发展状况

6.3.3 2015年房地产信托业发展状况分析

6.3.4 2016年房地产信托业发展状况分析

6.3.5 中国房地产信托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6.4 保险信托

6.4.1 保险信托产品在中国大有可为

6.4.2 人寿保险信托的发展背景和现状

6.4.3 中国发展人寿保险信托的必要性分析

6.4.4 中国发展人寿保险信托的可行性分析

6.4.5 中国发展人寿保险信托的策略建议

6.5 艺术品信托

6.5.1 艺术品信托的概念解析

6.5.2 2014年我国艺术品信托市场发展情况

6.5.3 2015年我国艺术品信托市场发展情况

6.5.4 2016年我国艺术品信托市场发展态势

6.5.5 中国艺术品信托市场面临的风险隐患

6.6 矿产资源信托

6.6.1 矿产资源信托融资模式介绍

6.6.2 中国矿产资源信托市场发展分析

6.6.3 2014年中国矿产资源信托发展形势

6.6.4 2015年中国矿产资源信托发展形势

6.6.5 2016年中国矿产资源信托发展形势

6.6.6 矿产资源信托市场未来趋势分析

 

第七章 2014-2016年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分析

7.1 REITS的基本概述

7.1.1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定义



7.1.2 REITs的分类

7.1.3 REITs融资的优势分析

7.1.4 引入房地产投资信托具有重要意义

7.2 REITS运行状况分析

7.2.1 国外REITs市场发展近况

7.2.2 亚太地区REITs市场表现出色

7.2.3 我国REITs发展进程概述

7.2.4 REITs是我国解决保障房发展机制的新选择

7.3 中国REITS的运作模式探索

7.3.1 国外REITs运行模式分析

7.3.2 国内基本运行模式选择

7.3.3 本土REITs的整体运行框架

7.3.4 国内REITs的组建

7.4 REITS面临的主要风险

7.4.1 赔偿责任风险

7.4.2 项目风险

7.4.3 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

7.4.4 自身运行模式风险

7.4.5 流动性风险

7.4.6 房地产行业风险

7.5 中国房地产信托投资的问题与对策

7.5.1 制约本土REITs发展的瓶颈

7.5.2 现阶段中国REITs发展面临的难题

7.5.3 中国REITs市场的国情选择

7.5.4 为REITs构建良好的运行平台

 

第八章 2014-2016年主要地区信托业的发展

8.1 2014-2016年华东地区信托业的发展

8.1.1 江苏省

8.1.2 浙江省

8.1.3 上海市

8.2 2014-2016年华北地区信托业的发展



8.2.1 北京市

8.2.2 天津市

8.2.3 河北省

8.3 2014-2016年中南地区信托业的发展

8.3.1 湖北省

8.3.2 湖南省

8.3.3 广州市

8.3.4 深圳市

8.4 2014-2016年东北地区信托业的发展

8.4.1 沈阳市

8.4.2 哈尔滨市

8.4.3 吉林省

 

第九章 2014-2016年重点信托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1 安信信托

9.1.1 企业发展概况

9.1.2 经营效益分析

9.1.3 业务经营分析

9.1.4 财务状况分析

9.1.5 未来前景展望

9.2 陕国投

9.2.1 企业发展概况

9.2.2 经营效益分析

9.2.3 业务经营分析

9.2.4 财务状况分析

9.2.5 未来前景展望

9.3 中信信托

9.3.1 企业发展概况

9.3.2 2014年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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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2016年我国信托机构间的竞争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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