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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转型+业务创新 期货公司各显神通谋出路

证券时报记者 陈冬生

2017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推

进，期货行业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本源，行

业发展从注重规模增长到更加注重质量提

升，目前正处在转型创新关键阶段。

在外部环境不支持全面迅猛发展时，一批

期货公司各显神通，探索转型以及业务创

新，寻找新的出路。

推进创新业务发展

2017年，国内商品期权实现零突破，场

外业务爆发式发展，一些期货公司在创新

业务上抢占先机。

华泰期货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华

泰期货在推进创新发展中取得突破。公司

的客户权益、资产管理规模始终保持行业

前列，尤其是场外期权业务继续领跑，市

场占有率超过60%，稳居行业第一；完成

增资6亿元，净资本达到25亿元，资本实

力跃居行业前列；行业内率先设立了第二

家风险管理子公司，两家子公司围绕各自

特色谋求业务模式创新和突破，实现差异

化发展。

五矿经易期货相关负责人表示，2017

年，旗下风险管理子公司有效促进仓单业

务、基差业务等优势基础业务扩大规模，

2017年末还取得了上交所镍做市商的资

格，助力创新业务开拓新领域。已经成长

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

司之一。

该负责人称，五矿经易期货场外期权业务

也步入正轨,自主研发的场外期权交易系统

也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得到及时调整和完

善。同时“保险+期货”业务也得到了有

效开展，积极参与交易所天然橡胶、白糖

等项目，实现专业化精准扶贫。

资管转型谋新出路

2016年下半年以来，资管行业监管新规

频出，经营环境出现巨变。资管业务深受

影响，特别是通道业务萎缩带来的影响较

大。

五矿经易期货相关负责人称，针对行业日

趋严苛的监管环境，公司持续强化资管业

务的合规管理能力；提升主动管理能力，

坚持以投研交易能力作为资管业务核心竞

争力；同时多方拓展资金渠道和合作投

顾，夯实与其他金融机构等的合作伙伴关

系，推动FOF（基金中的基金）产品的落

地；在现有资管产品的基础上主动获取各

类资质，增加产品投向，增强资管业务盈

利能力。

中期协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期货公司

资产管理产品数据呈现出结构化产品缩

减、业务风险降低、业务合规水平提升、

主动管理能力提高等特点，期货公司资管

业务的业务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棉花“保险+期货+银行”精准扶贫

项目试点结项

本报讯 “政策真是好，我们的日

子也一天比一天好！”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五十一团五连的棉花种植户

苏莱曼·买买提拿着刚领到的

2270元赔付金，心情非常激动。

12月27日，在新疆喀什地区图木

舒克市农三师五十一团五连，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棉麻公司举行了兵团

棉花价格“保险+期货+银行”精

准扶贫试点项目赔付仪式。隆冬的

天气虽然寒冷，但是像苏莱曼·买

买提一样领到赔付金的棉花种植户

们心里却是暖暖的。

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这一试点项

目由郑商所支持，建信期货、建行

新疆自治区分行和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办。今年年

初，为了发挥建行集团综合服务优

势，更好地帮助农户规避风险、持

续发展，建信期货与建行新疆自治

区分行紧密合作，联合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棉麻公司，共同制定项目方

案，最终凭借“保险+期货+银

行”的综合性帮扶方案，顺利通过

郑商所2017年棉花“保险+期货”

项目试点立项评审。

项目参保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

师五十一团是以少数民族农户为主

的贫困团场，投保的584户棉农均

为维吾尔族农户，投保棉花

1000吨，面积8510.1亩，保险金

额1580万元，保险期限为2017年

9月至12月。项目设计对棉农的赔

付采价挂钩郑商所棉花期货

1801合约，如果到期赔付采价低

于15800元/吨的保险价格，差额

部分将赔付给农户。

9月份农户投保后，棉花期货价格

一路走低，最高时每吨下跌超过

1200元，但投保的农户并未遭受

价格下跌的损失。建信期货利用棉

花期货对价格下跌风险进行了对冲

操作，不仅确保了棉农利益不受损

失，而且还产生了一定的收益。最

终，584户棉农领到了82.7万元保

险赔付，户均赔付1416元，占到

当地农户人均年收入的18%。

本次“保险+期货+银行”项目试

点的圆满结项，得益于建行集团综

合化金融协同服务优势的充分发

挥。建行新疆自治区分行和建信期

货团队除了为项目提供基础的价格

保障服务之外，还利用“裕农通”

系列普惠金融产品，为投保农户优

先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增强了项目

特色。 

棉花“保险+期货+银行”精准扶贫

项目试点结项

“保险+期货”支农惠农范围

明显扩大

从2014年、2015年的初步试验成功到2016年、2017年连

续两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保险+期货”模式在支农

惠农和助力精准扶贫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2017年，随着这一模式在多品种、多试点铺开，并不断

总结完善，期货市场服务农业实体的深度和广度空前。

该模式最早起源于2014年大商所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大

豆、玉米场外期权试点。2015年，在场外期权试点的基

础上，大商所引入保险公司，首创“保险+期货”模式。

2016年，大商所开展了12个“保险+期货”试点项目，支

持资金2000多万元，为4000多户农民提供价格保险服

务。2017年，大商所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数量和支持

力度，开展32个试点项目，支持资金6000多万元。在试

点范围扩大的同时，试点模式也不断创新，2017年大商

所在价格险的基础上推出收入险，其中32个试点中有9个

是收入险试点。

郑商所支持的“保险+期货”试点项目也不断开花结果。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郑商所从2016年开始选取白

糖、棉花两个品种开始“保险+期货”试点建设，当年共

顺利完成6个试点，支持资金425.2万元；2017年，郑商

所进一步扩大试点规模，共开展24个试点项目，其中白糖

16个、棉花8个，覆盖5个省区，14个国家级贫困县，支持

资金总额达2000万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