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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24 年，我国经济金融政策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大文章”为核

心框架，推动财富管理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政策层面聚焦科技金融、绿色金

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与数字金融五大领域，强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

导金融机构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培育。风险防范方面，采

取地方债务置换、房企融资协调及中小金融机构改革等措施，进一步释放债务风

险；同时对外坚决防范汇率风险，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工作，让投资者吃下定

心丸。资本市场方面，新“国九条”强调中长期资金入市与投资者保护，推动 REITs

及权益类产品良性发展，为财富管理行业优化产品结构提供新工具。数字化转型

则成为行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引擎，头部机构通过智能投顾、全生命周期账户管理

体系及金融科技生态重塑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普惠性与精准性。上述政策和举措

为财富管理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实现普惠共享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4 年，中国财富管理行业持续遭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波动冲击，

面临客户风险偏好转变、投资结构调整、投资需求复杂化等多方面挑战，行业呈

现出“银行主导地位稳固、券商触底复苏、公募基金承压、第三方机构韧性凸显”

的竞争格局。与此同时，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迭代，

各行各业聚焦数字科技革命，全球财富管理行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商业银行依托

金融科技打造智能投研与精准营销体系，券商聚焦数字化投顾平台建设，第三方

机构借力大模型优化智能服务体验，行业正经历从“产品驱动”向“科技+服务

驱动”的范式转变。为更好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抓住科技发展浪潮带来的

机遇，中国财富管理行业需要加快推进数字化、科技化、智能化，大力发展数字

金融，充分利用前沿科技赋能行业发展。未来一段时间内，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

将成为各类财富管理机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 

本报告基于 2024 年末数据，对中国开展财富管理业务的不同类型机构的公

募财富管理产品（非现金类）保有规模（简称“财富管理规模”）指数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第一，银行持续引领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在 100 强的机构中有 62

家银行，前 20 名中有 19 家银行，前 10 名中有 9 家银行，尤其以招商银行为代

表的头部机构优势显著。对比 2023 年末数据，100 强榜单中先是新增 6 家城商

行和农商行，但随后又有 4家退出，显示地方银行在财富管理行业的影响力进一

步提升的同时，其财富管理能力仍有待强化；地方银行要发挥自身专业化的特色，

因地制宜地开发新产品与精准服务，以提升其在中国财富管理行业中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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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券商的财富管理产品保有规模和市占率趋于回暖。对比 2023 年末数据，

100强榜单中增加了方正证券与光大证券两家券商，其中国金证券先退出后进入。

并且受市场环境和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2024年末，券商整体业绩、财富管理规

模和市场占有率等多项指标较 2024 年上半年均出现了明显好转，调整了上半年

的下行趋势。未来，券商财富管理市场的发展仍可能受经济环境的影响而波动，

但头部券商凭借其出色的综合实力，行业地位已经稳固。第三，公募基金公司上

榜数量较少（只有 4 家，均为头部机构），且其增长动能较弱。各公司应把握当

前机遇，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创新产品、提升投研能力、加快数

字化转型，在高净值客户挖掘、直销渠道客户福利提升等方面取得突破。第四，

第三方机构在财富管理行业的地位相对稳固，上榜名单与 2024 年上半年相比维

持不变。虽然第三方机构财富管理规模指数的平均值持续上升，仍然位列各类型

机构的指数平均值第一名，但内部分化明显。头部互联网企业，依托技术能力，

在专业服务便捷性、普惠性和交互体验性方面具有较强竞争优势，同时具有更广

泛的客户触达优势；而中小机构的竞争格局尚不明朗，迫切需要多方面的战略变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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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财富管理行业概述 

财富管理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中国人民银行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发布

的《金融从业规范 财富管理》将其定义为：财富管理即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周

期，在财富的创造、保有和传承过程中，通过一系列金融与非金融的规划与服务，

构建个人、家庭、家族与企业的系统性安排，实现财富创造、保护、传承、再创

造的良性循环。全方位的财富管理包括财富管理产品、保险规划、资产配置、退

休规划、法律风险规划、税务筹划、不动产投资规划、收藏品规划以及家族财富

传承等，其中财富管理产品主要包括投资产品（股票、基金、债券、资产管理产

品等）和保险产品（人身保险、财产保险、理财保险三类），涉及行业机构大致

可分为商业银行（后文简称“银行”）、证券公司（后文简称“券商”）、公募基金

公司、保险公司和新兴的第三方机构。 

财富管理以客户为中心，从客户需求出发提供服务。由于各类金融机构在资

金端、投研能力、客户资源、销售渠道、产品发行、人才团队、业务协同等方面

各具差异，因此在发展财富管理不同业务上各有优劣，在竞争与合作中也将共生

共荣。各类财富管理机构构成了财富管理行业生态链的主体，不同机构之间虽然

在重叠的领域竞争，但在互补的领域也存在着合作。 

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资金融通模式发生改变，居民理财需求

迅猛增长，财富管理行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行业竞争格局将逐渐清晰。据麦肯

锡全球财富数据库统计，中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规模在 2013-2022 年间的年均复

合增长率达到 13%，预计未来十年仍将保持年均 9%的高速增长；同时，中国居民

的投资结构持续调整，长期看权益等高风险产品的需求呈现上升趋势，复杂产品

需求旺盛；此外，中国个人投资者在财富管理方面的专业性相对较低，投资理性

程度低，需求和风险偏好分化明显，需要投资教育和专业的投顾服务。可以看到，

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且当前面临重要的发展窗口期。在财富

管理行业数字化和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背景下，财富管理行业全链条将

迎来大变革，各类机构的优势和特色将更突出，竞合关系将持续变动和深化，形

成财富管理行业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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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24 年末财富管理机构公募类产品（非现
金）保有规模指数 

2.1 分析口径与定位 

中国财富管理机构公募类产品保有规模指数榜单对我国财富管理机构按期

末公募类产品（非现金类）保有规模进行排名。公募类产品（非现金类）目前包

括银行理财产品（非现金管理类）以及非货币公募基金。上述公募类理财产品均

具有低门槛、净值化等特点。 

本榜单定位主要包含四点：第一，这是一个普惠性的财富管理的榜单，因此

仅包括低门槛的公募资管产品，而不包括私募基金、信托和基金专户等相对高门

槛产品；第二，这是一个强调财富管理类服务的榜单，因此不包含近似无风险和

弱服务需求的现金管理类银行理财和货币型公募基金；第三，这是一个评判综合

销售服务能力的榜单，因此包括该财富管理机构自销内部资管产品和代销外部资

管产品的保有量；第四，这是一个全面囊括不同类别机构的榜单，因此包括了从

事零售和机构业务的不同类型机构。 

本报告中的财富管理聚焦普惠型财富管理服务，即选择具有低门槛、净值化

等相似点的银行理财产品（非现金管理类）以及非货币公募基金的保有量规模。

由于财富管理业务正在从卖方服务向买方服务转型，对机构来说，客户信任和客

户粘性是财富管理机构溢价能力的重要来源，关注保有量意味着以客户为中心，

通过高频交互、专业服务和长期陪伴帮助客户以更大概率获取正收益，这也将强

化财富管理机构与客户的合作关系。财富管理的保有量反映了机构的投资研究、

管理等能力，因此我们把它作为关注的指标。 

 

公募财富管理产品（非现金类）保有规模=银行理财产品（非现金管理类）

保有规模+公募基金（非货币类）保有规模 

 

机构保有规模呈现一定程度的头部聚集效应，规模的对数与排名（1，2...100）

呈一定的线性关系。为了让机构的得分代表规模的相对大小，同时避免披露所有

机构的非现金公募产品具体保有规模，我们通过一种非线性转换方式（齐夫定律

构造法）将保有规模指数化，保有规模越大，指数越高。保有规模指数可直接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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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反映各机构的保有规模差异和相对排序。具体做法是：①规模取对数，

得到变量 A；②经过线性变化，得到变量 B；③B经过指数函数变换得到指数值；

④前 20名指数值加一个微小扰动项，防止反推所有机构的规模。虚拟最高值 500、

最低值 60。本质含义是指数值的对数是机构保有规模对数的线性函数。 

 

2.2 2024年业内机构公募财富管理产品（非现金类）保有规模指数 100强 

根据上述口径与方法，相关分析涉及到的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

金公司、保险公司、第三方机构。其中，商业银行的数据对应其代销其他机构产

品和代销旗下理财公司产品的保有规模，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第三方机构的数

据对应其代销的公募基金产品的保有规模，基金公司的数据对应其直销的公募基

金产品的保有规模。基础数据来自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金牛资产管理研究

中心、道乐研究院。 

从 2024 年末公募财富管理产品（非现金类）保有规模指数（简称“财富管

理规模指数”）100 强机构来看，银行有 62 家，比 2024 年上半年减少 3 家，其

中排名第一的招商银行指数值达到 514.23；券商有 21 家，比 2024 年上半年增

加 3 家（国金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第三方机构有 12 家，与 2024 年上

半年持平；公募基金数量有 4 家，与 2024 年上半年持平。由此可见，银行在财

富管理行业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机构则起到有益补充作用，其中券商得

益于 2024 年下半年的股市行情暴涨和一系列政策红利，其头部机构的财富管理

规模和指数值快速增长。 

从指数结果来看，100家机构财富管理规模指数总体水平有所上升，显示各

类机构财富管理能力整体持续提升。100 家机构的指数平均值为 223.10，较 2024

年上半年的 218.59 上升 2.06%，中位数为 176.44，较 2024 年上半年的 164.99

上升 6.94%。指数在 400 以上的机构有 14 家，与 2024 年上半年相比增加 2 家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位于 100-200 区间的机构有 56 家，比

2024年上半年减少 4家；位于 300-400、200-300 区间内的公司分别有 9家、2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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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4 年业内机构公募财富管理产品（非现金类）保有规模指数 100 强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金牛资产管理研究中心、道乐研究院

机构名称 指数值 2024 年

末排名 

机构名称 指数值 2024 年

末排名 

机构名称 

 

指数值 2024 年

末排名 

机构名称 指数值 2024 年

末排名 

招商银行  514.23  1 渤海银行  267.23  26 天津银行  171.97  51 汇添富基金管理  139.74  76 

兴业银行  485.26  2 恒丰银行  264.82  27 大连银行  167.07  52 汉口银行  135.02  77 

中国工商银行  466.60  3 华泰证券  261.22  28 海通证券  165.88  53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134.81  78 

中国银行  464.90  4 广发银行  258.76  29 温州银行  163.78  54 长沙银行  134.07  79 

中信银行  462.99  5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253.49  30 桂林银行  162.15  55 汇丰银行（中国）  133.19  80 

中国建设银行  458.05  6 浙商银行  247.33  31 中原银行  160.53  56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  132.30  81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  452.05  7 中国人寿保险  246.64  32 广州银行  160.02  57 广发基金管理  130.91  82 

中国农业银行  445.94  8 广发证券  237.57  33 兴业证券  159.91  58 郑州银行  128.11  83 

中国光大银行  439.49  9 徽商银行  237.54  34 国金证券  157.89  59 国投证券  125.41  84 

交通银行  427.50  10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  236.80  35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  157.54  60 盛京银行  121.46  85 

平安银行  412.57  11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  233.89  36 苏州银行  155.11  61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  120.41  8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411.60  12 青岛银行  229.55  37 齐鲁银行  154.45  62 威海市商业银行  118.98  8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404.92  13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226.66  38 贵阳银行  153.82  63 华夏基金管理  118.48  88 

中国民生银行  401.49  14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  219.17  39 成都银行  153.60  64 长江证券  116.59  89 

华夏银行  380.51  15 招商证券  212.53  40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  153.33  65 龙江银行  114.17  90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  370.31  16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  212.16  41 易方达基金管理  153.15  66 哈尔滨银行  111.96  91 

江苏银行  364.62  17 国泰君安证券  207.52  42 申万宏源证券  151.33  67 晋商银行  111.80  92 

宁波银行  353.28  18 中信建投证券  204.55  43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150.35  68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111.59  93 

南京银行  347.43  19 中国银河证券  200.00  44 吉林银行  146.22  69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111.33  94 

杭州银行  319.48  20 平安证券  194.31  45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

行 

 145.99  70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111.09  95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  312.21  21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  191.21  46 重庆银行  145.93  71 九江银行  110.51  96 

北京银行  308.42  22 东方财富证券  189.79  47 长安银行  144.53  72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110.15  97 

上海银行  301.35  23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  185.86  48 兰州银行  141.62  73 方正证券  110.07  98 

中信证券  281.12  24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  184.14  49 东方证券  140.78  74 光大证券  107.09  99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  279.12  25 国信证券  180.91  50 中泰证券  140.16  75 广西北部湾银行  104.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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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4 年末业内机构公募财富管理产品（非现金类）保有规模指数 100 强类型 

机构类型 2024H1 公司数量（家） 2024 末公司数量（家） 数量变化 

银行 65 62 ↓ 
券商 18 21 ↑ 

第三方机构 12 12 - 
保险 1 1 - 

公募基金 4 4 - 
 

表 3  100 强机构指数值分布 

指数值区间 2024H1 公司数量（家） 2024 末公司数量（家） 

400及以上 12 14 
300-400 10 9 
200-300 18 21 
100-200 60 56 

 

表 4  各类型机构指数平均值 

机构类型 2024H1 指数平均值 2024 末指数平均值 

保险 229.38  246.64  
第三方机构 239.60 245.84  

银行 232.84 239.40  
券商 172.49  177.56  

公募基金 128.75  135.57 
 

100

130

160

190

220

250

2021H2 2022H1 2022H2 2023H1 2023H2 2024H1 2024H2
财富管理规模指数100强 银行 券商 公募基金 第三方机构 保险

图 1  2021H2-2024H2 不同财富管理机构指数平均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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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类金融机构在客户资源、销售渠道、投研能力、人才团队、业务协同

等方面各具差异，因此在发展财富管理业务上各有优劣势。从不同机构的财富管

理规模指数平均值来看，在银行、券商、公募基金和第三方机构四大上榜的主要

机构类型中，第三方机构为 245.87，在所有机构中依然排名第一；其次为银行，

平均值为 239.40；券商、公募基金的指数平均值分别为 177.56、136.22。上榜

的保险公司仍然只有中国人寿保险 1 家，其财富管理规模指数达到 246.64，超

过上榜第三方机构的指数平均值。2024 年末五类机构中有四类机构的指数平均

值相较上半年提升，其中保险公司的提升幅度最大，达到 7.52%，银行、券商和

第三方的指数平均值上升幅度相对较小，分别为 2.82%、2.94%、2.60%。指数排

名前十机构仍然是 9家银行和 1家第三方机构（蚂蚁基金销售）。 

从 2021年末至 2024年末共 7 期的财富管理机构指数平均值变化看，不同类

型机构的财富管理规模指数平均值的发展趋势各有不同。具体而言，100强机构

指数平均值、银行指数平均值和第三方机构指数平均值波动较小，在 7 期内均保

持相对高位。其中第三方机构的指数平均值连续 5 期位列各类财富管理机构第

一，而银行的指数平均值则连续 5期位列第二。保险公司的指数平均值仍持续高

速增长，当前已经接近第三方机构和银行的指数平均值水平，但上榜机构仍只有

1家；券商的指数平均值在 7期内总体呈上升趋势，2024年末指数平均值相比上

一期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实现止跌并增长至略高于 2023 年末的水平；公募基

金公司的指数平均值由降转升。 

进一步地，从绝对规模来看，2024年末公募财富管理产品（非现金类）保有

规模前 15 位的机构中有 14 家银行（见表 5），另外一家为第三方机构（蚂蚁基

金销售），名单和排名与上半年基本保持一致。与 2024年上半年相比，各家机构

的财富管理规模快速上升，平均规模增幅为 7.66%，其中平安银行和交通银行规

模增速最快，分别达到 12.86%和 10.00%。在 15家机构中，招商银行以 29433亿

元保持总规模排名第一，兴业银行（21162 亿元）、中国工商银行（17143 亿元）

保持排名第二、三位；在非货银行理财保有规模指标中，招商银行以 19929 亿元

保有规模排在第一位，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分别以 16473亿元、14864 亿元排在

第二、三位；在非货币类公募基金保有规模指标中，蚂蚁基金销售以 14529 亿元

保有规模排在第一位，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分别以 9504 亿元、4689亿元排在第

二、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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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4 年末公募财富管理产品（非现金类）各机构保有规模 TOP15 

机构名称 

2024H1 非

货理财保

有规模(亿
元) 

2024H2 非

货理财保

有规模(亿
元) 

2024H1 非货

币市场基金

保有规模(亿
元) 

2024H2 非货

币市场基金

保有规模(亿
元) 

2024H1 总

计（亿元） 
2024H2 总

计（亿元） 
规模 
增幅 

2024H1
排名 

2024H2
排名 

排名

增减 

招商银行 19732 19929 8620 9504 28352 29433 3.81% 1 1 - 
兴业银行 14876 16473 4627 4689 19503 21162 8.51% 2 2 - 

中国工商银行 11648 12456 4522 4687 16170 17143 6.02% 3 3 - 
中国银行 14482 12769 1286 4024 15768 16793 8.42% 5 4 - 
中信银行 11625 14864 3863 1529 15488 16393 3.96% 4 5 - 

中国建设银行 11242 12040 3375 3459 14617 15499 6.03% 6 6 -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 - - 13512 14529 13512 14529 7.53% 7 7 - 

中国农业银行 10923 11853 1684 1710 12607 13563 7.59% 8 8 - 
中国光大银行 11422 12073 550 521 11972 12594 5.20% 9 9 - 
交通银行 8000 9041 1989 1947 9989 10988 10.00% 10 10 - 
平安银行 5637 6568 2581 2707 8218 9275 12.86% 12 11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7394 8199 987 981 8381 9180 9.54% 11 12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6207 6510 1576 1987 7783 8497 9.17% 13 13 - 
中国民生银行 6594 7364 852 813 7446 8177 9.82% 14 14 - 
华夏银行 5853 6216 196 223 6049 6439 6.44% 15 15 -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金牛资产管理研究中心、道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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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财富管理服务特征与发展趋势 

2024 年末，开展财富管理服务的各类机构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呈现出较大的

差异。其中，银行在财富管理行业的规模仍占据主导地位，多家头部银行保持长

期稳健增长势头，持续引领行业发展；券商在 2024年末财富管理规模大幅扩张，

基本回归长期增长趋势，与上半年报告中趋势分析结论一致；公募基金公司财富

管理规模在低位恢复增长；第三方机构的高速发展势头则在 2024 年下半年出现

放缓，需要加大对高净值客户的挖掘、提升直销渠道客户福利、并推出更多创新

型产品。 

3.1 银行：持续引领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 

2024年下半年公募财富管理产品（非现金类）保有规模指数 100强中，银行

共有 62 家，较 2024 年上半年减少三家，其中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湖北银

行、西安银行、珠海华润银行退出；汇丰银行进入。具体来看，指数值在 400及

以上的有 13 家，比上半年增加 2 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在

300-400之间的有 7家、200-300之间的有 8家、100-200之间的银行数量最多，

有 34 家。由于指数值在 400 以上的银行数量扩张，并且平均增长 1.55%；指数

值在400以下的银行数量减少，最终2024年下半年银行的指数平均值达到239.40，

较上半年的 232.84 提升 2.82%。 

在指数值大于等于 400 以上的银行中，中国银行超越中信银行成为第 4 名；

平安银行超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为第 11 名，其它银行的排名未变，这一情况

与上半年基本一致，说明银行业财富管理的竞争格局已经趋于稳定；招商银行及

国有大行凭借其出色的综合实力与财富管理优势，继续名列前茅。2024 年上半

年，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西安银行进入 100 强行列，但下半年随之退出，说

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其业务经营并不稳定，核心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对于此类地方性的城商行和农商行，要发挥自身专业化的特色，因地制宜的开发

新产品与精准服务，以提升其在中国财富管理行业中的综合实力。 

表 6  银行指数值分布 

指数值区间 2024H1 公司数量（家） 2024年末公司数量（家） 

400 及以上 11 13 

300-400 8 7 

200-300 9 8 

100-200 3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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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指数值大于或等于 400的银行及指数值 

   

表 7 指数值大于或等于 400 的银行指数值和排名变化情况 

机构 
2024 年 H1

指数值 

2024 年 H2

指数值 
增长率 

2024年

H1排名 

2024年

H2排名 

排名

变动 

招商银行 510.90  514.23  0.65% 1 1 - 

兴业银行 478.26  485.26  1.46% 2 2 - 

中国工商银行 461.53  466.60  1.10% 3 3 - 

中国银行 457.68  464.90  1.58% 5 4 ↑ 

中信银行 459.17  462.99  0.83% 4 5 ↓ 

中国建设银行 452.82  458.05  1.15% 6 6 - 

中国农业银行 439.67  445.94  1.43% 8 8 - 

中国光大银行 434.99  439.49  1.04% 9 9 - 

交通银行 419.06  427.50  2.01% 10 10 - 

平安银行 402.02  412.57  2.62% 12 11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403.62  411.60  1.98% 11 12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397.16  404.92  1.95% 13 13 - 

中国民生银行 393.05  401.49  2.15% 14 14 - 

 

2024年银行业财富管理规模进一步扩大、结构不断优化。根据《中国银行业

理财市场年度报告（2024年）》的数据，2024 年末，银行财富管理产品存续规模

为 29.95 万亿元，较去年末增加 6.43%；其中上半年规模增量 1.72 万亿，占比

514.23 
485.26 466.60 464.90 462.99 458.05 445.94 439.49 427.50 412.57 411.60 404.92 401.49 

 -

 100

 200

 300

 4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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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同时，2024 年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达到 2.65%，较去年同期增长

1.69%；杠杆率为 107.14%，较去年同期下降 1.17%。这表明银行财富管理规模增

长的同时，创收能力同步提升、风险水平稳步下降；但相比于 2024 年上半年，

2.80%的平均收益率与 107.04%的杆杆率，与市场利率下行趋势一致。 

从银行理财产品的结构类型看，截止 2024年末公募理财展品存续规模 28.43

万亿元，占比 94.92%；固收类产品作为银行财富管理的主流产品，2024 年其存

续规模稳步增长，占比达到 97.33%；混合类、权益类、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

的保有规模比例进一步下降。这说明，在收入与财富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居民为

应对不确定性冲击与货币保值需要，更倾向于风险性较小的稳健保守型产品，尤

其是银行理财产品。但是，前文数据也表明，银行业财富管理内部呈现出分化格

局，头部银行通过优化资产配置、巩固高净值客户优势，其市场规模持续扩张；

而中小型银行业务承压，迫切需要创新变革，如借助区域需要、本地政务、供应

链金融等深耕下沉市场。 

综上所述，2024 年我国银行业继续扮演财富管理市场中的关键角色，在市

场份额上显著领先。随着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善与居民收入增长，市场也必然增加

对财富管理的个性化需求；通过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银行将进一

步扩大自身优势，继续引领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 

3.2 券商：公募财富管理产品保有规模和市占率回暖 

在 2024 年末公募财富管理产品（非现金类）保有规模指数 100 强中，共有

21家券商，其中下半年新增国金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具体来看，指数值

在 100-200区间内的机构最多，有 14 家，较 2024年上半年减少 1家，且各家机

构指数值的差距较小；指数值在 200以上的有 7家，比 2024年上半年增加 4家。 

2024 年末券商的指数平均值从上半年的 172.49 增长 2.94%，达到 177.56，

略高于 2023 年底的 176.94，但仍显著低于银行。其中，排在前 10 名的券商分

别为中信证券、华泰证券、广发证券、招商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

中国银河证券、平安证券、东方财富证券和中国中金财富证券，相较于 2024 年

上半年的业内排名总体显著上升。并且，总榜排名靠后的券商提升位次相对更大，

例如上期总榜排名在后 50位的海通证券和长江证券在 2024年末排名提升 12位，

国投证券提升 10 位。 

2024 年末，券商前 10 名的财富管理规模指数较 2024 年上半年普遍上升，

指数平均增长率达到 7.66%，其中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和东方财富

证券的指数值上升幅度分别为 12.29%、12.00%、11.06%；而头部券商相对稳定，

中信证券、华泰证券、广发证券的指数值增长率分别为 4.37%、3.72%和 4.77%，

符合券商总体的排名变化。这说明，在经过 2024 上半年的产品保有规模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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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率收缩后，券商的公募财富管理产品重新获得市场青睐，尤其是中小规模券

商具有更大的提升空间，从而其整体市场占有率显著增长。 

表 8 券商指数值分布 

指数值区间 2024H1 公司数量（家） 2024 年末公司数量（家） 

200-300  3 7 

100-200  15 14 

 

  

图 3 排名前 10 券商指数值 

 

表 9 排名前 10 家券商指数值和排名变化情况 

机构 
2024 年 H1 指

数值 

2024 年 H2 指

数值 
增长率 

2024 年

H1 排名 

2024 年

H2 排名 

排名

变动 

中信证券 269.35 281.12  4.37% 25 24 ↑ 

华泰证券 251.85 261.22  3.72% 28 28 - 

广发证券 226.76 237.57  4.77% 35 33 ↑ 

招商证券 199.79 212.53  6.38% 41 40 ↑ 

国泰君安证券 185.28 207.52  12.00% 45 42 ↑ 

中信建投证券 193.75 204.55  5.57% 43 43 - 

281.12 
261.22 

237.57 
212.53 207.52 204.55 200.00 194.31 189.79 184.14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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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 184.39 200.00  8.47% 46 44 ↑ 

平安证券 179.99 194.31  7.96% 47 45 ↑ 

东方财富证券 170.89 189.79  11.06% 48 47 ↑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 163.99  184.14  12.29% 53 49 ↑ 

 

2024年末，券商整体业绩、财富管理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均明显上升，未来将

迅速回归长期扩张趋势。一方面，我国证券行业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强强联

合”的时代到来，年内已产生 6 起 12 家并购案例，头部券商的综合实力和发展

潜力显著提升。另一方面，2024 年 9 月我国政府出台多项大规模刺激政策，为

我国资本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近乎扭转民众和金融机构对于市场的预期，A股

市场连续多天大涨；加之下半年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和市场环境将逐渐回暖，有利

于券商充分发挥其财富管理特点与优势，为客户提供更多优质的高回报率产品。 

然而，正如麦肯锡、毕马威等咨询公司对于中国证券业发展趋势的判断，2025

年仍是证券行业整合与转型的关键之年。美国新一任总统特朗普的上台为全球经

济金融环境带来了极高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源于特朗普非常规的执政风格与政策

倾向，也有相当的美国两党矛盾激化的因素，两者间相互强化。当前，美国政府

通过非理性的关税政策变动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巨震，并持续埋下其他方面的隐

患。因此，我国证券行业在 2025 年很可能由于受到国内外政策变动影响经济基

本面和金融市场而再次受到剧烈冲击，且未来几年内都将持续处于类似的不利处

境中。为应对相关挑战，证券行业需要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调整高度依赖资本

市场表现的传统业务占比，提升培育“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支持供应链构建

与稳定性维护以及促进区域发展的能力；推动业内整合进程，降低业内同质化程

度过高导致不必要的竞争以及中小证券公司的风险问题，切实提升大型证券公司

的综合实力和差异化特色化服务水平；可在财富管理领域持续发力，加强财富管

理业务和传统投行业务的联动。 

3.3 公募基金公司：需进一步挖掘行业特点、发挥行业优势 

2024年末公募财富管理产品（非现金类）保有规模指数 100 强中，公募基金

公司指数平均值为 136.22，与 2024年上半年持平；并且根据指数高低，仍只有

易方达基金、汇添富基金、广发基金、华夏基金 4 家；其财富管理规模指数值仍

位于 100-200之间，但总榜排名略有上升。由于公募基金公司财富管理规模和指

数基于其财富管理产品（非现金类）的直销数据计算，因此公募基金公司排名的

上升趋势体现了其直销业务的相对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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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上榜 4 家公募基金公司指数值分布 

 

 

图 4 上榜 4 家公募基金公司指数值 

表 11 公募基金公司指数值和排名变化情况 

机构 
2024 年 H1

指数值 

2024 年 H2

指数值 
增长率 

2024年

H1排名 

2024年

H2排名 

排名

变动 

易方达基金 145.82 153.15 5.03% 68 66 ↑ 

汇添富基金 135.44 139.74 3.17% 76 76 - 

广发基金 123.66 130.91 5.86% 84 82 ↑ 

华夏基金 110.07 118.48 7.64% 95 88 ↑ 

 

纵观 2024 年全年，上半年公募基金公司的财富管理规模指数平均值下降

5.07%，且前 100 名中上榜数量减少 3 家；下半年其财富管理规模指数与相对排

名略有上升，全年呈现出区间内震荡的状态，但下降趋势并未得到完全逆转，尚

存在三方面的挑战可能会影响公募基金公司的财富管理规模。 

一是当前全球及国内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市场的风险偏好趋于保守，公募基

金公司的直销客户可能转向风险更低的银行理财，银行机构急速上升的非货币理

财产品保有规模和增长率印证了这一点；并且保险、养老金等机构资金偏好工具

化产品，导致主动管理型基金规模萎缩。二是公募基金公司直销渠道相对于代销

渠道竞争力不足，导致其对客户数据与需求洞察能力薄弱，难以保持客户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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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投研能力和产品收益不佳，多数中小基金数字化建设滞后、代销渠道侵蚀利

润，且面临费率压缩和政策冲击问题，行业内卷加剧。虽然头部公募基金公司也

推出了自己的互联网销售平台，例如手机 APP，但这些渠道或应用可以选择的基

金仅限于该公司自己的产品，且功能有限。这说明在财富管理市场激烈竞争、经

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公募基金公司亟需战略变革，以提升其市场占有

率。展望未来，公募基金公司需通过创新产品、提升投研能力、深化数字化转型

及合规经营应对挑战，尤其在可以尝试被动投资、养老金融等领域深度挖掘新的

增长点。具体可总结为如下方向：一是产品创新与差异化布局，可开发 ESG、科

技主题等创新型产品，满足多元需求。二是强化投研与数字化转型，提升投研能

力，尤其是权益类资产的主动管理能力。三是深化买方投顾模式，从“销售导向”

转向“服务导向”，提供全生命周期财富管理服务，增强客户黏性。四是拓展机

构合作与生态圈，可与银行、科技平台合作开发定制化产品，共享客户资源，或

考虑布局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以分散风险。 

3.4 第三方机构：增长速度放缓，内部有所分化 

2024年末财富管理规模指数 100强中，第三方机构指数平均值为 245.87，较上

半年增长 2.62%，达到 239.60；上榜数量为 12家，数量与各指数区间分布与 2024年

上半年保持一致，并且全部都是基金代销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 

2024 年末头部第三方机构的指数值总体上小幅增长，其中上海利得基金销售增

长率十分明显，达到 17.28%。根据指数值与排名，可将前十的第三方机构分为前后

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蚂蚁（杭州）基金、上海天天基金，其行业地位稳固、指数值

与后续机构存在阶梯式差距，基本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第二梯队为腾安基金（深圳）

和上海基煜基金，其排名依然保持在 20至 30位区间，与第一梯队距离接近，仍有一

定提升空间和客户挖掘潜力；而其他第三方机构与前两个梯队的指数值和排名长期

存在差距，内部差距较小，指数增长率及业内排名互有升降。 

上述情况表明，各第三方机构总体上发展较好。但非头部第三方机构受行业市场

环境及自身经营的变化有所波动，导致其在财富管理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上并不稳定，

亟需挖掘自身特点和目标客户需求，推出差异化的服务方式和内容，以此达到引流和

扩大市场份额的目的，提升企业财富管理规模和水平。 

表 12 第三方机构指数值分布 

指数值区间 2024H1 公司数量（家） 2024 年末公司数量（家） 

400 及以上 1 1 

300-400  2 2 

200-30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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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00  4 4 

 

  

图 5 排名前 10 第三方机构指数值 

 
 表 13 排名前 10 家第三方机构指数值和排名变化情况 

机构 
2024 年 H1

指数值 

2024 年 H2

指数值 
增长率 

2024 年

H1 排名 

2024 年

H2 排名 

排名

变动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 445.64  452.05  1.44% 7 7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 366.67  370.31  0.99% 16 16 - 

腾安基金（深圳）销售 302.83  312.21  3.10% 22 21 ↑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 280.19  279.12  -0.38% 24 25 ↓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 224.22  236.80  5.61% 36 35 ↑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 248.79  233.89  -5.99% 30 36 ↓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 215.69  219.17  1.61% 38 39 ↓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 209.06  212.16  1.48% 40 41 ↓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 163.03  191.21  17.28% 56 46 ↑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 148.71  157.54  5.94% 66 60 ↑ 

 

相比于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发展历史较短，但

由于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多为互联网企业，依托数字金融的技术优势、平台优势

和大数据优势等，在线上触达和便捷程度方面更胜一筹。这使得第三方机构的财

富管理服务更具普惠性，其移动终端 APP 与其他类型机构相比体现出高频、高粘

性的使用特点，有利于第三方机构在财富管理行业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然而，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迅速增长后，第三方机构的局限性也有所浮现。2024 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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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受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环境变动的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更倾向于配置

低风险产品，非货基金代销为主的业务使得部分第三方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和

公募基金公司相同的问题。此外，第三方机构的财富管理规模与机构的平台流量

高度相关，由于客户对于平台的使用具有粘性，同类型平台的格局一旦形成便难

以更改，流量相对稳定，后发的机构以及规模较小的机构难以通过自身优化或营

销策略与先前机构形成竞争，且行业总体的增长潜力受限。因此，第三方机构或

可将业内整合提上日程，已经具有成熟平台和一定规模用户基本盘的头部机构也

需要考虑如何将 AI 等金融科技与平台服务融合，在稳固自身基本盘的同时进一

步提升专业服务来引流，或实现对现有用户财富管理需求的深入挖掘，帮助用户

做好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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