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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资产管理业务是指资产管理人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方式、条件、要求及限制，对客户

资产进行经营运作，为客户提供证券、基金及其他金融产品的投资管理服务的行为。    

    资管规模增长的驱动力在于：宏观经济稳增长带来的财富积累，人口 老龄化促进向金融资

产转移，互联网等带来的技术创新。同时监管政策 环境下，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也

在主动转型。根据银行团队的 研究，目前银行理财业务与其说是赚取管理费的资产管理业务

，不如说 是表外的存贷款业务；当前监管导向下，未来银行有望设立资产管理子 公司，回归

资产管理业务本源，这会扩张资产管理业务规模。此外，全球有近 10 万亿元以上资产处于负

利率环境中，波动率加大，资金的全 球配置需求也在显著提升。  中国居民理财规模保持上升

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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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