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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银行间市场推出“两新”债务融资工具和

民企资产担保债券，中票发行持续强劲 

主要内容： 

◆ 政策与市场观察：1）交易商协会推出“两新”债务融资工具，要求

专项用途占比不低于 30%；2）交易商协会推出民营企业资产担保债

务融资工具，提升民企融资能力。 

◆ 6 月份银行间市场发行信用债券 889 只，发行规模 8,451.01 亿元，同

比分别下降 4.2%和 7.2%；中期票据发行 4,551.50 亿元，同比增长

83.7%；短融发行规模 3,257.01 亿元，同比下降 29.3%；定向工具发

行 642.51 亿元，同比下降 19.6%；综合 1-6 月份，银行间市场发行信

用债券 5,403 只，累计同比增长 8.0%，发行规模 4.98 万亿元，累计

同比增长 10.7%。 

◆ 净融资方面，6 月份银行间市场信用净融资 1,726.13 亿元，同比增长

235.2%。其中，中票净融资 2,151.76 亿元，而短融、定向工具分别

净偿还 390.93 亿元、34.70 亿元。综合 1-6 月份，银行间市场信用债

累计净融资 10,826.79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191.9%。 

◆ 信用等级方面，6月份银行间信用债中高等级主体债券占比持续上升。

AAA 级、AA+级、AA 级主体债券数量占比分别为 52.8%、34.2%、

12.8%，较上月分别下降 3.0pct、上升 3.6pct、下降 0.7pct。 

◆ 期限分布方面，6 月份银行间信用债短期债券占比下降明显。1 年期及

以下短期限债券发行规模占比 39.1%，较上月下降 9.9pct；1-3 年期发

行规模占比 23.5%，较上月上升 0.8pct；3-5 年期发行规模占比 25.6%，

较上月上升 7.9pct；5 年期以上发行规模占比 11.8%，较上月上升 1.1pct。 

◆ 区域融资方面，6 月份北京地区发行和净融资规模远高于其他地区。

北京发行 2,427.00 亿元、江苏发行 966.81 亿元分别位列前两位；22

个地区净融资，北京、山东、上海规模分别为 1,339.10 亿元、167.28

亿元、139.80 亿元；8 个地区净偿还，内蒙古净偿还 390 亿元、广东、

山西净偿还约 80-90 亿元。 

◆ 行业分布方面，6 月份银行间市场城投债净融资转正。银行间城投债

发行 329 只，发行规模 2,107.89 亿元，占比分别为 37.0%和 24.9%，

净融资 217.23 亿元；产业债发行数量 560 只、发行规模 6,343.12 亿

元，净融资 1,508.90 亿元，发行规模以非银金融、交通运输、公用事

业位于前三位；房地产发行 386.11 亿元，净融资 59.87 亿元。 

◆ 发行利差方面，银行间市场信用债券发行利差以收窄为主。无担保中

票方面，AAA 级、AA+级，AA 级的发行利差分别为 40BP、51BP、

73BP，较上月分别收窄 5BP、收窄 12BP、扩大 1BP；短融方面，AAA

级、AA+级、AA 级发行利差分别为 33BP、51BP、52BP，较上月分

别扩大 7BP、收窄 3BP、收窄 2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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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与市场观察 

1. 交易商协会推出“两新”债务融资工具，要求专项用途占比不低于 30% 

2024 年 6 月 14 日，交易商协会召开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两新”）投融资推进

会，推出“两新”领域的债务融资工具。 

“两新”债务融资工具依托协会现有产品，采用“产品不贴标，用途针对性强”的方发行，募集资金

投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所涉及领域，要求专项用途占比不低于 30%。同

时，协会鼓励“两新”债务融资工具与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科创票据等创新产品结合，发挥组合式产品的

协同效力和创新优势，并强化信息披露要求，突出“两新”经济效益或环境效益。 

根据协会信息，截至 7 月 2 日，国家管网集团、中国华能集团、大唐国际、山东宏桥等 9 家企业完成

首批 70 亿元“两新”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其中 54 亿元专项用于“两新”领域，涉及供热、纺织、化工等

重点行业技术升级、设备更新改造。 

2. 交易商协会推出民营企业资产担保债务融资工具，提升民企融资能力 

7 月 1 日，交易商协会创新推出民营企业资产担保债务融资工具，通过资产和主体双重追索的结构设

计提升民企资产信用融资能力。 

交易商协会于 2022 年 5 月开始开展担保债务融资工具的创新试点。截至 2024 年 7 月 1 日，银行间市

场资产担保债务融资工具共发行 32 只，发行规模 173.84 亿元，品种以定向工具为主。此次民营企业资产

担保债务融资工具推出后，科伦药业、九州通、豫园股份等首批试点项目已注册发行，发行规模共计 11.60

亿元，包括 2 单超短期融资债券和 1 单定向工具。 

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一直是交易商协会持续支持的领域，近年来推出多种创新产品和举措支持民营企业

融资，包括推出参考债务为民营企业债券的信用联结票据产品，组织中债信用增进公司主动设立中债民企

债券融资支持工具（CSIPB），科创票据优先重点支持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民营企业等，对促

进民企债券融资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分析 

1.  6 月份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 8,451.01 亿元，仅中期票据同比增长 

2024 年 6 月份，我国银行间市场共发行非金融企业信用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和定向工具）889

只，同比下降 4.2%、环比增长 75.7%，发行规模 8,451.01 亿元，同比增长 7.2%、环比增长 61.8%。 

分券种看，中期票据发行 424 只、发行规模 4,551.5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6.5%和 83.7%，环比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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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80.4%和 85.6%；短期融资券发行 351 只、发行规模 3,257.01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31.8%和 29.3%，环

比分别增长 58.1%和 28.6%；定向工具发行 114 只、发行规模 642.51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19.7%和 19.6%，

环比分别增长 132.7%和 169.7%。 

综合 1-6 月份，银行间市场共发行非金融企业信用债券 5,403 只，累计同比增长 8.0%，发行规模 4.98

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10.7%。其中，中期票据发行规模 23,314.61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72.0%；短期融资

券发行规模 22,874.74 亿元，累计同比下降 15.9%；定向工具发行规模 3,607.45 亿元，累计同比下降 14.6%。 

表 1  2024 年 1-6 月份银行间市场信用债品种发行概况（单位：只、亿元） 

债券品种 
2024 年 6 月 2024 年 1-6 月 2024 年 6 月环比 2024 年 6 月同比 2024年1-6月累计同比 

数量 规模 数量 规模 数量 规模 数量 规模 数量 规模 

中期票据 424 4,551.50 2,409 23,314.61 80.43% 85.60% 56.46% 83.73% 64.77% 71.97% 

短期融资券 351 3,257.01 2,346 22,874.74 58.11% 28.56% -31.84% -29.26% -18.00% -15.88% 

定向工具 114 642.51 648 3,607.45 132.65% 169.70% -19.72% -19.59% -4.42% -14.55% 

合计 889 8,451.01 5,403 49,796.79 75.69% 61.77% -4.20% 7.24% 8.04% 10.73%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图 1  2023 年 1 月-2024 年 6 月份银行间市场信用债发行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2.  6 月份银行间信用债净融资 1,726.13 亿元，中期票据增长强劲，短期融资券和定向工具净偿还 

从净融资情况来看，6 月份银行间市场信用债净融资 1,726.13 亿元，环比增长 359.1%。分券种看，6

月份中期票据净融资 2,151.76 亿元，同比增长 286.1%、环比增长 109.1%；短期融资券净偿还 390.93 亿元，

同比增长 137.8%、环比下降 26.6%；定向工具净偿还 34.70 亿元，同比下降 128.4%，环比下降 71.2%。 

综合 1-6 月份，银行间市场信用债净融资 10,826.79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191.9%。其中，中期票据为

累计净融资 9,530.70 亿元，累计同比下降 2581.2%；短期融资券累计净融资 2,400.49 亿元，累计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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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定向工具为累计净偿还 1,104.40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585.8%。 

6 月份，银行间市场信用债共取消发行 4 只，原计划发行规模 23.00 亿元，占总发行规模 0.27%，取消

发行占比为近 1 年来的低水平。 

图 2  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份银行间市场净融资和取消发行情况 

 

注：总偿还量包括到期、提前兑付、回售；取消规模占比=取消规模/总发行量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3.  6 月份银行间信用债级中高等级主体债券占比持续上升 

6 月份，银行间信用债券有主体评级的债券占比 99.7%，较上月下降 0.1pct；有债项评级的债券占比

11.2%，较上月下降 1.1pct；其中中票票据为 22.4%，短期融资券为 0.3%，定向工具为 3.5%。有主体评级

的债券中，中高等级主体（AAA 和 AA+级）发行数量占比 87.0%，较上月上升 0.6pct。具体来看，AAA

级主体发行 469 只，占比 52.8%，较上月下降 3.0pct；AA+级主体发行 304 只，占比 34.2%，较上月上升

3.6 pct；AA 级主体发行 114 只，占比 12.8%，较上月下降 0.7pct。 

综合 1-6 月份，银行间信用债券有主体评级的债券占比 99.7%，较去年同期持平；有债项评级的债券

占比 12.0%，较去年同期上升 1.0pct；其中中期票据为 24.6%、短期融资券为 0.8%、定向工具为 5.6%。有

主体评级的债券中，中高等级主体发行数量占比 85.6%，较去年同期上升 1.8pct。AAA 级、AA+级、AA

级主体债券占比分别为 50.9%、34.7%、14.2%；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 2.5pct、下降 0.7pct、下降 1.9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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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4 年 6 月银行间债券主体等级分布  图 4  2024 年 1-6 月份银行间债券主体等级分布 

 

 

 

注：按发行数量统计，发行时主体评级；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注：按发行数量统计，发行时主体评级；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4.  6 月份银行间市场 5 年期以上长期债券占比持续提升，短期债券占比下降明显 

6 月份，银行间市场信用债 5 年期以上长期债券占比持续提升，短期债券占比下降明显。按期限看，1

年期及以下短期限债券 362 只，占比 40.6%，发行规模 3,313.57 亿元，占比 39.1%，规模占比较上月下降

9.9pct。1-3 年期（含 3 年期）发行数量 235 只，占比 26.4%，发行规模 1,986.97 亿元，占比 23.5%，规模

占比较上月上升 0.8pct；3-5 年期（含 5 年期）发行数量 232 只，占比 26.0%，发行规模 2,166.58 亿元，占

比 25.6%，规模占比较上月上升 7.9pct；5 年期以上的债券发行 62 只，占比 7.0%，发行规模 1,000.90 亿元，

占比 11.8%，规模占比较上月上升 1.1pct。 

综合 1-6 月份，1 年期及以下短期限债券发行规模占比 46.5%，规模占比较去年同期下降 15.9pct；1-3

年期（含 3 年期）债券发行规模占比 26.0%，较去年同期下降 2.5pct；3-5 年期（含 5 年期）和 5 年期以上

的债券发行规模占比分别为 19.2%和 8.3%，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 10.3pct 和 8.1pct。 

图 5  2024 年 6 月份银行间债券期限分布  图 6  2024 年 1-6 月份银行间债券期限分布 

 

 

 

注：按发行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注：按发行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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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24 年 6 月份银行间债券期限分布  图 8  2024 年 1-6 月份银行间债券期限分布 

 

 

 

注：按发行规模统计；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注：按发行规模统计；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5.  6 月份银行间市场信用债北京净融资远高于其他地区，净偿还以内蒙古、广东、山西较大 

6 月份，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分布于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从发行规模来看，北京发行 2,427.00

亿元、江苏发行 966.81 亿元位列前两位；山东、广东、上海等地发行规模在 400-600 亿元之间，位列第二

梯队。从净融资来看，6 月份银行间市场净融资地区为 22 个、净偿还地区 8 个。净融资地区中，北京净融

资 1,339.10 亿元、山东净融资 167.28 亿元、上海净融资 139.80 亿元，位于前三。净偿还地区中，内蒙古净

偿还 390.00 亿元、广东净偿还 88.30 亿元、山西净偿还 87.00 亿元。 

综合 1-6 月份，银行间信用债以北京、江苏、广东的发行规模位于前三位，分别发行了 10,895.49 亿元、

6,819.84 亿元、4,561.50 亿元；上海、山东、浙江等地区发行规模 2,500-3,200 亿元之间。净融资方面，银

行间市场净融资地区为 28 个、净偿还地区 3 个。净融资地区中，北京净融资规模远高于其他地区，累计净

融资 5,013.01 亿元，山东，上还、广东、福建分别净融资 1,032.85 亿元、738.00 亿元、632.60 亿元、507.85

亿元，位于第二至五位。仅湖南、内蒙古、贵州三地为累计净偿还，规模分别为 62.06 亿元、16.00 亿元、

15.30 亿元。 

表 2  2024 年 6 月份银行间市场信用债发行与净融资区域分布（单位：亿元） 

地区 6 月发行规模 6 月净融资规模 1-6 月发行规模 1-6 月净融资规模 

北京 2,427.00 1,339.10 10,895.49 5,013.01 

山东 550.73 167.28 3,144.94 1,032.85 

上海 452.90 139.80 3,150.64 738.00 

四川 259.07 121.57 1,356.34 295.91 

河南 224.49 114.29 1,001.08 151.84 

湖南 280.16 84.70 1,158.02 -62.06 

湖北 329.61 84.11 1,467.55 1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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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6 月发行规模 6 月净融资规模 1-6 月发行规模 1-6 月净融资规模 

陕西 177.10 65.50 1,065.64 133.59 

广西 168.10 62.23 717.28 279.93 

福建 215.36 60.76 1,442.51 507.85 

江苏 966.81 45.55 6,819.84 448.79 

新疆 61.00 43.00 394.01 133.71 

安徽 180.41 38.19 1,010.20 92.12 

浙江 358.05 27.35 2,585.70 263.23 

吉林 20.00 20.00 124.80 23.20 

天津 334.47 19.97 1,804.61 1.59 

河北 120.82 13.55 782.72 258.40 

云南 135.92 9.93 985.75 190.22 

海南 6.00 6.00 32.00 23.20 

宁夏 5.00 5.00 24.00 2.00 

辽宁 20.00 2.00 249.45 16.75 

西藏 2.00 2.00 26.09 5.57 

青海 0.00 0.00 33.40 10.00 

江西 227.72 -0.58 1,339.08 189.73 

黑龙江 9.00 -5.00 73.50 7.50 

重庆 95.60 -8.17 901.25 114.95 

贵州 26.00 -13.50 89.40 -16.00 

甘肃 20.00 -25.00 172.00 29.00 

山西 73.00 -87.00 840.00 4.60 

广东 531.70 -88.30 4,561.50 632.60 

内蒙古 20.00 -390.00 840.00 -15.30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 

6.  6 月份银行间市场城投债发行规模占比与上月持平并转净融资 

6 月份银行间市场发行信用债券仍以产业债为主，城投债发行规模占比与上月持平并转净融资。城投

债发行数量 329 只、占比 37.0%，发行规模 2,107.89 亿元，占比 24.9%，净融资 217.23 亿元，暂时扭转了

银行间城投债连续净偿还的态势。产业债发行数量560只、占比63.0%，发行规模6,343.12亿元，占比75.1%，

净融资 1,508.90 亿元。6 月份，产业债行业以非银金融发行规模最大，以公用事业净融资规模最大。非银

金融共发行 84 只、发行规模 1,113.50 亿元、净融资 480.00 亿元；交通运输行业发行 63 只、发行规模 1,083.20

亿元，净融资 333.60 亿元；公用事业发行 67 只、发行规模 1,066.50 亿元，净融资 763.00 亿元。房地产行

业发行 55 只，发行规模 386.11 亿元，净融资 59.8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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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1-6 月份，银行间市场城投债发行 2,053 只、占比 38.0%，发行规模 12,579.50 亿元，占比 25.3%，

净偿还 662.89 亿元；产业债发行 3,350 只、占比 62.0%，发行规模 37,217.29 亿元，占比 74.7%，净融资 1.15

万亿元。1-6 月份，产业债行业中交通运输发行 5,359.95 亿元，净融资 1,203.84 亿元，公用事业发行 1,083.20

亿元、净融资 2,585.45 亿元，建筑装饰发行 4,846.06 亿元，净融资 1,746.28 亿元，非银金融发行 4,563.75

亿元，净融资 1,381.55 亿元，规模靠前；房地产行业发行规模 2,735.58 亿元，净融资 460.97 亿元。 

表 3  2024 年 6 月份银行间市场信用债发债主体行业分布 

行业 
6 月发行数量

（只） 

6 月发行规模

（亿元） 

6 月净融资 

（亿元） 

1-6月份发行数

量（只） 

1-6月份发行规

模（亿元） 

1-6月净融资 

（亿元） 

城投债 329 2,107.89 217.23 2,053 12,579.50 -662.89 

产业债 560 6,343.12 1,508.90 3,350 37,217.29 11,489.68 

非银金融 84 1,113.50 480.00 444 4,563.75 1,381.55 

交通运输 63 1,083.20 333.60 388 5,359.95 1,203.84 

公用事业 67 1,066.50 763.00 328 5,350.85 2,585.45 

建筑装饰 84 886.76 182.38 482 4,846.06 1,746.28 

房地产 55 386.11 59.87 345 2,698.00 460.97 

其他 207 1,807.05 -309.95 1,363 14,398.68 4,111.60 

合计 889 8,451.01 1,726.13 5,403 49,796.79 10,826.79 

注：按申万一级行业分类；按当月规模前 5 位的行业排序。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7.  6 月份银行间市场信用债券发行利率和发行利差均以下降为主， 

6 月份，中期票据方面，无担保 AAA 级平均发行利率 2.51%，较上月下行 12BP，发行利差 40BP，较

上月收窄 5BP；无担保 AA+级平均发行利率 2.55%，较上月下行 18BP，发行利差 51BP，较上月收窄 12BP；

无担保 AA 级平均发行利率 2.74%，较上月下行 7BP，发行利差 73BP，较上月扩大 1BP。 

短期融资方面，无担保 AAA 级平均发行利率 1.97%，较上月上行 4BP，发行利差 33BP，较上月扩大

7BP；无担保 AA+级平均发行利率 2.21%，较上月下行 3BP，发行利差 51BP，较上月收窄 3BP；无担保

AA 级平均发行利率 2.22%，较上月下行 14BP，发行利差 52BP，较上月收窄 2BP。 

表 4  2024 年 6 月份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的平均发行利率和发行利差 

债券类型 主体级别 AAA AA+ AA 

中期票据 
平均发行利率（%） 2.51(↓12BP) 2.55(↓18BP) 2.74(↓7BP) 

平均利差（BP） 40(↓5BP) 51(↓12BP) 73(↑1BP) 

短期融资券 
平均发行利率（%） 1.97(↑4BP) 2.21(↓3BP) 2.22(↓14BP) 

平均利差（BP） 33(↑7BP) 51(↓3BP) 52(↓2BP) 

注：1. 样本债券为当期发行的无担保债券；2.平均发行利率为相同主体等级债券发行利率的算术平均值，利差为对应发行利

率与同期限国开债利率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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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图 9  2023 年 1 月-2024 年 6 月 3 年期中期票据发行

利率走势 
 

图 10  2023 年 1 月-2024 年 6 月 3 年期中期票据发

行利差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图 11  2023 年 1 月-2024 年 6 月 270 天期短融发行

利率走势 
 

图 12  2023 年 1 月-2024 年 6 月 270 天期短融发行

利差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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