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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频出重拳，金融还能“躺着赚钱”吗
“万能险”等短期理财被“叫停” 保险、银行等金融机构回归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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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历经四
次闯关后A股加入MSCI
指数是一件激动人心的
大事。MSCI董事总经理
雷米·布赖恩德表示，国
际投资者广泛认可了中
国A股市场准入状况在
过 去 几 年 里 的 显 著 改
善。 这是我国资本市场
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一
个缩影。

修订《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严格
重组上市认定标准； 完善
上市公司停复牌规则，解
决上市公司“随意停、笼统
说、停时长”等突出问题；
完善减持制度， 规范上市

公司股东和董监高减持行
为； 投资者适当性办法出
台，为市场、产品、服务的
适当性管理提供了统一标
准……

专家表示， 在治理市
场乱象同时， 监管部门不
断补齐监管短板， 完善制
度安排， 有助于从根源上
遏制风险。

银监会通过系统梳理
监管制度和实践中存在的
缺陷和不足， 研究制定了
20多项拟在近、中、远期逐
步实施的重点规制。 保监
会表示， 将研究制定保险
业统一的保险机构股权管
理规则， 研究制定保险公

司资产负债管理监管规定，
填补保险集团监管等制度空
白等。

在深圳紫金港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陈绍霞
等业内人士看来， 金融市场
的“游戏规则”逐步完善是清
除市场痼疾、 夯实市场发展
基础的重中之重。

“完善的制度规则是金
融市场健康良性发展的根
本。”陈绍霞说，加强金融监
管或许会给金融市场带来短
期阵痛，但从长期来看，可以
有效化解前期积累的一些风
险， 更加优化金融资源的配
置。

■据新华社

刚刚结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
出，要改善间接融资结构，发展中小银
行和民营融资机构。事实上，在互联网
技术的推动下， 金融业正逐渐插上科
技的“翅膀”。

当前金融业发展需警惕哪些风
险？“未来银行”将是怎样的？记者独家
专访了国内第一家民营银行和互联网
银行———微众银行行长李南青。

满足大学生正常借贷需求

近些年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
猛， 但不少P2P公司也出现不少问题
和乱象。对此，李南青表示，一方面，近
年来P2P的迅速发展， 是因为确实有
强大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此前的相
关监管也存在一定滞后， 形成了个别
的金融乱象。治理整顿这些金融乱象，
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一刀切”。现在
监管部门正在对这些金融乱象逐步进
行治理，引导行业发展，行业正在不断
规范。

针对去年以来网上闹得沸沸扬
扬的大学生“裸条”现象，李南青认
为，这些对学生、家庭和社会造成了
不良影响。过去银行从收入等因素考
虑，是不允许给校园里的大学生发信
用卡的。近期，教育部等部门开始加
强监管，行业正在逐渐规范。部分银
行在风险可控、 有严格标准的条件
下，引导、满足部分大学生正常的借
贷需求。

银行将变得越来越“轻”

2014年12月， 微众银行获批开业
就致力于发展普惠金融。2016年实现
全年盈利4亿多元。截至今年7月，注册
客户已达2749万人， 总资产666亿元，
贷款余额981亿元。贷款不良率远低于
同业平均水平。微众银行的迅速发展，
说明普惠金融是真正的“蓝海”，社会
有着强烈的需求， 微众也凭借准确的
定位， 运用科技和互联网的技术实现
了精准营销。

未来银行如何取胜？ 以微众银行
为例，从业务模式看，该银行是纯线上
的银行，没有物理网点；在科技创新方
面， 建立了一套完全自主可控的银行
科技系统， 可支持亿级海量用户及高
并发交易， 并且将每个账户的运维成
本降到同业平均水平的10%。

李南青表示， 新技术的发展对传
统的银行模式将带来很大挑战， 人工
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金融
科技的运用， 在未来银行业的发展中
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银行
将变得越来越“轻”，“未来银行”也许
将不再是西装革履的，休闲装、运动服
将“占领”未来的银行。但银行“存贷
汇”的基本功能不会变，银行加强风控
的趋势也不会变， 这些是它最核心的
能力。

■据新华社

今年上半年，一场治乱
象、防风险的监管风暴在金
融业掀起， 补齐监管短板，
加大处罚力度……一系列
监管组合拳频频发力。强力
监管之下，中国金融市场发
生了哪些新变化？记者进行
了调查。

强监管环境下， 对金融机构
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好赚钱、
赚快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至5月， 曾经一路飙升的万
能险保费收入同比下降56.53%，
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15.04%，同
比下降17.5个百分点。

保险的本质是“保障”，然而，
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保险公司热
衷于跑马圈地挣快钱， 偏离主业
发展万能险等短期理财型业务，
保险期限一短再短， 甚至承诺一
年就退保，偏离了保险业的初衷。
今年以来，在监管政策压力下，一
些保险公司已经感受到“阵痛”，
开始调整业务结构。

一家长期依赖万能险发展的
小型保险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司正按监管要求调整产品结
构，压缩短期理财型产品规模，在
保障型产品开发方面下功夫，同
时发展期交业务， 虽然转型期间
保费规模出现下降， 但公司的负
债水平更加合理。

在资本市场， 在IPO常态下
新股供应增加、重大资产重组监
管趋严等政策环境下 ，“炒概
念”、“赚快钱” 的传统操作模式
已经不再灵光。曾经备受市场宠
爱的ST个股、次新股和高送转等
集体“遇冷”。有统计显示，上半
年股价跌幅最大的10只个股中，
ST个股占据七席。同期，高送转
指数和深次新股指数分别重挫
12%和28.6%。

对于一直被称为“躺着赚钱”
的银行业来说， 钱也不再那么好
赚。 银行利润主要来源的息差和
中间业务收入都面临着较大压
力。 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已由
2014年四季度的2.70%下降至今
年一季度的2.03%。

多位银行业人士表示， 理财
业务是中间业务增收的重要内
容，在强监管的背景下，理财业务
增速有所收缩， 中间业务收入增
长受到制约， 今后银行业赚钱将
更难。

今年上半年， 金融领
域一系列的监管重拳引人
注目。 证监会累计罚没款
63.61亿元，是2016年全年
的1.5倍；对30人实施市场
禁入，接近2016年全年。资
本市场“大鳄”鲜言更是被
开出34.7亿元的“史上最大
罚单”。保监会给予前海人
寿时任董事长姚振华禁入
行业十年的处罚。针对票
据违规、规避监管、滥用
通道等行为，银监会一季
度对违规机构的罚没金
额已占去年的70%。严监
管正在重塑金融生态，促
使金融机构正本清源，回
归主业。

截至5月末，银行业金
融机构理财产品规模为
28.4万亿元，较4月末30万
亿元规模有所下降。 多位
银行从业人员表示， 从一
季度开始， 银行理财规模

增速已经开始明显下滑，4
月、5月后， 各家银行的同
业理财业务规模下滑更为
明显， 同业理财和理财的
委外投资均已下降数千亿
元。

同业业务也开始收
缩，5月份同业存单发行
规模连续两个月环比下
降。记者从多家商业银行
了解到，与前几年不断增
加同业条线资源分配不
同，最近几个月银行纷纷
压缩同业业务，有些银行
的 同 业 负 债 已 下 降 了
20%。

在监管引导下， 商业
银行开始调整资产负债结
构， 将更多资源留给了对
公和零售业务。 支持京津
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
等国家战略， 发力绿色金
融、科技金融等新兴领域，
服务三农、 小微等薄弱环

节……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
的能动性增强。

在保险业， 盲目发展短
期理财型业务、 激进投资等
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转变。记
者梳理多家寿险公司最新一
期万能险产品结算利率发
现， 大部分万能险产品结算
利率在4%至5%之间，“8%”
的已经不见踪影。 不少保险
公司开始大力发展保障型产
品，扩大期交业务，收缩趸交
业务，业务结构更健康，发展
后劲更足。 一季度， 中国人
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
华保险首年期交保费同比分
别增长17.4%、45.9%、67.3%
和47.5%。

证监会副主席姜洋表
示， 当前资本市场生态环境
明显净化，市场炒新、炒差、
炒小等投机炒作逐渐得到抑
制， 投资风格逐渐向价值投
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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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保险公司热衷于跑马圈地挣快钱，偏离主业发展万能险等短期理财型业
务，这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相关政策也迅速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