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管重拳“围剿”信贷资金违规入楼市

7金融市场

首批虚拟银行“高息”争雄香港金融市场 疫情下人身险两大渠道半年考
网销创新高电销大缩水

责编 杨月涵 美编 高蕾 责校 李月 电话：64101908��news0518@163.com

北京商报2020.8.17

违规贷款遭严查

8月以来，银行业千万级罚单频现，多项

重罚背后，房地产领域违规贷款乱象俨然成

为监管关注的重点。8月14日，上海银保监局

公布了一条行政处罚信息，上海银行在

2014-2019年因为23项业务违规，被监管处

以1625万元罚款，其中没收违法所得约27.15

万元，作出处罚决定的日期为8月14日。

在上海银行这“23宗罪”中，房地产领域

违规被放在了“头条”，该行因存在违规向资

本金不足、“四证”不全的房地产项目发放贷

款，以其他贷款科目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等

违法违规行为被监管“点名”。

无独有偶，8月10日，浦发银行也接到了

一笔千万级别罚单，该行因2013-2018年存

在12项违法违规事实，被上海银保监局责令

改正，并处罚款共计2100万元。处罚事由中也

有一条，同业投资资金违规投向“四证”不全

的房地产项目。

打击银行违反信贷政策和违反房地产行

业政策乱象已逐步成为常态。据北京商报记

者不完全统计，开年至今，包括上海银行、浦

发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龙州农商行、贵

阳银行、东阿青隆村镇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均因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楼

市被罚。被处罚的缘由大多为“向房地产开发

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信贷资金用途管理

不到位导致流入房市”“个人信贷资金违规流

入房市”等。

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

看来，此类罚单的开出，体现了银保监会对于

金融市场管控的决心，尤其是很多信贷资金

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确实需要积极进行管

控，否则容易造成“炒房”现象出现，或者说干

扰了正常的房地产交易秩序。从实际过程看，

此类罚单具有警示和威慑性，客观上使得后

续房贷部门会严管贷款流向，较好地推动了

房住不炒政策的落地。

透支资金买房乱象抬头

除了针对房地产企业违规提供贷款外，

零售业务信贷资金违规买房情形也成为监管

整治的重点。7月2日，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丽水

缙云支行也因“个人经营性贷款流入房市”被

银保监会丽水监管分局罚款25万元。6月23

日，江西横峰农商行因个人经营性贷款违规

流入房地产企业、向不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发

放贷款、以贷转存用于月末冲时点等行为，被

银保监会上饶监管分局罚款80万元。

因消费贷挪用买房遭罚案例也曾出现。6

月底，工商银行缙云支行被罚款50万元的缘

由则是因为“消费贷款流入房市、虚增企业信

用贷款数据”。

除了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经营性贷款违

规入市外，用信用卡透支买房乱象也有所抬

头，今年1月，银保监会陕西监管局曾公示对

长安银行的一则罚单，处罚金额21万元，原因

是“信用卡资金监管不到位，流入房地产领

域”。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分析认

为，当前实体经济正在复苏，在前期较为宽松

的流动性以及信贷持续扩张的背景下，便较

容易推升资产价格上升，实体经济资金进入

楼市的动力较强。同时，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

济后，不像金融体系那样容易监测和管控，动

向更加难以捉摸，也给了这些资金进入楼市

的额外刺激。

严防房地产金融泡沫

在始终坚持“房住不炒”的背景下，监管

机构也在不断加强政策力度。6月24日，银保

监会印发《关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

整治“回头看”工作的通知》。其中针对“房住

不炒”政策，银保监会表示将重点严查包括表

内外资金直接或变相用于土地出让金或土地

储备融资；未严格审查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违规向“四证”不全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提供融

资；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经营性贷款、信用卡

透支等资金挪用于购房；流动性贷款、并购贷

款、经营性物业贷款等资金被挪用于房地产

开发等违规操作。

8月16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求是》

发表的刊文也提到，在资金面宽松背景下，企

业、居民、政府都可能增加债务。利率下行一

致性预期强化后，有可能助长杠杆交易和投

机行为，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一些地方的房

地产价格开始反弹，金融资源有可能再次向

高风险领域集中。

虽然监管一再重申银行贷款要确保真实用

途，严禁违规挪用，但为何总有银行明知故犯？

一位国有大行相关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随

着国内疫情形势转好，个别热点城市房地产交

易有所升温，在各种资产中，房地产对银行资金

有天生的吸引力，银行当前手里可以支配的流

动性较为充裕，导致违规情形屡禁不止。

而从监管层面，应当采取哪些措施，避免

银行房地产业务违规行为的出现？在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

看来，需要各部门加强数据的共享合作，共同

协同打击，在贷款审查时对贷款人的合法收

入来源进行严格审核。另外提高市场化手段，

例如，加强楼市供给、从供需打击投资者，加

强资金的技术监管手段等。

在陶金看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难

度确实较大，要缓解此类问题，应该更需要信

贷部门加大监管力度，规定好违规行为的处

罚机制，甚至给予顶格力度的处罚。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

疫情催化下人身险销售的两大渠

道———网销和电销半年考成绩单出炉，“冰

火两重天”的局面进一步加剧。8月16日，北

京商报记者获悉，今年上半年，寿险电话销

售渠道规模保费继续下滑，同比大减三成。

与此同时，互联网人身保险销售延续了

2019年回暖趋势，创下1394.4亿元规模保

费，较去年同期大增12.2%。业内人士认为，

两大渠道分化加剧，与疫情冲击对电销渠

道人员招聘的负面影响和线下渠道受限倒

逼线上市场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保险

业协会”）披露的《2020年上半年互联网人

身保险市场运行情况分析报告》和《2020年

上半年寿险电销行业经营情况分析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除了规模保费外，

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看，人身险网销渠道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扩张趋势。

延续2019年人身险网销渠道“王者归

来”之势，《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59

家公司经营互联网人身险业务，累计实现

规模保费1394.4亿元，较2019年同期增长

12.2%。其中，36家公司规模保费实现不同

程度正增长，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保持平

稳增长。

与互联网人身保险的逐渐回暖趋势不

同，2020年上半年，寿险电销的日子更受阻。

数据显示，寿险电销行业累计实现规模保费

69.22亿元，较2019年同期下降了30.35%。

“电销业务的下滑，其实在之前趋势就

比较明显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

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介绍称，从

2019年人身险电销渠道实现规模保费

175.5亿元、同比下降17.8%的全年数据来

看，电销业务的缩水早已有迹可循。

保险业协会相关人士分析指出，在网销

渠道方面，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对人身险行业带来不小的冲击，相比传统

线下渠道营销受限的情况，互联网人身保险

发挥出其线上渠道的独特优势，较好满足了

消费者“非面对面”的保险服务需求，疫情倒

逼传统寿险渠道线上化转型，掀起线上运营

服务能力竞争，推动“互联网+医疗+保险”

模式的迅速发展，为互联网保险产品向健康

保障型产品转型提供了土壤。

而在电销渠道方面，上半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寿险电销人员招聘工作受到

较大影响。朱俊生还认为，作为一个新兴保

险直销渠道，电销存在较严重的扰民问题，

而其可能存在的销售误导问题，也越来越

被监管所关注，迎来了许多规范性的要求，

使得电销的优势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此外，疫情也更加强化了人身险市场

的“马太效应”。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上

半年，无论网销渠道还是电销渠道，市场集

中度均有所加强。

其中，在网销渠道方面，互联网人身保

险市场前三大、前五大和前十大公司的规

模保费市场份额分别为48.6%、65.9%和

84.6%，与去年同期相比，前三大市场份额

略有上升，前五大、前十大市场份额均出现

下降，但市场集中度仍然较高；而在电销渠

道方面，上半年寿险电销市场前三大、前五

大和前十大经营者的规模保费市场份额分

别为67.65%、76.59%和92.49%，较去年同

期均有所上升。

在强者恒强的背景之下，中小险企的

生存境况愈发艰难。据朱俊生介绍，对于中

小主体而言，要像传统大型险企一样以个

险为主力，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和漫长的时间进行团队组建，难度较大。因

而，他建议，中小险企可选择与中介机构进

行合作，或者布局互联网保险抢占先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王向楠建议，如今，理财型人身险

面临很多监管约束，也不容易在互联网渠道

迅速销售。考虑到年轻用户是购买互联网保

险的主体，他们收入和财富水平较少，中小企

业可以更关注提供场景化和碎片化的保险

产品，开发和推送针对某一细分领域的保障

型产品，并加强与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合作。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实习记者 周菡怡

半数虚拟银行面世

香港虚拟银行陆续开业中。8月15日，北

京商报记者从京东数科方面获悉，由中银香

港、京东数科和怡和集团合资成立的香港虚

拟银行LiviBank于8月12日正式开业，成为

香港第四家开业的虚拟银行。

从吸引新用户方面来看，LiviBank也

可谓花了不少“心思”。据悉，LiviBank开业

期的产品主要包括电子支付功能，客户可以

在全港数万间零售商户使用银联二维码进

行购物，并通过其ShakeShake功能在支付

后，摇摇手机，获得随机奖赏，于下次购物

时使用。

此外，LiviBank也为客户提供远程开

户、免费转账汇款和活期存款产品。livi

Bank客户独享50万港元存款0.5%的年利率，

开户成功后，不仅可得到100港元迎新奖励

金，还有上限1000港元的推荐激励。

香港金融管理局于2019年上半年相继

给8家虚拟银行发出牌照，目前，已有众安银

行、天星银行、汇立银行、LiviBank4家正式

开业，其他4家香港虚拟银行也在紧密布局，

且已进入试营业阶段。

根据最新消息，目前，包括蚂蚁银行、

MOXBank、平安壹账通银行、富融银行均

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下启

动试营业。针对最新进展以及开业计划，北京

商报记者向4家机构采访，其中，有机构回应

称开业暂未有明确日期，目前正在积极收集

客户意见，并与监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为未

来正式开业做好准备。

高息存款揽客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多家开业

机构均瞄准高利率存款产品，并结合各自情

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例如首家开业的

众安银行主要推出零门槛的活期存款产品。

以开业当天年利率为例，无论起存额多少，用

户均可享受1厘（1%，因应市况调整利率）的

活期高息，不过此利率仅适用于50万港元或

以下的存款额，超出上限部分将按基本活期

存款利率计算。

在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看来，

机构普遍青睐高息存款揽客，是虚拟银行采

取的一种常规策略，后续开业的虚拟银行也

会继续采用。一是因为虚拟银行缺乏实体网

点，必须通过线上渠道揽客，而收益/ 费用是

最能触动客户敏感神经的影响因素；二是虚

拟银行的互联网股东们此前大多通过烧钱获

客的手段打开市场后站稳脚跟，这种战略打

法使它们尝到过甜头，因此同类风格会延续

到它们旗下成立的新公司身上。

不过，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陈文认为，利率3600倍差异主

要是因为港元的利率基准太低，而虚拟银行

股东方大多为内地资源，在香港吸储各方面

并不具备优势，当前的利率倒挂（吸收储蓄利

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带有互联网促销获客

性质，并不会长久。

苏筱芮进一步向北京商报记者解释，机

构能够借助产品的创新性、灵活性与优质体

验迅速抢占市场，扩大品牌效应，进而发掘和

导入新客。不过，需注意的是，前期获客成本

较高，若长期烧钱，恐不具备可持续性；此外，

部分产品创新是否存在底层风险尚待监管定

调。例如有机构的存款凭借人数决定利率，类

似于内地此前风靡一时的“拼团存款”“拼团

理财”，而此类产品遭到监管调查。

产品线有待丰富

针对虚拟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介绍，引

入虚拟银行是香港迈向智慧银行新纪元的关

键举措，可推动香港的金融科技和创新，并能

为银行客户提供新体验。不过，有资深分析人

士坦言，目前虚拟银行主打产品多集中于零

售存款，产品线不够丰富，客户分层管理不够

细致，距离此前部分虚拟银行设立的发展计

划仍存在一定差距，后续还需等待观察。

“对于这些虚拟银行而言，如果仅仅是服

务香港本地的一些客群，其实难度非常大。”

陈文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当前多家香港虚拟

银行背后股东皆具强大的互联网基因，未来

也是股东科技力量的比拼。在他看来，中国香

港地区是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内地市场的天然

门户，未来可以尝试理财、保险、黄金等互联

网创新业务，对于内地金融机构辐射海外市

场也有重要意义，但如果这个牌照后续无法

做跨境，则意义并不突出。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认为，虚拟银行

类似内地的直销银行，与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等已经成熟的业务模式高度雷同，对于非持

牌机构而言，首先是牌照价值，对于当地银行

等持牌机构而言，则更多地可视作其金融科

技探索的桥头堡。他进一步称，当前，香港金

融市场已经较为成熟，且竞争十分激烈，但香

港本地市场有限，因此多家机构入局，主要是

基于香港市场，去拓展更广阔的东南亚市场

和国际市场的思路。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刘四红

在“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的政策导向下，监管机构针对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楼市、商业银行违规

向房企放贷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处罚力度亦在不断升级。8月16日，北京商报记者根据银保监会官网披露的行政

处罚信息统计发现，今年以来，包括上海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龙州农商行、贵阳银行在内的多

家银行均因房地产金融业务违规情形被监管“点名”。在分析人士看来，此类罚单的开出，体现了银保监会对于

金融市场管控的决心，客观上使得后续房贷部门会严管贷款流向，较好地推动了“房住不炒”政策的落地。

仅一年时间，香港首批虚拟银行已有半数入场。8月16日，北京商报记者

统计发现，截至目前，已有4家机构成功开业，并顺势推出了各自的揽客利器。

从目前产品来看，多家开业机构均瞄准存款产品，将高息作为一大卖点。在分

析人士看来，因缺乏实体网点，虚拟银行须通过线上渠道揽客，机构可借助产

品的创新性、灵活性与优质体验迅速抢占市场，进而发掘和导入新客。但前期

获客成本较高，若长期烧钱恐不具备可持续性。

下阶段房地产金融政策表述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
的手段

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
一致性、稳定性

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来源：《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