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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近期的疯狂涨势让人咋舌。从

2020年12月16日晚冲破20000美元大关，单

日涨幅超10%，到2021年1月2日晚冲破

30000美元大关，历时仅半个月时间。

根据全球币价网站CoinMarketCap显

示，比特币在1月3日仍在继续上涨，并在3时

49分涨至34538美元，续刷历史新高。北京商

报记者注意到，新高刺激下，目前比特币交易

市场仍非常活跃，价格也在不断波动中，仅1

秒内价格便可上下浮动千余美元。截至记者

发稿时间1月3日17时5分，比特币最新价报

34508美元。24小时内涨幅15.52%，7日涨幅

24.4%。

币圈也再一次见证了“历史”。按最新价

格34508美元计算，从2020年内3月13日的低

点4705美元、2020年12月11日的最低点

17770美元，比特币涨幅分别达633.43%、

94.19%。若将时间线拉长至2010年比特币被

购买所对应的0.0025美元价格来看，比特币

自诞生以来，价格涨幅已达1380万倍。

从助涨原因来看，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此

番比特币价格大涨包含多个因素。一方面是

机构推动，事实上，从10月初开始，包括移动

支付巨头Square、资产管理公司StoneR-

idgeHoldings、跨境支付平台PayPal等多个

大型机构开始入场，这些传统巨头进军虚拟

货币市场，买入或宣布买入大量比特币，带动

了比特币价格的上涨。

另一方面是散户的涌入，值得注意的是，

自12月比特币价格突破2万美元大关后，大量

散户投机者开始涌入币圈，一度造成部分币

圈交易所出现卡顿或宕机现象，市场亢奋情

绪被进一步放大，甚至有不少币民贷款、加高

杠杆炒币。因此，多个因素共同作用，推动比

特币价格再一次上涨。

除了机构投资者持续入局和币民的疯狂

跟风外，国盛证券区块链研究员宋嘉吉团队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这轮比特币的强劲走势

也可能与疫情出现以来各国央行积极“放水”

有关，无风险利率下降，抬升了各类金融资产

的价格，而比特币渐渐被各类机构看中，逐渐

进入机构关注的金融资产列表。

5万币民爆仓

比特币再创新高，无数持币者狂欢背

后也少不了投机者的“哀嚎”。在币圈这个

博弈市场中，不少币民加高杠杆炒币，放大

风险，而一旦预判失误，迎来的也是加倍的

惨重损失。

仅24小时内，就已有上万币民被“收割”。

根据合约帝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3日10

时37分，最近24小时共有近48095名币民爆

仓，爆仓金额8.44亿美元。该爆仓数据随着比

特币的持续上涨仍在进一步加剧，截至1月3

日17时5分，近24小时爆仓的币民已达57648

人，爆仓金额达10.05亿美元。该次爆仓中，亏

损人群主要为对行情看空的人群。

币圈所称的合约交易，是一种将交易品

远期交易的模式。与现货交易相比，合约交易

有两大特点，一是既能做多又能做空，可双向

获利；二是可以加杠杆，以小博大。此前，一些

币圈交易所的合约交易杠杆倍数，一般是5

倍、10倍、20倍，但目前，为了迎合玩家的交易

“需求”，不少交易所纷纷推出了期货合约、永

续合约，杠杆高达几十倍、上百倍，甚至有交

易所推出上千倍的杠杆。

“市场上信心大增的是长期投资用户，而

被爆仓的则是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在整数位

突破不了，开多倍合约对赌下跌做空的投机

用户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工智能与变革

管理研究院区块链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刘峰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往往在突破整数位

关口、创新高的时候存在着极大的波动，对赌

投机者爆仓的几率也急剧增加，此次爆仓

10.05亿美元也就不意外了。

宋嘉吉团队同样称，在比特币逐渐“机构

化”过程中，散户追高要付出较高成本，以及

部分散户可能加杠杆，进一步放大风险。

要注意的是，尽管比特币再次走上高点，

但据此前表现来看，一般都会在一定时间内

出现下跌。宋嘉吉团队进一步指出，要警惕比

特币价格波动，对大幅下撤做好准备。

比特币上涨的背后，不仅存在大量合约投

机者爆仓的风险，随着币市规模急剧增大，也

让不少违法活动有机可乘。“比如变相洗钱、传

销诈骗等违法行为，值得注意。”刘峰指出。

北京商报记者从多方了解到，因具有匿

名、不可追踪、跨国交易等属性，目前不法分

子通过比特币洗钱等情况并不鲜见。据了

解，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两个步骤，第一先将

汇款人所在地的法币转为虚拟货币，一般可

直接在交易所购买；第二则是在收款端将虚

拟货币转为收款人所在地的法定货币，同样

可通过虚拟货币交易所或直接和卖家线下

交易即可。

也不乏一些区块链技术投机者甚至“伪

区块链”技术，利用大众的投机心理来进行虚

拟货币的炒作。当前，在比特币价格新高下，

市场交易活跃，各种山寨币、传销币开始频繁

活动，通过一些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培训班，

借着培训的名义，拉人进群分享投资建议，但

实际却是“割韭菜”。

炒作风险如何防

除了市场风险外，近期多地处非办相继

强调，一些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区块

链”的旗号，通过发行所谓“虚拟货币”“数字

资产”“数字通证”等方式吸收资金，侵害公众

合法权益。例如，宜昌市西陵区防范和处置非

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强调，以“虚拟货

币”“区块链”等名义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并

非真正基于区块链技术，而是借炒作区块链

概念行非法集资、传销、诈骗之实。社会公众

应高度警惕代币发行融资与交易存在的风

险。“目前，随着币圈市场价格上涨，在各种投

资群、山寨币、传销币频繁的鼓动下，很多没

有专业知识储备的小白投资者容易面临财产

损失，甚至遭受法律风险。要防范这类风险，

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加强币圈市场的监管，保

护好合法投资者的财产安全，持续打击非法

活动。另一方面投资者自身要做好相关知识

学习，有一定的法律保护意识，加强自身风险

抵抗能力。”刘峰认为。

需注意的是，虚拟货币交易目前也不受

我国法律保护。自2017年七部门叫停各类虚

拟货币发行融资后，很多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大多转向海外，但针对面向国内市场进行的

交易行为，多地监管方仍在加码围剿打击中。

就在2020年8月，央行上海总部在后续重点工

作部署中就曾明确，将依托金融委办公室地

方协调机制（上海市），统筹做好区域金融风

险研判，持续做好ICO与虚拟货币交易，强力

打击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支付机构违规

经营、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等违法违规行为。

多位分析人士进一步建议，世界上没有

只涨不跌的资产，应当理性投资，控制好风

险，不主动加高杠杆或贷款投资比特币。而国

内普通消费者更需要时刻警惕，谨慎进入。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2021年开年， 比特币就赚足了眼
球。截至2021年1月3日17时5分，比特币
报 价 34508 美 元 。24 小 时 内 涨 幅
15.52% ，7日涨幅 24.4% ， 月内涨幅
94.19%，年内涨幅633.43%，较初始价
格计算， 比特币价格已经翻了1380万
倍。但在暴涨的行情下，疯狂与风险如
影随形， 除了预判失误后爆仓的哀嚎，
还有不断滋生的不法行为和陷阱，普通
消费者需要时刻警惕，币圈的高收益也
意味着高风险。

2020年对银行业来说是备受挑战的一年，受疫情冲击，银行业在业绩、资产
质量、展业等方面都遭遇挑战，而监管机构对于银行业务、风控、合规等方面“走
偏”行为的矫正处罚也丝毫未放松。1月3日，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
全年银保监系统共向银行业各类机构和个人开出2607张罚单， 合计罚没金额约
13.09亿元。以罚促改，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安全稳定成为行业“主旋律”。展望2021
年，“强监管”仍将贯穿始终，影响银行业格局。

2607张罚单合计13.09亿元

2020年以来，银保监会和各地银保监局

密集“出手”。2021年1月3日，据北京商报记者

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年银保监系统共向银

行业各类机构和个人开出2607张罚单，合计

罚没金额约13.09亿元。

从罚单数量来看，2020年一季度银保监

系统共向银行业各类机构和个人开出罚单529

张，累计罚没金额约2.27亿元。其中，银保监会

机关处罚610万元，银保监局本级处罚约1.22

亿元，银保监分局本级处罚约9866.5万元。

2020年二季度，罚单数量虽有所增加，但

金额较上季度有所减少。据统计，二季度银保

监系统共向银行业各类机构和个人开出罚单

557张，累计罚没金额达到1.54亿元。

2020年三季度，监管的处罚力度不断加

大，处罚金额达到全年高点的6.53亿元，罚单

数量739张。其中，银保监会机关处罚3.88亿

元，银保监局本级处罚约1.83亿元，银保监分

局本级处罚约8223万元。

到了2020年四季度，监管对银行业的处

罚力度稍有放缓，去年四季度，银保监系统共

向银行业各类机构和个人开出罚单782张，累

计罚没金额达到2.75亿元。其中，银保监会机

关处罚5428.36万元，银保监局本级处罚约

1.45亿元，银保监分局本级处罚约7653万元。

从监管力度来看，2020年依旧是“严监管

年”，市场多认为2021年这一态势仍将延续。对

未来的监管基调，金融监管研究院副院长周毅

钦预测，2020年的整体罚单数量和罚单总金额

都超过2019年，这和过去几年的处罚趋势基本

保持一致，双罚比例有所增加，罚单数量和罚

没金额创出新高。处罚力度不断加强一方面和

部分银行的不良经营行为有关，另一方面，监

管部门自身也在不断提升微观监管技术。进入

2021年，国内金融形势仍然不稳定，银行经营

环境并未明显改善，央行的宏观审慎结合银保

监会的微观审慎管理，将继续发挥强有力的监

管力度，仍将保持高压态势。

屡触信贷违规“红线”

虚假贷款、利益输送、审慎不严……2020

年的罚单基本涵盖了银行业市场乱象和存在

问题的主要类别，其中最为突出的依旧绕不

开贷款业务违规操作。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银

保监系统至少开具了496张涉及信贷问题的

罚单，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

均涉及其中。仅从最近的大额罚单来看，11月

交通银行温州分行就因为“内控管理严重缺

失，客户经理利用职务便利办理虚假抵押贷

款”等原因收到千万级别的高价罚单，总计金

额为2820万元，为11月单笔处罚金额最高。无

独有偶，交通银行宁波分行又在12月末收到

一张百万元罚单，涉及金额130万元，处罚原

因同样与贷款违规问题相关。

贷款业务违规一直是各家银行频频触及

红线的“重灾区”，也是监管的重中之重。北京

商报记者注意到，在“涉贷罚单”中，信贷资金

违规向股市、楼市输血等原因较为典型。2020

年，银保监系统针对银行业至少开具了130张

违规涉房贷款罚单，被处罚原因多为“信用贷

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以及“违规发放流动资

金贷款用于房地产”等；而“房地产开发贷款

管理严重不审慎”以及“对‘四证’不全房地产

项目发放贷款”同样占比较多。

“涉贷罚单”为何屡禁不止？中国（香港）

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分析认

为，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内控制度的不完善是

导致信贷违规业务频出的背景原因。而对于

2020年来说，疫情也促进了违规现象的发生，

商业机构在疫情冲击之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

上出现应急性贷款的需求，从而导致不合规

的行为发生。此外，对房住不炒的政策法规不

重视也是违规现象发生的一大原因。

首开“EAST”罚单

梳理2020年的罚单，除了较为常规的信

贷业务违规、掩盖不良、股权违规乱象之外，

数据安全治理也越来越受到监管的重视。5月

9日，银保监会官网公布了一批行政处罚信

息，包括国有行、2家股份制银行在内的多家

银行均因监管标准化数据（EAST）系统数据

质量及报送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受罚，罚款金

额共计1770万元。

其中，有7家银行存在分户账账户数据应

报未报的问题；6家银行存在资金交易信息漏

报严重的问题；4家存在理财产品数量漏报和

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漏报的问题；2家银行存在

贷款核销业务漏报或错报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监管机构此前也

针对金融机构EAST系统数据存在的违规违

法行为开具过罚单，但罚单主体均为保险公

司，主要违规行为涉及“通过EAST系统调取

某公司交易流水”等问题。

而此次是监管机构首次针对银行EAST

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开出行政处罚，可见未来，

银行合规数据报送、数据治理将是监管工作

的重点。

王红英进一步指出，当前银行创新成果

非常多，也引入了一些金融科技技术、大数据

的管理，但从这些业务来看，很多银行并没有

一套严格系统管理的规章制度，存在业务先

行，规章滞后的普遍现象，这也就导致了一些

违规问题存在，从而加速了风险暴露。对监管

来说，应对创新业务模式制定更加细化的监

管政策和措施，才能使银行在目前比较复杂

的经济背景下做到有法可依。

需加强源头预防

2020年，在疫情的冲击之下，银行普遍面

临净利润下滑、不良走高的现象，银行业的风

险也越发引人关注。2020年12月31日，银保监

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下一

步，银保监会将坚持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着力加强股东行为监管与违规关联交易整

治，规范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等治理主体

的履职行为，严格信息披露，加强利益相关者

权益保护。

对于2021年银行业监管趋势，王红英直

言，“2020年这些罚单无疑对整个银行业是非

常重要的警示。2021年，银行首先应从制度上

建立健全防范信贷风险的综合性措施。一方面

在合规合法的基础上，进行规章制度层面的创

新，另一方面在越来越复杂的经营环境当中，

进一步提高相关业务人员的综合金融服务能

力水平，从业务专业层面进一步去防范风险”。

“2020年罚单数量和罚单金额屡创新高，

暴露出银行的内控机制存在缺陷，在业务流

程的内部审核环节存在问题。”正如周毅钦所

言，少部分银行业从业人员合规意识淡薄，发

生违规行为的同时抱有侥幸心理。未来，银行

应加强源头预防，强化内部从业人员的合规

意识培养，把控业务风险，自查自纠，定期抽

查各项业务，建立起完善的事前、事中、事后

管理机制。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
实习记者 许琪

★部分人士通过

App及微信群参

与炒作虚拟货币

投资理财活动，涉

嫌非法金融

★吸引了一大批非

理性投机者，对赌

投机者爆仓的几率

也急剧增加

★易导致违法活动

有机可乘，如变相

洗钱等违法行为

★各种山寨币、

传销币又开始频

繁活动，滋生了

骗局 截至2021年17时5分

比特币报价

34508美元

24小时内涨幅

15.52%
月内涨幅

94.19%，

年内涨幅

724.56%

按成立以来价格计算

已翻了1380万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