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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马嫡）
2021年开年，中小银行就在注册资本

上做起了“加减法”，密集增资与逆势

“减资”对垒，吸引市场眼球。据北京商

报记者统计，截至3月8日，今年以来已

有包括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内

的28家银行类金融机构增加注册资本

获银保监会批复（根据各地银保监局

批复时间统计），而增资对象基本是中

小银行机构。

最新案例显示，来自3月8日重庆

两江银保监分局的消息：重庆江北恒

丰村镇银行申请定向募股变更注册资

本已收悉，现批复同意该行将注册资

本由10000万元变更为31384万元。另

据3月5日广西崇左银保监分局显示，

同意广西凭祥农村商业银行连续两年

的利润转增注册资本请示，即同意该

行2018年、2019年利润转增注册资本，

将 注 册 资 本 由 5575.78万 元 增 至

5766.91万元。

梳理银行增加注册资本的方式可

以发现，中小银行主要通过利润转增注

册资本、原始股东增资的方式增加注册

资本。出于补充资本、改善银行股权结

构的考虑，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等

方式也成为中小银行补充资本的重要

手段。今年以来，就有广西北部湾银行、

广东龙川农村商业银行、石嘴山银行等

银行的增资扩股方案获监管批复。

资本金是银行做大做强的根基，谈

及今年以来，中小银行纷纷增加注册资

本，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陶金指出，

中小银行在业务拓展、资产规模扩张过

程中，对资本增长的要求是自然的，背

后是资产规模的扩张限于监管硬性规

定，必须控制杠杆率。同时，长期来看，

银行风控的本质要求也需保持合理的

总体杠杆率。“利润转资本、定向增资其

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外部资本进

入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相对谨慎，对中

小银行的盈利和风控前景的信心并不

十分充足。”陶金补充道。

有银行业分析人士进一步对北京

商报记者指出，中小银行增资扩股也存

在一定的困难，如果吸引原始股东增

资，则要考虑到原始股东自身的财务状

况及是否具有进一步出资的能力和意

愿；如果是对外募资，则要吸引到认同

公司价值的长期战略投资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多数银行积极寻

求增资的趋势下，也有部分小银行逆势

“减资”，据北京商报记者统计，今年以

来，已有4家小银行获当地银保监局批

复减少注册资本。“减资”对象分别为2

家农商行和2家村镇银行。

今年1月20日，黑龙江友谊农村商

业银行获批复将注册资本由21500万元

变更为20000万元；2月8日，广东普宁农

村商业银行获准将注册资本由约13亿

元减至10.42亿元。

今年1月25日，定海德商村镇银行

获批复将注册资本由22000万元变更为

13200万元；2月8日，辽宁海城金海村镇

银行获准将注册资本由13800万元减少

为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在银行业中较为少

见，对此，陶金指出，银行自身的发展

有赖于资本的持续增加，增资是较为

自然的规律，而减资多是被动行为。银

行减资很普遍的一个原因是中小银行

大股东自身原因导致退出，自身原因

有可能是主观认为银行前景不良，也

有可能是大股东自身经营存在压力或

策略调整。

曾在场景分期屡屡失控的晋商消费金

融，正在试水房屋二次抵押贷款产品。据介

绍，该产品类型为一般消费贷款，贷款年利率

为10%-24%，贷款额度在1万-20万元之间，贷

款期限12个月。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除了晋

商消费金融外，目前，有不少消费金融公司在大

推房抵贷产品。在分析人士看来，消金机构纷纷

布局房抵贷业务，主要是为了丰富产品线，以此

带动消金业务的整体发展，此外，房屋二次抵押

贷款模式风控方式比较传统且有效；不过，房抵

贷业务难以全部线上化，在人力等方面成本较

高，且贷后资金流向追踪仍是难题。

最高贷款额不超20万元

近两日，关于晋商消费金融“杀入”房抵贷

的消息引发市场关注，3月8日，北京商报记者

就此向晋商消费金融工作人员求证，后者回应

称，目前该公司确实已推出房抵贷产品，要求

贷款人在22-60周岁，房龄在35年以内，最高

贷款额不超过20万元，还款方式为先息后本或

等额本息。不过，目前该产品受理范围只限于

山西。

在产品宣传上，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目

前，晋商消费金融官网暂未大幅介绍相关产品。

不过，北京商报记者查看2021年2月底晋商消

费金融更新的晋情贷产品价目表，其中提到了

晋情贷（房抵类），该产品类型为一般消费贷款，

贷款年利率为10%-24%，提前还款需收取1%

手续费，贷款额度在1万-20万元之间，贷款期

限为12个月。

从晋情贷产品价目表更新情况来看，晋商

消费金融早在2020年便在房抵贷市场布局，只

不过在宣传、推广上并未“用力”。针对房抵贷业

务开展情况及背后考虑等多个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向晋商消费金融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未

收到后者的回应。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房屋二次抵押贷款模式比较重，但风控方式比较

传统且有效，贷款金额相比一般消费贷款大，晋

商消费金融在山西开展此类业务，有可能本身已

有线下团队，也可能是与第三方进行合作。

在于百程看来，晋商消费金融此前就在场

景金融上吃过亏，此次布局房抵贷业务，反映出

在目前竞争态势下业务方向上的变化，在一些

特定市场回归传统的抵押风控方式。

丰富产品线

众所周知，消费金融公司作为持牌金融机

构，其定位主要是向借款人发放的以消费（不包

括购买房屋和汽车）为目的的贷款。近几年，消

费金融公司的贷款业务创新方向主要是线上和

场景相关类消费贷款，但随着行业规模增速的

放缓，业务竞争更加激烈，场景金融的相关风险

暴露。

晋商消费金融近年来就在场景分期上屡屡

失算，仅2018年间，晋商消费金融就曾三次踩

雷“租金贷”业务，一次踩雷汽车分期业务。此

外，在医美、教育等场景上，也有不少消金机构

遇到过骗贷、不当营销等事件，这也对作为资金

方的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在场景风控和审核方

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除了晋商消费金融，

也有中银消费金融、锦程消费金融等消金机构

在尝试房抵贷业务。其中，中银消费新易贷-乐

享贷就是一款专为个人消费者推出的抵押消费

贷款，可接受无抵押的房产、申请地商业银行为

第一抵押权人的房产以及以申请地商业银行和

住房置业担保公司共同为第一抵押权人的房

产，最高贷款额度同样为20万元。

此外，锦程消费金融产品介绍页面同样大

推抵押贷，宣称可接受“全款房抵押，按揭房再

抵押，抵押房二次抵押，年化利率最低12.5%”。

消费金融专家苏筱芮表示，消金机构纷纷

布局房抵贷业务，一是为了丰富产品线，以此带

动消金业务的整体发展；二是房产抵押类业务

相较传统信贷业务风险更低，更受机构青睐；三

是房抵业务模式成熟，不像传统线下消金业务

还面临场景方的风险。

资金流向追踪难

不得不说，目前各大机构在细分场景的竞

争愈演愈烈，但定位小额分散的消费金融公司，

谋局大额房抵贷业务，真是一门好生意吗？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消金机构布局房抵

贷，尽管规避了场景方风险，但贷后资金流向追

踪仍是难题。此前就有消费金融机构因贷后管

理不到位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从而被监管

处罚；此外，也不乏有借款人从消费金融公司处

获得个人消费贷款，但房抵贷资金实际用于归

还高利贷，或被用于投资房地产业务。

苏筱芮认为，目前房抵贷业务难以全部线

上化，在人力成本等方面较高，如果出现风险事

件，后期变现处置的周期流程较长。消金机构在

布局房抵贷业务时，应关注后续资金流向的监

测，避免被挪用于炒房、炒股等。

“基于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定位，房屋二次

抵押贷款产品，只是风控方式与房屋有关，贷款

依然需要流向消费，不能流向购房、公司经营生

意周转、炒股等。”于百程同样称，大额贷款的资

金流向往往难以监测，过往也有过消金公司发

放的大额贷款业务资金流向违规案例。因此，对

于消费金融机构来说，后续在房抵贷展业上，或

将面临较大的合规性风险；其次，二抵本身在出

现债务纠纷时，其受偿顺序低于第一抵押债权

人，如果第一抵押债权人未起诉时，二抵机构起

诉也存在一定法律风险；此外，消金机构二抵业

务，也面临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回落至20.49万亿元

在业务转型驱动下，信托资产规模从

2017年四季度末26.25万亿元的高点渐次回

落。来自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的《2020年四季

度末信托公司主要业务数据》显示，截至2020

年四季度末，信托资产规模为20.49万亿元，

同比下降5.17%，比2019年四季度末减少1.12

万亿元，比2017年四季度末历史峰值减少

5.76万亿元。2020年分4个季度看，分别减少

2772.93亿元、477.55亿元、4182.31亿元、

3726.77亿元。

对信托资产规模下降的原因，复旦大学

信托研究中心主任殷醒民分析认为，信托资

产规模下降的背后，与行业持续压降融资类

和通道类业务有关。2020年上半年部分信托

公司仍然迅猛发展，2020年一季度末和2020

年二季度末融资类信托资产分别为6.18万亿

元和6.45万亿元，环比分别增加3458.31亿元

和2677.58亿元。对此，2020年6月，银保监会

下发《关于信托公司风险处置相关工作的通

知》、要求信托公司压降违法违规严重、投向

不合规的融资类信托业务。

在监管发文后，融资类信托资产开始下

滑，2020年三季度末融资类信托余额为5.95

万亿元，环比2020年二季度末减少4966.43亿

元；2020年四季度末融资类信托余额为4.86

万亿元，环比2020年三季度末减少10916.31

亿元。2020年三季度和四季度两个季度合计

压降规模达15882.74亿元。

从资产功能划分来看，截至2020年四季

度末，事务管理类信托余额为9.19万亿元，同

比2019年四季度末的10.65万亿元减少1.46万

亿元，较2017年末历史高点的15.65万亿元减

少6.46万亿元；业务占比为44.84%，同比2019

年四季度末的49.3%下降4.46个百分点。

“压降的事务管理类中的绝大多数是以

监管套利、隐匿风险为特征的金融同业通道

业务。按照监管部门要求，事务管理类业务量

与占比一直不断下降，金融机构之间多层嵌

套、资金空转现象明显减少。”殷醒民说道。

利润连续负增长

在“两压一降”监管重点工作的持续推进

下，信托行业高盈利模式不再，增收不增利成

为常态。2020年，信托业实现营业收入

1228.05亿元，同比2019年的1200.12亿元增

长2.33%。2020年4个季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55.65亿 元 、294.86亿 元 、291.09亿 元 和

386.45亿元，其中，四季度营业收入环比三季

度增长32.76%，是信托公司年末业绩冲高的

行业特征。

而在计提减值损失抵御风险的背景下，信

托行业净利润增速已经两年出现负增长，2019

年同比下降0.65%，2020年同比下降19.79%。

2020年，信托业利润为583.18亿元，同比

2019年727.05亿元下降19.79%，减少143.87

亿元。分季度利润看，2020年4个季度利润分

别为166.1亿元、174.92亿元、144.87亿元和

97.29亿元，2020年四季度利润为4个季度的

“垫底”。

“2020年四季度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信托公司增加了应对可能风险的资产减值损

失计提。”殷醒民指出，信托业业绩指标反映

的是行业状况，部分信托公司的业绩则有大

幅改善。信托公司经营收入与利润增速出现

公司之间的分化，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现象，不

少信托公司得益于前两年的主动优化业务结

构，2020年净利润出现较快增长。这提示信托

公司应提高对加快业务转型重要性的认识，

采取有效步骤来推进主动管理能力的提升。

一位信托公司研究人士也向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2020年有一些信托公司发生了一些

风险事件，拖累了整体行业的利润，加上在严

控风险的背景下，信托公司加大了减值损失

计提，利润也会出现下降。再叠加整体资金面

较为宽松以及信托业务结构调整带来的影

响，都会对信托公司利润带来影响。

投向结构改善

过去一年，转型依旧是信托业的关键词，

进一步强化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规律的认

识，并以多种方式推动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部

门，信托投向结构不断改善。

截至2020年四季度末，资金信托为16.31

万亿元，同比2019年四季度末的17.94万亿元

下降9.09%，净减少1.63万亿元；环比2020年

三季度末的17.23万亿元下降5.36%，净减少

9242亿元。

从资金信托在五大领域占比来看，2020

年四季度末排序是工商企业（30.41%）、基础

产业（15.13%）、房地产业（13.97%）、证券市场

（13.87%）、金融机构（12.17%）。2020年四季

度末，备受关注的房地产资金信托余额为2.28

万亿元，同比2019年四季度末的2.7万亿元下

降15.75%，环比2020年三季度末的2.38万亿

元下降4.19%。同样，第一大领域工商企业的

资金信托流向也有所缩减，2020年四季度末，

资金信托流向工商企业4.96万亿元，同比

2019年四季度末的5.49万亿元下降9.64%，净

减少0.53万亿元。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以证券投资类为主的

金融类信托规模出现上升。2020年四季度末，

标准化金融产品投资的资金信托规模为2.26

万亿元，同比2019年四季度末的1.96万亿元

增长15.44%，环比三季度末的2.21万亿元增

长2.2%，2020年四季度新流入487.93亿元。

上述信托公司研究人士指出，房地产资

金信托占比下降主要和调控有关，还与市场

的真实需求有关。例如，在投融资需求加大的

情况下，以证券投资类为主的金融类信托数

量就会出现上升。

殷醒民介绍称，2020年二至四季度，证券

投资类信托产品销售较好，不少信托公司积

极向标品信托转型。与此同时，监管部门鼓励

信托公司更多开展证券投资信托等业务，引

导信托资金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支持力度。信

托公司可以通过自有资金和信托产品投资股

票、基金和债券，充实、拓宽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的源头活水，有利于金融和实体经济实现

高水平循环。

殷醒民进一步指出，证券市场是一个高

度竞争的市场，信托公司能否真正为受益人

带来利益，要取决于信托公司的主动管理能

力，其中包括对国内外经济、产业与企业发展

的把握能力。因此，信托公司如何充分发挥信

托的制度优势，通过增加权益类信托产品为

受益人带来盈利是一个新的课题。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

2020年信托业整体经营表现终于露出了全貌，3月8日，来自中国信托业协

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行业持续压降融资类业务的背景下，2020年信托行

业资产规模再次出现回落，下滑至20.49万亿元。如今，“两压一降”工作持续推

进，信托行业高盈利模式不再，未来如何优化信托资金投向结构，把握转型发

展脉络也成为摆在信托业面前的难题。

资金信托在

五大领域占比

工商企业
30.41%

基础产业
15.13%

金融机构
12.17%

证券市场
13.87%

房地产业
13.97%

信托业成绩单
（截至2020年四季度末）

信托资产规模

20.49万亿元

同比下降5.17%

营业收入

1228.05亿元

同比增长2.33%
信托业务收入

864.48亿元

同比增长3.68%
利润

583.18亿元
投资收益

271亿元

同比下降19.79%

同比下降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