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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积金推信用等级评价
D级将被限制业务办理资格

“期中考”放榜 上市银行信用卡成绩向好

新三板上市小贷公司上半年几乎全员盈利

北京商报2021.8.26

北京住房公积金将推新政。8月25日，据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北京

公积金中心”）公告，为推进北京住房公积金

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机制，北京公积金中心起草了《信用评价管

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拟设立

A（优）、B（良）、C（中）、D（差）四等信用等级

评价，并针对不同的信用等级评价分别设

置相对应的守信激励权益及惩戒措施，

《办法》现已公开征求意见。

具体而言，《办法》包含五个章节、三十

五条，分别是总则、信用信息采集及评价、信

用评价结果的应用、信用异议及修复、附则。

按照北京市信用主管部门要求，北京公

积金中心信用等级评价划分为A（优）、B

（良）、C（中）、D（差）四等，具体又区分为A、

A-、B+、B、B-、C+、C、C-、D九级。评价指

标设计方面，区别单位及职工，力求客观、精

简、量化、公正；评价方式方面，采取年度评

级和实时评级相结合，评价结果动态调整；

分级分类监管措施设计方面，体现诚信便

利、失信惩戒原则，打击住房公积金违法违

规行为，同时，将对单位的信用监管与“双随

机”监管相结合，建立信用监管与行政执法

协同联动机制。

A级、B级、C级评价结果有效期原则上

为一个自然年度（即自然年度的1月1日-12

月31日），如期间发生信用等级调整，新的信

用等级有效期按照一个自然年度内剩余时

间认定为有效期；D级评价结果有效期为五

年，如期间发生信用等级调整，以新的信用

等级调整之日起重新计算有效期。

谈及北京公积金中心拟建立信用等级

评价的原因，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信

用等级评价制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北京

公积金中心落实信用制度、提升公积金管

理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导向。过去信用评价

在房企和中介行业中有相关政策，但是住

房公积金本身没有此类政策内容。据此也可

以认为，后续住房公积金方面的系统将更加

完备。信用等级评价制度能够规范包括个人

购房者在内的各类参与主体的相关行为，

对于打击违规使用公积金等行为有积极的

作用。

个人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北京

商报记者注意到，此次《办法》中的一大亮点

就是信用等级评价为A级（含A、A-）、B级

（含B+、B、B-）的职工在信用有效期内可享

受不同程度的守信激励权益。

具体来看，信用等级评价为A级（含A、

A-）的职工，信用有效期内可享受业务办理

可适用信用承诺制、容缺办理；按照法律法

规及北京市相关政策要求，应给予的其他守

信激励措施。信用等级评价为B级（含B+、B、

B-）的职工，信用有效期内业务办理可适用

信用承诺制、容缺办理。

信用等级评价为C级（含C+、C、C-）的

职工，信用有效期内将记入管理中心不良信

息库，列入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资格和材料

审核关注对象；取消适用信用承诺制度、容

缺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的资格。

而信用等级评价为D级的职工，信用有

效期内可适用下列惩戒措施，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包括：将职工记入管理中心不

良信息库，按上级监管要求限制其业务办理

资格；取消线上业务及自助业务办理资格；

失信信息将报送至北京市大数据平台、北京

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等，按规定面向社

会公开展示；按照上级监管要求纳入联合惩

戒范围；按照法律法规及北京市相关政策要

求，应给予的其他惩戒措施。

严跃进进一步强调称，类似评价等级的

优势在于未来可以更细化对各类行为进行

考核。尤其是当前利用住房公积金来违规

“炒房”的现象将被遏制，类似做法也体现了

落实“房住不炒”的导向。

北京商报记者宋亦桐

头部平台现“黑马”

具体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16家小

贷公司共计录得营业收入4.86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归母净利

润”）合计1.51亿元。其中，琼中农信以营业收

入1.83亿元、归母净利润6079.34万元的成绩

位列第一，遥遥领先于第二名宏达小贷，后者

两项数据分别为6601.44万元和3901.4万元。

北京商报记者对比16家小贷公司2020

年上半年营收数据了解到，琼中农信与宏达

小贷在2020年上半年同样分别处于第一、第

二名位置。第三名则由“黑马”棒杰小贷斩获。

仅从归母净利润这一数据来看，棒杰小

贷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3398.12万元，相较上

年同期614.68万元同比增长452.83%。营业

收入则由2020年上半年的881.7万元降至

631.2万元，同比下滑28.41%。棒杰小贷在财

报中提到，营收数据出现重大变化的原因在

于投资收益增加。

相较2020年同期业绩，除了棒杰小贷

外，头部平台表现相对稳定，但盈利水平居于

中部位置的机构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洗

牌”。例如，兆丰小贷2021年上半年归母净利

润为1233.64万元，相较上年同期的1566.23

万元下降21.24%；银信农贷归母净利润更是

由2020年的8555.61万元下滑53.33%，为

3992.92万元。

在15家报告期内处于盈利状态的新三

板上市小贷公司中，汇丰小贷以103.3万元的

盈利水平处于垫底位置。2020年同期，汇丰

小贷归母净利润为261.73万元，同比下降

60.53%。

而作为16家机构中唯一的亏损小贷公

司，鑫庄农贷出现了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

均为负数的情况，两项数据分别为-657.04

万元和-1.17亿元。而在2020年同期，鑫庄农

贷两项数据分别为1.40亿元、-1757.19万

元，同比下降104.68%和96.26%。鑫庄农贷

在财报中提到，受疫情影响，客户拖欠贷款

本息造成业绩下滑。

在易观高级分析师苏筱芮看来，新三板

小贷公司业绩继续两极分化符合市场预期，

相关机构以地方性小贷为主，面向当地企业

和个人用户展业，也很难实现更高规模的突

破。其中出现中部机构“洗牌”、有平台业绩大

幅增长等情况，也说明在监管政策、疫情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仍有机构能够找准自身

定位，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不良率攀升

正如苏筱芮所言，新三板上市小贷公司

业绩两极分化特征依旧明显。16家小贷公司

绝大多数实现盈利的背后，却是明显放缓的

营收增速和日益攀升的不良率。

据北京商报记者统计，16家小贷公司

中，有10家机构报告期内出现了营收、归母

净利润“双降”的情况。除了前文提到的业绩

变动情况外，“冠军”琼中农信也没能逃过营

收同比减少20.2%、归母净利润同比减少

11.03%的窘境。

在剩余的6家小贷公司中，海博小贷、黔

中泉、信源小贷、天元小贷等4家机构实现营

收、归母净利润双项增长。其中，黔中泉以营

收2240.95万元、归母净利润1382.11万元的

成绩，在报告期内分别实现了42.45%、

98.58%的增长。

此外，从资产质量来看，多家机构呈现出

了不同程度的不良率上涨，不良率主要集中

在5%-10%。信源小贷、汇丰小贷等公司不良

率小幅下降，信源小贷由上年同期的2.16%

下降至1.73%，资产质量处于领先位置；汇丰

小贷则由7.35%小幅微降至7.34%。

包括黔中泉、银信农贷在内，还有部分机

构不良率超过10%。报告期内，黔中泉不良贷

款余额较上年增长47.71%，不良贷款率由上

年同期的13.73%上升至14.9%；银信农贷则

由上年同期的10.42%飙升至16.72%，不良贷

款余额也上涨超40%。

而陷入亏损泥潭的鑫庄农贷，报告期内

不良贷款为5.22亿元，同比增长97.99%。不良

率也由43.15%增至100%。

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如何解决资产质

量，以及后续业绩布局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

也向鑫庄农贷、棒杰小贷等多家机构进行了

解，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对方回复。

苏筱芮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小贷机构本

身定位的客群相较其他持牌金融机构来说更

为下沉，尤其是地方性小贷公司，资金来源较

为单一，经营模式粗放，在行业整顿以及利率

压降的大背景下面临压力，容易出现不良率

抬升的情况。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则指

出，近年来小贷机构受到多项监管政策约

束，行业规范性不断提升。地方性小贷公司

主要服务于当地小微企业，疫情冲击下小微

企业财务出现危机，相应造成小贷公司不良

率上升。

“另外，消费贷款行业的整体增速都在下

降，用户端需求减少。同时小贷公司与银行、

消费金融等持牌金融机构同台竞争，在资

金成本、品牌声誉等方面存在不足。”黄大智

补充道。 北京商报记者岳品瑜廖蒙

中小行发卡量加速

据北京商报记者统计，截至8月25日，已

有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上海银行、

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长沙银行、成

都银行、重庆农商行、常熟农商行、张家港农

商行、苏州农商行、瑞丰农商行14家银行披露

“期中考”成绩，信用卡“单科成绩”各项经营

指标也有所显现。

发卡量是衡量信用卡业务的重要指标之

一。从披露情况来看，上半年披露发卡量的银

行均呈现上涨态势，其中城商行、农商行增速

较为明显，增幅在7.67%-60.21%。增幅最快

的为南京银行，截至2021年6月末，该行信用

卡累计发卡量已达到129.34万张，相较于上

年末增长了60.21%。宁波银行、重庆农商行、

长沙银行、江苏银行增幅也在10%以上，分别

为14.17%、13.28%、10.65%和10.12%。

谈及城商行、农商行信用卡发卡量上涨

原因，信用卡资深分析人士董峥分析认为，中

小银行信用卡基数比较低，加之部分银行在

信用卡业务方面开始觉醒，加大了信用卡的

发卡、营销力度，促使发卡量出现了一定程度

的增长。同时虚拟信用卡等创新产品也促使

部分银行发卡量的激增。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也表示，从2021

年上半年的部分信用卡数据看，因为疫情因

素削减，信用卡的发卡量同比增长。同时，一

些城商行把信用卡作为零售业务的主要发力

点，加大投入推出虚拟信用卡等创新产品，因

为基数不高，发卡量等出现大幅增长。例如，

南京银行的数字信用卡NCard信用卡就是

其中的代表。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南京银行

截至2021年6月末较年初新增信用卡48.61万

张，而其在3月初正式对外发布的数字信用卡

NCard发卡量就已超36万张。

多家地方银行晒出上半年信用卡发卡量

增长成绩，而在零售业务具备优势的招商银

行、平安银行则晒出了信用卡流通卡数。从数

据来看，报告期内，招商银行信用卡流通卡数

为10180.19万张，较上年末增长2.28%；流通

户数为6771.52万户，较上年末增长1.51%。而

平安银行的信用卡流通卡数为6652.74万张，

较上年末上涨了3.6%。

不良率有所回落

得益于国内消费日趋复苏，2021年上半

年，多家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增长。

从目前已经披露相关数据的银行来看，

招商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处于领跑位置，截

至6月末，该行贷款余额为7969.85亿元，相较

于2020年末增长6.74%；平安银行信用卡应收

账款、中信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分别为

5519.53亿元和5079.31亿元，增幅分别为

4.30%和4.68%。

城商行方面，上海银行、江苏银行信用卡

贷款余额较多，分别为355.61亿元、261.15亿

元，较上年末增长3.23%和16.8%。而农商行序

列中，张家港农商行增长最快，相较于上年

末，该行信用卡贷款余额增长了114.25%，达

19.39亿元。

在上述多家银行报告期内信用卡业务规

模增长之时，亦有个别银行规模出现小幅下

降。其中，瑞丰农商行信用卡贷款余额为45.04

亿元，较上年末减少6.75%；长沙银行信用卡贷

款余额为205.39亿元，较上年末下降0.97%。

易观高级分析师苏筱芮也表示，信用卡

业务规模分化是正常现象，大幅上涨的原因

主要是其采取了积极的发卡策略并获得市场

认可，若出现明显下跌也可能是由于战略收

缩所致。

董峥指出，贷款余额上涨反映了信用卡

动卡率、活跃度较高，但要结合银行的经营情

况考虑，警惕多头授信风险、不良率攀升情况

的出现。

在信用卡的资产质量表现上，多家信用

卡不良率逐步回落，部分银行已恢复至疫情

前水平。例如招商银行在半年报中提到，该行

信用卡贷款入催率及回收率已基本恢复至疫

情前水平，后端催收能力也明显提升。截至报

告期末，信用卡贷款不良率为1.58%，较上年

末下降0.08个百分点。再如，不良率减幅最大

的南京银行，截至报告期末，该行信用卡不良

率较上年末减少了0.42个百分点至1.72%。

“信用卡不良率下滑是近年来的趋势，一

方面是因为政策加大了信用卡风险的控制力

度，另一方面则是银行加大了风控、催收力

度。”董峥说。

苏筱芮进一步分析道，不良率回落主要

是银行强化了持卡客群的精细化运营，通过

降额、封卡甚至收缩发卡量等来管理信用卡

风险。

从增量到存量

作为商业银行零售业务中的重要板块，

信用卡一直都是银行间的必争之地，发卡量、

活跃数据背后反映的是银行业务精细化发

展，场景生态建设的综合实力较量。

在董峥看来，信用卡的主要消费群体还

是年轻人，目前信用卡正由增量向存量转变，

消费者并不缺少信用卡，银行应及时转变思

维，深耕消费者的刚性需求，将产品与消费者

对应起来，及时对信用卡产品进行升级换代。

此外，“线上为主，线下为辅”将是信用卡未来

的发展趋势，银行也要顺应潮流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多家银行在半年

报信用卡业务上频频提及线上化、场景化、年

轻化。例如，招商银行面向高校毕业生群体的

“FIRST毕业生信用卡”；平安银行持续深耕

车主客群的生态化经营，逐步形成了以加油

权益为主，洗车、停车、充电、保养权益为辅的

全方位车生态经营体系；南京银行推出的数

字信用卡NCard信用卡等。

苏筱芮表示，线上化、场景化、年轻化多

次被提及，意味着数字科技对信用卡业务的

助力作用愈发凸显。未来信用卡的竞争关键

要素，一是获客及促销活动，二是运营策略及

成本，三是风控水平。

按照现有银行半年报信用卡业务的经营

情况，苏筱芮预计，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的

表现将呈现出稳健态势，而城商行、农商行则

将出现进一步分化。

北京商报记者孟凡霞李海颜

随着A股上市银行2021年“期中考”成绩单的陆续揭晓，各家银行信用卡业务经营状况也开始浮出水面。8月25日，北

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已有包括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在内的14家上市银行在半年报中披露

了信用卡业务相关业绩数据。从披露情况来看，上半年多家银行信用卡业务出现复苏，业绩和资产质量双双改善。发卡量、

贷款余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信用卡不良率回落较为明显，部分银行信用卡交易额也有显著提升。

银行 流通卡量（万张） 较上年末（增幅）

招商银行 10180.19 2.28%

平安银行 6652.74 3.6%

银行 发卡量（万张） 较上年末（增幅）

中信银行 9683.18 4.55%

上海银行 1173.83 7.67%

江苏银行 454.44 10.12%

南京银行 129.34 60.21%

宁波银行 333 14.17%

长沙银行 253.07 10.65%

重庆农商行156.33 13.28%

部分上市银行半年报

信用卡业务相关数据

新三板小贷公司正陆续交出2021年上半年“成绩单”。8月25日，北京商报记

者注意到，当前在新三板挂牌交易的17家小贷公司中，除了鑫鑫农贷尚未披露

财报数据外，剩余16家机构均对外披露了2021年上半年财报。其中，15家在报告

期内处于盈利状态，琼中农信以6079.34万元的净利润处于领先位置。从16家机

构整体营收数据来看，新三板上市小贷公司业绩两极分化态势依旧，同时还存

在营收增速放缓和不良率飙升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