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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系电商“冷落”双11

北京商报2021.11.3

央行重启小额逆回购 流动性合理充裕保险业10月罚单量价激增 虚构业务成“重灾区”

罚金增近九成

11月2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10

月，银保监系统对保险业开出的罚单涉及82

家次，其中两张罚单只针对个人开出，未披

露所在公司。保险业10月合计被罚金额达

1554.1万元，在总罚单数和罚金方面，10月

罚单相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罚单数量同比

增长64%，罚金同比增长89.55%。

银保监会机关10月未发布罚单，银保监

局、银保监分局共发布的82张罚单中，涉及

财险公司55家次，占罚单总量的近七成；寿

险公司21家次，占罚单数量的近三成；另外

有4家保险中介被罚。

具体来看，财险业罚款仍占据较大比

重，其中财险业合计罚款1166.6万元，占总

罚金的近八成，寿险业合计被罚246万元，保

险中介机构被罚122万元。

从公司及高管处罚情况来看，保险公司

被罚1251.6万元，保险公司高管或个人被罚

285.5万元。顶格处罚方面，5家保险机构被

顶格处罚，其中，包括北京天道保险经纪有

限责任公司四川分公司在内的3家保险机构

被责令停止新业务一年。

对于今年10月罚单数量及罚款金额的

大幅增长，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

中表示，今年罚单与罚款金额大幅攀升一方

面是因为保险业处于下行周期，开拓市场发

展业务变难，竞争更加激烈，各种违规行为

增加；另一方面是为了防风险，监管部门不

断完善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措施的结果。

虚构业务监管趋严

从处罚缘由来看，编制虚假资料仍是处

罚“重灾区”，共有23张罚单因此开出，占罚

单总数量近三成，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

以外的利益、财务数据不真实、欺骗投保人

等乱象也是监管的重点。

除此之外，有15张罚单因虚构业务开

出，罚单数量占比达到两成。北京商报记者

梳理发现，保险公司虚构代理人及专业中介

代理业务套取费用等行为较为常见。

罚单显示，安诚财险公司德州中心支公

司虚构数名代理人套取费用，都邦财险日照

中心支公司利用保险代理人虚构中介业务

套取费用。此外，也有多家头部险企分支机

构存在虚构业务的情况，如人保财险延边分

公司下属支公司虚构商业油用牡丹中介业

务9笔，套取手续费56.91万元。

保险公司缘何频频顶风“造假”？李文中

分析指出，保险公司虚构中介业务出于多种

目的，从争抢业务角度，向没有保险销售资

质的单位或个人支付佣金；为了争抢业务，

强化对公司相关员工的激励，虚构中介业务

向员工支付佣金；也有可能保险公司通过虚

构中介业务套出佣金后作他用。

“保险公司之所以虚构中介业务一方面

是因市场竞争太激烈导致有公司采取这类

不正当竞争手段，另一方面往往也是因为保

险公司内控机制缺失或失效，导致这类违规

行为产生。”李文中表示。

保险公司虚构中介业务产生了一定的

不利影响，李文中认为，保险公司虚构中介

业务带来了保险市场不正当竞争加剧，不利

于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另外，这造成保险中

介业务数据虚假，不利于相关政策的科学合

理制定。

除了虚构中介业务，某保险公司吉林省

分公司还存在通过虚构药品发放事项，列支

养殖险防预费向农户支付现金的行为。罚单

显示，该公司会同制药企业，通过制药企业

员工个人账户共向伊通支公司等7家分支机

构承保的91份保单258户养殖户返还现金，

合计130.96万元。

保险公司虚构业务牟利的行为屡见不

鲜，但最终难逃严监管。去年，银保监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在监管实践中，保险监管部门

查处了一些保险机构高管人员近亲属通过

虚列费用、虚构业务等方式，违规经营保险

中介业务，为保险机构及其高管人员套取费

用，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对保险机构高

管人员近亲属经营保险中介业务的行为应

从严规定。李文中表示，可以预见在未来较

长的一段时间内，保险监管部门对此仍然会

严厉打击。

为了减少虚构保险中介业务乱象，李文

中建议，保险监管部门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监

管制度并严格执行，强化监管检查；保险公

司应当转变经营理念，完善公司内控机制，

加强合规教育，主动防止虚构保险中介业务

的产生。

北京商报记者陈婷婷实习记者胡永新

在10月底接连出手维护市场流动性后，

央行逆回购操作恢复小额投放。据央行官网

消息，11月2日，央行开展了100亿元逆回

购，单日实现净回笼1900亿元。北京商报记

者注意到，11月以来的两个交易日，市场实

现3800亿元资金净回笼。而在11月首周，共

计1万亿元规模逆回购到期。同时，月内还有

1万亿元“麻辣粉”（即“中期借贷便利”，

MLF）面临到期。多重压力之下，11月流动

性是何走向？

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11月

2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00亿元

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2.20%。因11月2日还

有2000亿元逆回购到期，单日实现净回笼

1900亿元。

10月下旬以来，央行连续通过千亿元逆

回购向市场投放资金。进入11月后的两个交

易日，央行明显降低了操作规模。11月1日，

央行同样操作了100亿元逆回购，当日净回

笼1900亿元。

从资金表现来看，资金利率运行平稳。

在经历了11月1日的下行后，11月2日，上海

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多个品种有

所回升。其中，Shibor隔夜上行9.6个基点，

报2.126%；7天期Shibor下行1.7个基点，报

2.185%；14天期Shibor上行4.7个基点，报

2.205%。

对于央行缩量操作逆回购这一情况，光

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分析

指出，10月下旬央行连续开展的大规模回购

操作，是为了对冲缴税高峰期、月末及地方

债发行等短期资金面扰动因素，避免资金面

波动。“到了月初这些短期因素淡出，央行调

整公开市场操作节奏在市场预期之中，市场

对资金面稳定也有预期。”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

主任陶金同样表示，月末季节性流动性收紧

因素在月初再次弱化，银行体系流动性季节

性压力减小，资金市场对央行流动性的需求

也明显较少。同时，近几个月流动性始终保

持总体平稳态势，资金市场利率持续围绕逆

回购政策利率小幅波动，央行月初持续大规

模投放的必要性较小。

在多位分析人士看来，11月流动性面临

的主要考验不仅来源于市场资金的陆续到

期，还有地方债发行、债券缴款等短期因素。

11月1日至5日间，共计1万亿元规模的

逆回购陆续到期，前两个交易日净回笼

3800亿元后，仍有6000亿元资金面临到期。

此外，本月还有1万亿元MLF到期，为今年

以来最高值。数据显示，11月16日、30日将

分别有8000亿元和2000亿元MLF到期。

“面对明显增加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

中长期流动性压力较前期更大，”陶金进一

步解释道，“据预测，11月仍有约3000亿元

国债和约7000亿元专项债的净融资额，由

此产生1万亿元的流动性‘抽水’。”

不过，陶金同样认为，当前财政支出远

落后财政预算赤字安排对应的规模进度，预

计四季度财政支出加快，这些支出形成的银

行存款有望缓解流动性压力。

对于11月的市场流动性，周茂华表示，

11月MLF等政策工具到期量大、专项债发

行量增加、财政支出适度加码等短期因素对

资金面构成一定扰动，央行有望通过MLF、

公开市场操作工具适度加大对冲力度。“应

付资金面短期扰动因素和补充基础货币，央

行工具箱丰富，货币政策稳字当头，后续流

动性仍将保持合理充裕格局。”

陶金认为，总体来看，央行流动性政策将

继续加强前瞻性，及时地进行流动性对冲。一

方面，央行本月大概率等量、足额续作MLF，

以直接填补中长期流动性；另一方面，央行会

结合市场流动性变化，及时开展逆回购等操

作，至少保证短期流动性的充裕。

北京商报记者岳品瑜廖蒙

罚单数量大幅增长、罚款金额同比增加近一倍，在刚刚过去的这个

10月，保险业遭遇了监管的重罚。细数处罚原因，虚构业务屡屡被提及，

暗度陈仓的套费方式也是五花八门，虚构代理人数量、虚构商业油用牡

丹中介业务，还有将直销团体车险业务挂在代理人名下等情况。

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

自2012年开始，银行系电商平台的发展

已经走过了第9个年头。发展至今，有的银行

系电商平台已经销声匿迹不见踪影，只有少

数如建设银行旗下“善融商务”平台、工商银

行“融e购”等平台还在运行。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上述两家

国有大行系电商平台均下设个人商城以及企

业商城。在“善融商务”个人商城平台，该平台

打出了“双11”狂欢聚惠，全场满3000送牛年

酒酒具一套（限量10套）预热字样吸引消费

者眼球；在企业专区则推出了对公金融市场

交易业务专项营销活动，活动时间为11月1

日-12月17日。

“融e购”个人商城主要向消费者展示金

融、黄金珠宝、跨境购、食品、粮油、生鲜等多

个类别的商品，但并未打出“双11”宣传字样，

在企业商城中，“融e购”向企业提供e采购、e

资产、e融通、司法拍卖、跨境贸易多项服务，

但也未打出“双11”宣传字样。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和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善融商务”和“融e购”均推出了乡村振

兴专区，加大了助农扶持力度，但同样的产品

价格却较互联网电商平台无明显优势。例如

一款正在销售的助农红枣产品，售价为15元，

虽然已被标注为爱心价，但在某互联网电商

平台上，该款产品最低售价为12元。除此之

外，对比互联网电商平台动辄上千的销量而

言，银行系电商平台的销量依旧较为惨淡，累

计销量为0的商品屡见不鲜。

李洋（化名）的企业是一家专做农产品的

企业，今年李洋想把家乡的土特产推到线上。

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考察的时候就关注

到银行系电商平台和互联网电商平台，最初

是想在两个渠道都铺设产品，但对商户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货物安全快捷地送到客户

手中。在考察后发现，银行系电商平台的仓

储、物流、配送相比互联网电商都很薄弱，所

以最终还是选择了和互联网电商平台合作”。

对银行系电商平台佛系参与“双11”的原

因，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分

析称，相较互联网电商平台而言，银行系电商

平台用户运营做得还不够完善，用户黏性也

有待提升。此外从自身定位来看，银行系电商

平台也附属于银行主营业务，银行更多是想

通过电商平台增加App提升度以及用户黏

性，并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

依旧以分期、积分抵扣为主

相较互联网电商平台而言，银行系电商

平台不论在上线时间还是整体发展规模上都

处于弱势。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当下，银

行系电商平台参与“双11”活动的方式也主要

为电子券抵扣、积分抵扣两种。

“善融商务”平台就打出了“实价买优品、

用券更实惠”的宣传标语支持电子券100%抵

现。该平台还在购买商品的同时向消费者推

荐信用卡办理业务。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

一款在售的商品购买数量下方，“善融商务”

平台标注了温馨提示，“此商品支持信用卡支

付。没有信用卡？请点击申办信用卡，最快1分

钟出卡”的字样。“融e购”推出的家电专场活

动也支持300元以内积分全额兑换。

在以信用卡为主打造的电商平台上，更

多的银行选择积分抵扣这一方式吸引消费

者。一家股份制银行App“双11”针对信用卡

持卡人推出了积分抵扣活动，用户使用积分

便可抵扣部分产品购买资金。另一家股份制

银行手机银行App专门为持卡人设置了积分

兑换专区向消费者推出各种“福利”，可以抵

的商品价格少则10元，多则数千元。

除此之外，用户也可以选择分期免息购

买商品，例如，一台售价为5999元的

iPhone13手机，可以分3期、6期、12期，每期

对应的还款金额分别为1999.67元、999.83元、

499.92元。

和近几年类似，在参与购物节活动中，

银行系电商平台使用的仍是积分抵扣和信

用卡分期两种方式，较为单一。苏宁金融研

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陶金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银行开展电商

业务的初衷可能并非是为了依靠电商业务

直接盈利，它们可能更加看重电商场景对银

行内交易和流量的赋能，以及通过电商场景

拓展银行业务，例如C端的零钱理财、消费贷

款等零售业务，也包括一部分企业理财业

务。由此看来，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业务，

很可能不会成为未来银行重点布局的领域，

缺乏主观意愿的情况下，类似业务很难得到

持续发展。

陶金进一步指出，其次，银行电商外部竞

争环境不利。银行电商平台与互联网电商平

台相比，在物流、服务、系统、体验等方面不具

有优势，在长期竞争中很可能处于被动局面，

事实上银行电商并未将互联网电商作为竞争

对手，也并未将交易规模作为最重要的指标。

因此从竞争角度看，银行系电商平台的发展

空间总体受限。

与核心金融业务结合

由于电子商务业务对银行中间收入的贡

献不足，收入占比表现不高，所以银行系电商

平台一直处于银行业务的边缘地带，也一度

被批为“最不具备互联网基因”的业务，十年

发展期将至，银行系电商平台如何在功能建

设、产品体系、客户体验、仓储、物流等方面做

好提升，仍需要诸多探索。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指出，银行系电

商平台是银行自建场景的一种方式，最终还

是为金融业务服务。互联网电商系“双11”活

动的目的是以低价带动销售实现规模效应，

但银行系电商平台在不具有规模效应的前提

下，在降价上难有竞争力。银行系电商平台定

位主要还是服务客户，提升客户黏性，积累客

户数据，而并非以销售额最大化为目标。

“和互联网电商不同的是，银行系电商平

台依旧主要依靠银行总行来进行开发、运

营。”一位银行业从业人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直言，未来银行系电商平台可以依

托自身客户、信息等优势，补齐短板挖掘电商

平台方面的潜力，或者可以通过与互联网电

商平台优势互补，加快电商发展，就是要更好

地满足消费者个性、多元化需求。

“未来银行系电商平台应凭借自身打造

的平台，若能够与其核心金融业务很好地结

合，则能够充分发挥电商场景对金融客户体

验和客户黏性提升的作用。由此看来，以信用

卡或者消费金融产品为主导业务视角的银行

电商平台发展依然可期。”陶金如是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宋亦桐

10月底，今年的“双11”战

火就已被点燃，“跨店凑单、直播

带货、抢折扣券……”在众多互

联网电商平台狂轰乱炸卖力宣

传的同时，银行系电商依旧表现

淡定。11月2日，北京商报记者

调查发现，目前仅有极少数银行

系电商平台挂出了“双11促销”

的字样来吸引消费者，在参与方

式上也依旧以较为单一的积分

抵扣、信用卡分期为主。十年发

展期将至，银行系电商平台如何

在功能建设、产品体系、客户体

验、仓储、物流等方面做好提升，

仍需要诸多探索。

银行系电商发展 建议

可依托自身客户、信息等优势，补

齐短板挖掘电商平台方面潜力

可以通过与互联网电商平台优

势互补，加快电商发展更好满

足消费者个性、多元需求

应与核心金融业务相结合

困境

用户运营不够完

善、用户黏性有

待提升

不以盈利为主要目

标的业务，很可能不

会成为未来银行重

点布局的领域

在物流、服务、系

统、体验等方面

不具有优势

并未将交易规模作

为重要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