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款被质押，企业竟然毫不知情？11月15日，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科远智慧”）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存入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共计2.95亿元的存款在毫不知

情的情况下被质押。11月16日，北京商报记者从浦发银行处获悉，该行南通分行与科远智慧

子公司南京科远智慧能源投资公司（以下简称“科远投资”）确有存款等业务关系。为查明事

实真相，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已于11月15日向公安机关进行了刑事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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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消金牌照花落谁家

存款质押罗生门重演

新生支付被指恶意扣款 年内已罚888万

北京商报2021.11.1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华融”）“瘦身”持续进行中，华融消

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消费金

融”）的股权转让也有了新进展。11月16日，北

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披露的一则转让信息引起

关注，华融消费金融70%股权转让的相关信

息对外揭开了“面纱”。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官网显示，华融消

费金融70%股权转让底价为7.27亿元，转让

方为中国华融，该转让项目于11月15日开始，

截止日期为12月10日。按照70%股权作价

7.27亿元计算，华融消费金融整体估值约为

10.38亿元。

根据挂牌交易规则，在挂牌期征集到2个

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即可开启网

络竞价，有意向的受让方需缴纳保证金

7270.32万元。本次股权转让接受单一主体受

让或联合体受让。如采取联合体受让的，联合

体中需有一名成员为金融机构，由其作为消

费金融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且其持股比例应

不低于34%。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须对华

融消费金融提供流动性支持/股东存款，华融

消费金融全额归还转让方的股东存款本息。

基于华融消费金融持牌金融机构的特性，其

股权变更仍需监管方进一步审核通过。按照

要求，受让方在银保监会批准股东资格之日

起5个工作日内，将剩余交易价款一次性支付

至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

此前，8月2日，中国华融就曾发布公告

称，根据监管机构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逐步

退出非主业的要求，拟将持有的华融消费金

融70%股权对外公开转让，共计6.30亿股。而

在9月6日，华融消费金融这一股权转让项目

便曾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但未披露

具体交易价格。

对于华融消费金融面临的股东方变更，

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表示，在中国华

融聚焦主业、“瘦身”整改的大背景下，中国华

融作为华融消费金融的最大股东，能够为其

提供的资金支持和其他资源相对有限。引入

新股东后，更有利于盘活华融消费金融当前

的资产，也能为其后续提供消费场景、技术等

方面的帮助。

“同时，受到中国华融此前经济案件影

响，华融消费金融管理层人事变动较快，运营

团队不稳定下也难以保证业绩。引入新股东

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公司业务团队的稳定，

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王鹏进一步补充道。

华融消费金融这张牌照究竟花落谁家，

也将随着转让交易完成揭晓答案。北京商报

记者了解到，此前已有媒体报道称，有银行存

在接手华融消费金融股权的意向。对于股东

变更可能带来的影响、后续业务布局等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也向华融消费金融方面进行了

了解，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对方回复。

根据转让公告中介绍的标的信息，华融

消费金融成立于2016年1月，当前注册资本9

亿元。除了中国华融外，公司股东还包括合

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资

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安徽新安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15.3%、8%

和6.7%。

从转让公告披露的信息来看，华融消费

金融其他股东均放弃了行使优先购买权，公

司管理层也无意向受让股权。而不少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除了股东资质外，华融消费金融

开业以来业绩表现不佳，也是股东方不愿接

手的考虑因素之一。

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华融消

费金融净利润一直处于大幅波动中，还曾一

度影响其增资。2017年的净利润为1.28亿元，

是华融消费金融开业至今的最好成绩，经历

了2018年的大幅下滑后，华融消费金融在

2019年交出了亏损2.631亿元的成绩单，2020

年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0.064亿元。

另根据挂牌公告中披露的华融消费金融

财务数据，2021年上半年，华融消费金融实现

营业收入6.37亿元，净利润556.6万元；截至

2021年6月末，华融消费金融总资产为75.16

亿元。

“从华融消费金融的业绩表现以及资产

总量等数据来看，华融消费金融在当前已经

开业的消费金融机构中仍处于靠后位置，这

也是其在行业竞争中的劣势表现之一，”王鹏

分析指出，尽管拥有“高金量”的消费金融牌

照，但是华融消费金融作为一家资管系公司，

不具备银行系的资金优势，也不具备产业系

的场景资源，更难拥有互联网系的流量，因此

公司用户基础、消费场景均有限制。

在王鹏看来，在当前牌照批设步伐放缓

的情况下，“消费金融”仍然具备硬实力，而华

融消费金融成立六年，在用户基础、合作场景

以及商户等方面也有一定积累。“引入新股东

后，利用股东优势资源，选择适合的打法，扩

大投入，华融消费金融面临的诸多难题可能

会得到解决，仍有可能扭转颓势。”

北京商报记者岳品瑜廖蒙

2.95亿存款被莫名质押

科远智慧的一纸公告将浦发银行推向了

风口。11月15日，科远智慧发布《关于银行定

期存款到期未能赎回的风险提示性公告》称，

该集团旗下子公司科远投资在去年11月10日

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4000万元购买了浦

发银行南通分行的定期存款，产品到期日为

2021年11月10日。

产品到期后，截至11月15日科远智慧仍

未收到该笔资金。为了查明事情真相，科远智

慧随后向浦发银行南通分行问询，却得到了

这笔4000万元定期存款于存入当日就已作为

南通瑞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

瑞豪”）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质押担保，目前

因南通瑞豪未能按时偿债，导致这笔定期存

款到期未能及时赎回。

科远智慧表示，对该质押行为毫不知情，

已明确要求浦发银行南通分行方面出具有效

证明材料，但截至11月15日，尚未收到银行方

面出具的任何证明材料。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科远智慧公布的

信息显示，科远投资在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共

存入8笔定期存款，总金额为3.45亿元。其中，

有6笔存款状态均显示为已质押，到期未能赎

回的金额为4000万元，未到期显示被质押状

态的金额为 2.55亿元，计算可得，被质押状态

的银行存款金额为2.95亿元。

“针对上述客观事实，公司管理层第一时

间积极与浦发银行沟通，催收上述产品的兑

付款项，并已于2021年11月15日向警方及银

保监会江苏监管局报案。目前公司经营活动

一切正常，尚未受到上述事件影响，公司董事

会将督促管理层积极配合警方及相关监管部

门处理此事。”科远智慧称。

银行：确有存款等业务关系

企业存款被莫名质押，银行作何回复？

11月16日，北京商报记者从浦发银行相关

负责人处获悉，浦发银行南通分行与科远投

资确有存款等业务关系。为依法保障银行和

客户方的权益，查明事实真相，浦发银行南

通分行在开展排查的同时，已于11月15日

向公安机关进行了刑事报案，并提供了相关

业务资料。浦发银行表示，后续将积极配合

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切实维护相关各方合

法权益。

作为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质押担保的一方

南通瑞豪又有何种说法？天眼查公布的信息

显示，南通瑞豪成立于2014年5月7日，注册资

本为10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卫生洁具、陶

瓷制品、建筑材料等。有两位自然人股东王伟

民、刘涛，二人持股比例分别为70%、30%。

北京商报记者拨通了天眼查公布的联系

电话，接电话的人正是该公司大股东王伟民，

他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称，自己与南通瑞豪

并无关系，也不在该公司任职，更不知道承兑

汇票质押担保一事。“我和南通瑞豪从来没有

过关系，当时公司是我帮朋友买的，我也没进

过这家公司。”王伟民说道。

而与浦发银行科远智慧相似的一幕才

刚发生不久。10月，一家名为济民可信的医

药集团指控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在该集团子

公司山禾药业与恒生制药“毫不知情”的情

况下挪用该公司存于该行的28亿元存款，用

作第三方公司的贷款质押担保。此事发布后

引发舆论轩然大波，也受到了监管层的关

注，证监会国际部近日出具的一份反馈意见

显示，监管要求渤海银行详细说明存款人为

第三方提供质押担保的情况、进展，并问询

该行相关从业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或不

当操作的行为。

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分析称，保证储户权益是银行立

业的基础，作为资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行

业，银行有着高度严密的内控制度，高素质的

人才队伍，加上现在金融科技手段足够丰富，

应当足以保障储户存款资金安全。如果出现

存款安全问题，原因可能主要出在银行监管

流于形式、内控岗位职能缺失方面。

北京商报记者宋亦桐

因合规问题年内二收央行罚单，又被

多位用户反映存在恶意扣款，新生支付在

商户管理上暗藏隐忧。11月16日，有读者

向北京商报记者反映，在“天使优品”等平

台寻求贷款，仅填写了各种资料、绑定银

行卡后，一输入绑卡验证码，就被扣了数

百元甚至千元不等的“服务费”“会员费”，

而新生支付则承担着支付通道的角色。为

何给恶意扣款提供支付通道？对此新生支

付未给出明确答复。

已在联系用户退款

“我当时填写了身份信息，绑定了银

行卡，就被扣款了，弄得我一脸懵……”来

自江苏的张力（化名）向北京商报记者讲述

了他近期的一次贷款经历。他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今年10月底从朋友口中得知了一

个名为“天使优品”的贷款平台，但仅仅填

写了身份资料，绑定银行卡后，就被该平台

接连扣去了268元、298元，扣款平台为新生

支付。

“本来下载‘天使优品’是为了借款，结

果刚填完资料提交后手机就收到扣款消

息，钱没有借到反而被无缘无故扣款。”张

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被扣款的并不只有

他一个，和他一起下载软件的朋友也被扣了

数百元，扣款支付公司同样为新生支付。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类似张力这样

的案例并不少见，根据黑猫投诉平台显示

的情况来看，已有上千个关于“天使优品”

贷款不成且恶意扣款的案例，此外，除了

“天使优品”平台外，新生支付还被用户反

映为“西瓜秒下”App恶意扣款提供支付

通道，套路也如出一辙。用户反映称，“当时

注册时，根本没有说要扣费，注册之后还被

提示卡里要保证有余额，但一绑定银行卡

就被自动扣费，也没有相关提示”……

对于多位用户反映的恶意扣款情况，

北京商报记者向新生支付方面采访求证，

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后者回应。不过，此后

记者从张力口中得知，新生支付已经在联

系受害用户将退回恶意扣款。

在业内资深分析人士看来，贷款平台

强制扣取用户服务费侵害了金融消费者

的知情权与选择权，有涉嫌诈骗之嫌。而

作为持牌支付机构的新生支付，卷入恶意

扣款风波，也表明持牌机构对商户的风控

存有漏洞。

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

博指出，支付通道的管理是支付公司风

控中特别重要的一环，需要对整体的资

金流和信息流进行持续监控，包括资金

流动的每一个环节，特别是选择正规的

合作商户。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亚则

提到，未经提示强制扣取用户费用，涉嫌

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倘若

既无放贷资质也无放贷意图，则扣除用户

费用涉嫌构成诈骗等刑事犯罪；而作为支

付机构，则涉嫌为非法业务提供支付通

道，一旦查实或将面临行政处罚。

年内被“二罚”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除了卷入恶意

扣款风波外，就在近日，新生支付因将资

金结算至商户非同名账户、违规向不符合

条件的特约商户提供“T+0”结算，再一次

收到了央行海口中心支行的24万元行政

处罚。

而这也是新生支付的年内“二罚”。就

在今年8月，新生支付成都分公司也因与

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或者为客户开

立匿名账户、假名账户，被央行成都分行

罚款864万元。时任新生支付公司总经理

蔡青对前述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也被

处以3万元罚款。

针对年内的多次被罚及整改情况，北

京商报记者同样向新生支付求证采访，但

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应。

新生支付此类商户管理问题已是旧

疾。除了今年多次被罚外，2019年新生支

付也因未严格落实实名审核要求、商户后

续管理情况不规范、网络支付接口监测不

到位、未按规定设置收单资金结算账户等

行为，被央行海口中心支行警告并罚没13

万元。

对于多次被罚事件，王蓬博指出，这

说明该公司在商户管理和合规系统搭建

上还有待完善，包括对旗下服务商的管理

需要继续加强，存在这类问题最可能的原

因还是由于追求利润空间而在管理上不

到位所致，特别是对于服务商的管理。

“新生支付历史上多次被罚，特别是

近期连续被罚，都与其客户调查（KYC）工

作不力有关，对商户端的风险把控出现严

重问题，导致支付运行过程中的资金安

全和信息安全风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数字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天指出。

珍惜牌照加强合规建设

官网显示，新生支付是海航非航空资

产管理事业部旗下第三方支付平台，于

2008年初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其于

2011年5月成功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

并于2016年8月续展成功，2017年入股网

联成为网联初始股东。目前，新生支付的

业务类型为互联网支付、银行卡收单（浙

江省、江苏省、海南省、福建省、四川省）、

预付卡发行与受理（全国）。

在业内看来，作为老牌支付公司之一

的新生支付，在支付牌照上有其优势，后

续关键是要严格把好商户和平台的审核

关，在日常交易过程中严格按照规定做到

对客户身份的有效识别，尤其是在产品设

计和产品对接时，要秉承保护消费者权益

的思路，严格审核好商户情况。

正如金天所说，“新生支付要珍惜牌

照价值，加强合规建设，保证在股权变动

过程中的平稳经营”。

王蓬博则进一步提出，“新生支付急需

解决的还有如何盈利的问题，有好的业

务方向肯定会对合规性更加在意，在选

择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就有更多话语权”。

在王蓬博看来，后续新生支付还是要

在客户拓展以及自身业务转型上下功夫，

毕竟第三方支付牌照还是比较稀缺的，新

生支付作为老牌支付公司，相对同类的

SAAS服务商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比如在

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或者数字人民币收

单方向，都是现在能够看到的比较好的途

径。“当然，做好合规性一定是前提。”王蓬

博强调。 北京商报记者刘四红

Focus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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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远智慧2.95亿存款被质押事件始末

2020年11月10日

科远智慧旗下子公司科远

投资在去年11月10日使用

自有资金4000万元购买了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的定期

存款，产品到期日为2021

年11月10日

2021年11月15日

产品到期后，截至11

月15日科远智慧仍未

收到该笔资金

科远智慧随后向浦发银行

南通分行问询得知，这笔

4000万元定期存款于存入

当日就已作为南通瑞豪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开具银行

承兑汇票的质押担保

科远智慧：

对该质押行为毫不知情，并已于11月15日向警方及银保监会

江苏监管局报案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与科远投资确有存款等业务关系，已于11

月15日向公安机关进行了刑事报案，并提供了相关业务资料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