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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推联合惩戒 电信诈骗分级执法在即

一桩未平，一桩又起。连日来，
湖北襄阳、广西南宁、广东佛山等地
有医院涉嫌贩卖出生证明引发广泛
关注。

根据最新通报，襄阳、南宁、佛山
等地纷纷对涉事医院相关科室停业
整顿，相关工作人员在内的嫌疑人已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几个案件“套路”类似，均为中介
与医院“合作”，将办理出生证的客户
伪装成产妇到医院建档，等被冒用孕
妇孩子生下来，两者顺利替换，客户
获得真实的出生证明。

一套操作行云流水，让本是户口
登记和身份证明的重要依据，从特定
客户到中介到指定医院。环环相扣的
产业链，上游是拐卖人口身份转正的
洗白需求，下游是打着救死扶伤的旗
号、成为人贩子帮凶的私立医院。

链条上每一只黑手完成的一条
龙服务， 共同促成了这桩罪恶买卖。
私立医院是其中重灾区，在人口贩卖
洗白的关键一环，拥有更大操作空间
的私立医院，更易在利益的诱惑下滥
用开具出生证明的权限。

有人冲锋在前，潜伏在各种社交
平台发布信息，为医院招揽“生意”，
有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完成了出生
证明贩卖，也意味着给人口贩卖解除
了后顾之忧。

贩卖人口出生证明之所以屡禁
难止，在于这样一条恶性循环周而复
始，各个环节都能打通。最近曝出的
案例，甚至还涉嫌代孕、售卖婴儿，覆
盖范围十多个省份，数量惊人。

被拐儿童为何难以找回？虚假的

出生证明是答案。打击以人口拐卖为
轴心的犯罪，向来艰巨。

地域贫富差距短期内难以消弭，
全社会普遍面临的老龄化少子化加
剧，以及落后的观念，不法需求依然
大量存在，各地“人贩子”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对拐卖人口
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相关违法犯罪
活动也呈现出人员分工明确、线上线
下联动、上下游联手等新变化。

出生证明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屡
屡破防。 以襄阳健桥医院案为例，更
是魔高一丈。 这份出生证明之完整，
令人瞠目结舌。

只需9.6万，一个“假孩子”就能转
变为亲生。全过程从怀孕到医院建档
开始，一直到后面的产检、分娩，包括
后期疫苗接种证全部在卫生系统里
有记录。

如此罪恶，明码标价。院长叶某
称“我们犯的是死罪”“风险是极大
的”。深知倒卖《出生医学证明》的严
重性，明知故犯，铤而走险。

从根本上斩断拐卖产业链，必须
把医院办理出生证明的权力关进笼
子。简而言之，办理出生证明的整套
流程必须清晰化、 标准化、 可追溯，
不能留有任何灰色空间， 不能给权
力留下可乘之机， 提高相关人员的
违法成本。

产业链上每一只黑手猖獗敛财，
一定是看准了这绝非一锤子买卖，
反过来这生意也绝非一人包办所
有， 背后是否有人纵容姑息甚至充
当保护伞，都要严查到底，一个都不
能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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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出生证明，揪出每一个帮凶
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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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惩戒、过惩相当

11月13日，公安部发布消息称，为深入贯
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近日，公安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起草了《惩戒
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公众可以通过公安部网站查阅公开征求意见
稿， 并在2023年12月12日前将有关意见建议
进行反馈。

《惩戒办法（征求意见稿）》共19条，主要包
括惩戒原则、惩戒对象、惩戒措施、分级惩戒、
惩戒程序、申诉核查6个方面内容，遵循依法认
定、过惩相当、动态管理原则，明确个人和单位
纳入惩戒对象的范围，规定金融、电信网络、信
用惩戒的具体措施，根据惩戒对象违法行为分
级适用惩戒，规范审核认定、惩戒期限和告知
等程序，明确申诉、受理、核查、反馈和解除的
程序和时限。

据介绍，《惩戒办法（征求意见稿）》坚持分
级惩戒、过惩相当、动态管理原则，对于因实施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的人，惩戒期限为3年；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
机关认定的惩戒对象，惩戒期限为2年。

《惩戒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对惩戒对象
进行了明确规定。惩戒对象范围主要包括直接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者、 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 妨害信用卡管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及组织他人。
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
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达到一定数量标准或较
大影响，也可以列为惩戒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惩戒办法（征求意见稿）》
明确了对惩戒对象的惩戒措施，提出在综合运
用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戒、信用惩戒以及纳
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等惩戒措施的同
时，保留了惩戒对象基本的金融、通信服务，确
保满足这类群体基本生活需要。

《惩戒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强化依法惩
戒的同时， 对惩戒信息数据实行动态管理，明
确要求将惩戒依据、期限、措施和申诉权利书
面告知被惩戒对象， 并明确了申诉、 受理、核
查、反馈和解除等工作的程序和时限，充分保
障被惩戒对象的合法权益。

银行、支付机构落实金融惩戒

值得注意的是，《惩戒办法（征求意见稿）》
明确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组织银行业金融机构、
非银行支付机构对惩戒对象落实以下金融惩戒
措施：暂停惩戒对象名下银行账户、数字人民币
钱包的非柜面出金业务， 既有协议约定的缴纳
税款、 社保、 水电煤气费等向国家行政管理部
门、公用事业管理部门支付的款项除外。

同时，暂停惩戒对象名下支付账户所有业
务，支付账户余额转出、提现除外。惩戒期内，
不得为惩戒对象新开立支付账户、数字人民币
钱包，新开立的银行账户应遵循前述要求。

此外，信用惩戒方面，公安部会将有关惩
戒对象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通过
“信用中国”对严重失信主体信息进行公示，并
同步将惩戒对象信息提供给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关口前移、防范为先

此前， 公安部已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全面加
强打防管控各项措施，今年8月以来，全国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 造成财产损失数同比
分别下降24%和20.5%。截至今年9月底，缉捕电
信网络诈骗集团重大头目和骨干387名。 进入
11月，打击力度仍在持续强化，就在11月12日，
公安部刑侦局公众号发布消息， 公安机关公开
通缉明学昌、明国平、明菊兰、明珍珍4名缅北果
敢自治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重要头目。

《惩戒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公布则有助
于进一步织密筑牢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有利
于更好地对电信诈骗形成长效的打击机制，构
建立体化的打击格局，防患于未然。”北京市社
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表示。

防患于未然，此前，相关部门也在坚持关
口前移、防范为先，采取多种防范措施，最大限
度预防案件发生。今年以来，累计向各地推送
预警指令3.1亿条， 各地自主产出预警信息1.3
亿条；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建成12381涉诈预
警劝阻短信系统， 累计发送预警提示短信、闪
信6.4亿条； 会同中央网信办建设推广国家反
诈中心App，累计预警提示1578.5万次。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咨询顾问苏筱芮
表示，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波及范围广、牵扯人数多，给人民财产安全造
成了极大威胁。公安部此举结合当下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从制度层面厘清惩戒方
法，有助于在后续实践过程中提供明确的工作
思路及方案。 北京商报记者 廖蒙 冉黎黎

新一期金融统计数据如期出炉。11月13
日， 人民银行官网发布2023年10月金融统计
数据报告。 数据显示，10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7384亿元，同比多增1058亿元；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达1.85万亿元。另截至10月末，广义货
币（M2）余额288.23万亿元，增长同比上月基
本持平。

整体来看，10月信贷、社融数据好于市场
预期，备受关注的居民消费、楼市也通过数据
传递了温和修复的回暖信号。 有分析人士指
出，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支持内需修复
的目标下，货币政策仍有进一步发力的空间，
人民银行年底前后出台降准、 结构性工具可
能性仍在。

居民消费和楼市温和修复

10月新增信贷总量保持平稳。 根据人民
银行披露的数据，截至10月末，人民币贷款余
额235.33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与上
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低0.3个百分点。前10
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0.49万亿元，同比多增
1.68万亿元。

具体到单月情况，数据显示，10月人民币
贷款增加7384亿元， 同比多增1058亿元。分
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346亿元，其中，短期贷
款减少1053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707亿元；
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5163亿元，其中，短期
贷款减少1770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3828亿
元，票据融资增加3176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
构贷款增加2088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对比发现，10月新
增信贷实现同比多增，而环比2023年9月增量
2.31万亿元有明显回落。住户贷款方面，10月
住户贷款同比多减166亿元，环比减少8931亿
元， 其中涉及居民消费的短期贷款同比多减
541亿元，涉及居民房贷的中长期贷款则同比
增加375亿元。

10月企（事）业单位贷款依然为信贷投放

的主力，同比增加537亿元，环比则减少1.17
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同比少减73亿元，中长
期贷款同比少增795亿元。票据融资与非银行
业金融机构贷款均较上年同期有明显增长。

谈及10月信贷数据呈现这一变化的原
因，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解释道，
受国庆中秋双节影响， 部分需求在节前提前
释放，10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小幅
下降0.8个百分点至50.1%，月内消费贷、信用
卡贷增长有所放缓。中长贷方面，在稳楼市政
策推进和低基数效应下，10月地产销售成交
降幅有所收窄，但房价环比延续下跌，按揭贷
款新增投放恢复偏慢。同时，伴随商业银行于
9月下旬集中批量下调存量按揭利率，10月早
偿压力有一定缓释， 但考虑到部分季末早偿
或延至季初月份释放，按揭存量仍有所承压。

“从居民信贷看，目前国内居民消费和楼
市修复节奏比较温和， 居民中长期新增贷款
连续两个月同比多增， 一定程度反映楼市销
售端在企稳回暖， 居民对楼市预期在逐步改
善；预计随着国内经济保持修复态势，稳楼市
政策效果会进一步显现， 房地产修复趋势乐
观，但分歧可能在于复苏节奏。”光大银行金
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解释道。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从企业信贷
方面进行了解读。明明表示，从细项来看，企
业中长贷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少增，反映出实
体融资修复斜率放缓， 而票据融资规模依然
相对较高，且目前票据利率仍处于下行通道，
反映银行“票据冲量”现象仍存，信贷需求依
然较为疲弱。

万亿特殊债支撑社融增速

新增信贷规模上涨，也让10月社融增量超
过了市场预期。 经人民银行初步统计，2023年
前10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1.19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多2.33万亿元。10月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为1.8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9108亿元。

具体贷款结构方面，10月对实体经济发
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4837亿元，同比多增232
亿元； 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
币增加152亿元，同比多增876亿元；委托贷款
减少429亿元，同比多减899亿元；信托贷款增
加393亿元，同比多增454亿元；未贴现的银行
承兑汇票减少2536亿元， 同比多减380亿元；
企业债券净融资1144亿元， 同比少1269亿
元；政府债券净融资1.56万亿元，同比多1.28
万亿元； 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321亿元，
同比少467亿元。

另截至2023年10月末， 社会融资规模存
量为374.17万亿元，同比增长9.3%，增幅环比
上月增加0.3个百分点。

在2023年10月密集发行的特殊再融资债
券，对社融增长形成直接支撑。温彬表示，受
特殊再融资债券启动发行影响，10月政府债
净融资规模触及1.56万亿元的年内峰值，叠加
2022年低基数效应， 对社融增速形成明显拉
动。 预计11月与12月政府债净融资规模均将
超过万亿元水平，继续对社融形成有力支撑。

“企业债融资方面，10月资金面维持‘紧
平衡’状态，资金和债券市场利率继续波动上
行，债贷利差走阔下，部分表外融资向表内迁
移，企业债融资增加1144亿元，较去年同期低
1269亿元，信用债发行活跃度仍相对较低。非
标融资方面，10月委托贷款减少429亿元；表
内票据多增下， 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2536亿元，对社融有所拖累。”温彬补充称。

明明同样提到，10月政府债券同比多增
1.28万亿元， 考虑到10月人大常委会通过增
发国债和提升赤字的决议， 预计年内还将增
发5000亿国债，11-12月政府债将继续保持
较高的净融水平。

警惕存款定期化现象

另在货币供应和人民币存款方面， 数据
显示，10月末，M2余额288.23万亿元，同比增

长10.3%，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低
1.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7.47万亿
元，同比增长1.9%，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
同期低0.2个和3.9个百分点。 流通中货币
（M0）余额10.86万亿元，同比增长10.2%。当
月净回笼现金688亿元。

此外，前10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23.13万
亿元，同比多增5575亿元。10月人民币存款增
加6446亿元，同比多增8312亿元。其中，住户
存款减少6369亿元， 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
8652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1.37万亿元，非银
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5068亿元。

与2023年9月相比，M2余额规模环比小
幅回落，增速持平；人民币存款环比多增8290
亿元。 与2022年10月相比，M2余额规模同比
多增26.94亿元，增速下滑；人民币存款项目
下居民存款同比多减1266亿元， 非银行业金
融机构存款同比少增3008亿元， 财政存款同
比多增2300万亿元。

在明明看来，10月“M2-M1” 剪刀差扩
大，需警惕存款定期化现象，实体经济生产、
消费的活跃度仍有待观察。10月居民存款同
比多减反映季初月理财的规模冲量再次吸引
大量银行存款回流，对应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多
增。财政存款同比大幅多增，对应10月特殊再
融资债发行驱动政府债净融上升。但随着前期
政府债缴款逐步投放，而特殊再融资债的募集
资金也将快速投入欠款清偿，后续财政支出力
度可能加大，11-12月财政存款或将减少。

周茂华表示，10月M2同比持稳，略低于预
期，主要受去年基数偏高、缴税大月，金融市场
情绪逐步回暖，带动居民储蓄一定比例向理财
产品转移等因素影响。 但M2同比整体与名义
GDP增速匹配，目前货币环境保持适度宽松。

年内降准可能性仍在

就在10月末，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始
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 更加注重做好跨

周期和逆周期调节， 并强调下阶段要保持货
币信贷和融资总量增长合理、节奏平稳、效率
提升。 金融统计数据释放回暖信号， 临近年
末，货币政策又将是何走势？

温彬表示，从金融数据可以看出，在季节
性效应、经济修复波折等因素影响下，10月信
贷投放环比回落，但总体保持平稳，信贷结构
有待进一步优化；财政加大发力下，社融持续
改善，支撑仍强。往后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有
望带动总需求和经济恢复动能逐步增强，稳
健的货币政策也会通过降准等多种方式予以
协同配合，共同稳固宽信用进程。

明明认为，10月金融数据基本符合预期，
反映当前一揽子政策手段已经开始显现成
效，但信贷结构依然欠佳，未来信贷投放改善
的可持续性仍需政策保驾护航。 社融的同比
增长很大程度依赖政府债融资时点错位，表
明实体部门融资改善并非一蹴而就。 在降低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支持内需修复的目标下，
货币政策仍有进一步发力的空间， 建议关注
后续数量端和价格端工具操作。

周茂华认为，综合现有趋势，实体经济信
贷需求将稳步增强， 尤其是居民端仍有较大
上行空间（低利率环境、经济修复带动就业和
收入持续改善， 促消费政策效果仍有进一步
释放），相比正常年份，居民信贷占比偏低。接
下来国内消费和楼市修复， 将带动居民信贷
需求复苏。同时，需求改善，政策支持，企业信
贷需求有望保持平稳增长。

“透过10月金融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
经济恢复仍需要宏观政策支持，但信贷、社融
数据略强于季节性， 宏观政策效果有望持续
释放，及兼顾内外均衡，短期全面降息迫切性
不高。不过，综合考虑年底资金面扰动因素较
多，从加强跨周期调节、加强实体经济薄弱环
节、重点新兴领域支持方面看，人民银行年底
前后出台降准、 结构性工具可能性仍在。”周
茂华如是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廖蒙

消费与楼市回暖 10月金融数据好于预期

打击电信诈骗，公安部又出手了。 11月13日，公安部公布《电信网

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惩

戒办法（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非法买卖银行账

户、支付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等将被金融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