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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闫瑾）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亚中国”）昨日对外披露获得香港母行东
亚银行增资20亿元，注册资本金升至100亿元。目前增资
计划已得到银监会的批准。

东亚中国执行董事兼行长关达昌表示 ，此次从母
行获得增资将加强东亚中国的资本结构和满足未来
业务拓展的需要 。据介绍 ，作为首批获准成立的外资
法人银行之一 ，东亚中国近年来业务发展迅速 ，已在
内地40个城市设立127个网点，在公司业务 、零售业务
以及财富管理等领域建立了稳固的基础 ，并致力于成
为中国内地最本土化的外资银行 。未来东亚中国将进
一步拓宽内地服务网络， 扩展产品线和业务覆盖面 ，
在继续保持各项传统优势的同时还将拓展新的业务
增长点。

东亚银行日前公布 ， 东亚中国去年净利润增长
15.6%至18.879亿港元；总贷款额按年上升12.7%至1442
亿港元；存款总额较2012年底上升10.3%至2118亿港元；
来自零售业务的服务费收入较上年上升53%。

北京商报讯（记者 岳品瑜）国家外管局昨日公布的
《2013年第四季度及全年金融机构直接投资数据》显示，
2013年境外投资者对我国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资流入
（新增）382.47亿元人民币，流出（减少）117.55亿元人民
币，净流入（净新增）264.86亿元人民币。与2012年的净流
入数据相比，增长了四倍多。

2012年全年， 境外投资者对我国境内金融机构直
接投资流入51.36亿美元， 流出0.62亿美元， 仅净流入
50.74亿美元。 截至2013年末， 境外投资者对我国境内
金融机构直接投资存量 5684.69亿元人民币 （折合
932.39亿美元）。

而去年四季度金融机构直接投资净流入就达114亿
元，占去年全年直接投资净流入总额的43%。根据最新数
据显示，2013年四季度，境外投资者对我国境内金融机构
直接投资流入227.43亿元人民币（折合37.1亿美元），流出
112.49亿元人民币（折合18.35亿美元），净流入114.94亿元
人民币（折合18.75亿美元）。

事实上，金融机构包括在我国境内依法成立的从事
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及其他金融业务的机构总部及
分支机构。金融机构直接投资是指境外投资者对我国境
内金融机构或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企业进行股权
投资，且这种股权投资使直接投资者在直接投资企业中
拥有10%或以上的表决权。

北京商报讯（记者 闫瑾）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
行业最大的冲击莫过于对银行理财产品的冲击，而
对于本身就处于弱势的城商行来说， 开始祭出上浮
定期存款利率、 上调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等招
数打起资金保卫战。

上海银行日前发布公告称， 自2014年2月14日
起，该行对单笔金额1万元（含）以上的2年、3年、5年
期整存整取人民币存款利率， 在同档次基准利率基
础上实行上浮10%的优惠。 而就在去年12月1日，上
海银行刚刚对2年、3年期定存进行了有条件利率上
浮，这次调整仅仅隔了不到三个月。北京商报记者查
阅了多家城商行网站发现， 存款利率几乎全部一浮
到顶， 如江苏银行对1万元以上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
进行了利率上浮，同时杭州银行、大连银行、成都银
行、渤海银行、天津银行、哈尔滨银行等多家城商行
都对1年期以上定存进行了一浮到顶。

“城商行不像大型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网点较
多，有广泛、固定的客户群，城商行大部分植根于固定
的区域，但异地网点偏少，所以只有通过拉高利率吸
引储户。更重要的是，去年开始商业银行就不好做，不
仅是因为国内经济下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盛行也首
先冲击到了中小银行， 所以抬高存款利率是大势所
趋。”南方地区一位城商行相关人士对记者直言。

在 “资金保卫战 ”中 ，揽储利器银行理财产品
自然不可或缺。 虽然各类高收益的互联网金融理
财产品一波波来袭，但是商业银行也不甘示弱 。据
银率网统计数据显示，1月城商行发行的一个月以
内的超短期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最高 ，同时1
月中短期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较高的发行银行依
然是城商行居多， 中长期理财产品依然是外资银
行较高。

同时，如东莞银行2月7日起对理财宝1号理财计

划滚动型理财期的预期收益率和申购起点金额进行
了调整， 其中预期收益率上调幅度在0.2%-0.4%，而
理财产品的投资门槛也大幅降低， 如20万元认购起
点的理财产品门槛降低至10万元；100万元认购起点
的理财产品则大幅降至10万元。

银率网相关分析师也直言，春节过后，银行理财
产品预期收益率较节前小幅回落， 但预期收益率超
6%的理财产品部分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仍有发售。
由于央行的货币政策继续保持中性偏紧， 银行理财
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依然有望保持在5%以上。记
者注意到，昨日新发银行理财产品一览中，预期收益
率排名靠前的产品多为城商行发行。

一位第三方理财机构研究员指出，城商行理财产
品的收益率一般都比较高，但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冲
击下，越来越不断冲高，其只能缩减自己获得的利润，
通过高收益来打品牌、吸引存款，减少存款流出。

2500亿地产信托今年到期
信托业兑付压力山大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伟）随着信托资产规模

的增加，信托兑付压力也随之而来。据中信证券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将有超过9000亿元集合信托
集中到期，其中房地产信托规模占比最高，规模
约2479亿元。

中信证券研究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预计今
年将有7966只集合信托产品到期， 规模共计达
9071亿元；考虑到结合利息支付等因素，今年集
合信托需兑付的本息将近1万亿元。 在今年到期
的集合信托中，房地产、平台信托占比最高，分别
达27.34%和24.82%，到期规模预计分别为2479亿
元和2251亿元；此外，还有约2110亿元投向工商
企业的信托产品今年也将到期，占比约23.27%。

其实，从2011年开始我国地产信托就已进入兑
付高峰期。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称，无论是地产信
托还是矿产信托， 过去几年都已出现过风险案例，
这也让投资者对信托的投资风险有了进一步认识，
不过整体来看，出现行业兑付风险的可能性很小。

东亚中国增资20亿获批

去年金融机构
直投净流入264.86亿

存款利率几乎全部上浮 理财产品收益率上行

城商行开打资金保卫战应对冲击

酝酿两年多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
管理标杆终于正式面世， 并将于下月起
正式执行。 新的监管思路放弃了过去单
一的存贷比考核指标， 而引入流动性覆
盖率等多元指标。在市场人士看来，新规
将有效缓解银行业的季节性 “钱荒”问
题，同时也将增加银行业的成本，降低银
行业的长期风险。

流动性覆盖率指标确定引入
银监会昨日正式发布 《商业银行流

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该《办法》将自3月1日起施行。

跟现行的监管政策相比，《办法》最
大的变化在于其放弃了此前单纯依赖存
贷比进行流动性考核的监管体系， 引入
了多元化的监管指标， 其中最大的亮点
在于其首次引入了流动性覆盖率这一新
指标。

新规要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覆盖

率五年内达到100%。主要内容是要求确
保商业银行具有充足的合格优质流动
性资产，用以满足未来至少30天的流动
性需求。

《办法》规定，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
应当在2014年底、2015年底、2016年底及
2017年底前分别达到 60% 、70% 、80% 、
90%。 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李文泓
认为，商业银行达到这些指标难度不大，
目前适用流动性覆盖率指标的商业银行
有44家， 且去年末的流动性覆盖率均已
超过60%。

存贷比考核仍暂时保留
对于此前备受争议的存贷比考核，

新规选择了仍然保留。 银监会将继续通
过考核商业银行日均、月末、季末存贷比
的形式进行流动性方面的监管， 即贷款
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高于75%。

一位国有银行负债部相关分析师直

言，多年来，存贷比指标因覆盖面不足，
风险敏感性不足、 难以反映银行流动性
风险而饱受争议， 业内不少专家建议取
消存贷比指标。

银监会昨日明确表示，鉴于存贷比是
《商业银行法》中的法定监管指标，《办法》
仍将存贷比纳入，作为流动性风险监管指
标之一，并与《商业银行法》中的相关表述
保持一致，同时监管层不断对存贷比监管
加以完善，如从2011年开始推行月度日均
存贷比指标，在抑制银行突击吸存、降低
存款波动性等方面取得一定效果。

季节性“钱荒”问题有望缓解
在分析人士看来，新规执行后，将有

效缓解银行业的季节性“钱荒”。
“由于此前的存贷比监管指标过于单

一，导致银行一到季末就通过拉存款来应
付季末存贷比考核，这样也容易引发季节
性资金紧张，也就是‘钱荒’。但是引入流

动性覆盖率监管指标之后，这一情况将能
得到有效缓解。”分析人士说。

此外，有市场人士认为，银监会引入
的监管新规将不可避免地削弱银行的流
动性自主管理空间，加大银行的流动性压
力，并增加商业银行成本。“商业银行成本
主要是在信息系统改造等方面付出的成
本，但是对于银行来说是必要的，他们希
望通过更严格的标准、明确的指标填报来
识别流动性风险。所以虽然会增加一些成
本，但也是必须的。”李文泓直言。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也指
出，在现行存贷比监管体制下，银行不仅
需要满足流动性监管的要求， 保证不出
流动性风险， 而且还要使存款达到贷款
投放的相应水平。 在金融脱媒和互联网
金融发展步伐加快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下，银行发展存款业务的困难与日俱增，
这加大了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压力。

北京商报记者 闫瑾

银行流动性监管不再只看存贷比
下月起引入流动性覆盖率指标 季节性“钱荒”问题有望缓解

北京商报讯（记者 崔启斌）未来，险企销售火拼高
收益保单将会有所收敛。保监会昨日发文规范保险期限
不满三年而给定收益较高的保单的销售行为，从偿付能
力和资本金两方面进行设限，为快速扩张的高收益理财
型保险销售点刹车。

昨日，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高现金价值产品有关
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保险公司
销售高现金价值产品的，应保持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
150%，否则应立即停止销售；同时，明确自今年元旦，保
险公司在每一年度销售的高现金价值产品的保费收入
应控制在公司资本金的两倍以内。

《通知》解释，高现金价值产品是指第二保单年度末
的现金价值与累计生存保险金之和超过累计所缴保费，
且预期该产品60%以上的保单存续时间不满三年的产
品。此类产品也就是市场上认为的短期高收益理财型保
险，目前来看主要指万能险。

此前，保监会曾表示，此类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了消费者短期保障、理财、资金流动的需求，但易产生费
差损、资产负债错配与流动性风险。

据了解，去年多数中小险企在电商平台频频推出高
预定收益率的万能险，销售业绩不断攀升，在规模保险
中占比突破20%。在近几年保险业调整结构、回归保障的
背景下较为鲜见。多家小险企销售高收益保单的保费收
入远高于资本金的两倍甚至更多。

针对这一情形，保监会为险企调整业务结构设置了
五年的过渡期。一旦五年内险企的此类保费收入没有控
制在资本金要求的范围，将被迫再次提取最低资本金。

此外，保监会还要求险企在产品设计等方面加强管
控，例如万能保险第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应由总精
算师基于结算利率策略、最低保证利率与利益演示等因
素综合审慎预估。 对于各险企已报备或审批的产品，限
于今年3月底前调整。

保监会还要求险企每季度结束后20日内上报销售
报告，高收益保单销售行为将成为常规检查项目。

保监会为保险理财火拼高收益点刹车
偿付能力与资本金成双重硬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保监会此次敲定的新投资比例重新
将保险投资资产划分为流动性资产、 固定收益类资产、
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和其他金融资产共五大类资
产，其中对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其他金融资产境
外投资比例设置的上限分别为30%、20%、15%， 对流动
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总量不做控制。

但对于上述大类资产的划分， 有险资负责人却直
呼“搞不清”。因为有些细分的资产可能存在交叉统计
的情况， 对此， 保监会资金运用监管部主任曾于瑾表
示， 什么样的资产该划分为哪一个大类需要看具体的
资产性质，而不是根据名称来判断。现行的大类资产划
分标准也是根据风险的判断综合得出的， 相信在实践
之后，可以找到比较好的资产划分标准，而且这个标准
会越来越清晰。

险企入市持仓提至30%
4000亿资金“解冻”

北京商报讯（记者 崔启斌）昨日，保监会对外披露，
同意太平洋财险募集10年期次级定期债务，募集规模不
超过40亿元。

太平洋财险将在收到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本次
次级定期债务的募集工作。 这是中国太保上市以来，旗
下之公司第二次募集次级债。 此前， 太平洋寿险曾于
2011年底同时发行10年期次级债，募集规模80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太平洋财险实现保费收入816
亿元，同比增长17.4%，与行业保费增速持平。近期，中国
太保还发布业绩预报，由于投资收益大幅上升，预计去
年该公司净利将同比增长80%，有望达到63亿元。

太平洋财险获准发行40亿次级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