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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信托

北京商报讯（记者 许晨辉）成立五年之久的东吴
人寿，因与淘宝合作推出“爱情保险”而走红，但却难

掩成立五年亏损四年的尴尬。近日，保监会批复，沈晓

明正式被任命为东吴人寿董事长。新董事长上任后面

对的一个重要挑战便是公司的盈利问题。

根据保监会批复，经审核，沈晓明符合《保险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的有关要

求，核准其担任东吴人寿董事长的任职资格。北京商报记

者注意到，沈晓明任职一事早有征兆。根据东吴人寿官网

披露的大事记，2017年8月31日，该公司召开干部大会，

沈晓明任公司党委书记、提名为董事长人选，黄建林不再

担任公司党委书记和董事长职务等。2017年9月25日，公

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沈晓明同志为董事长的议案》。

公开资料显示，东吴人寿成立于2012年5月，总部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是经保监会批准的国内第一家在

地级城市设立的全国性寿险公司。公司注册资本金40

亿元，发起人为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苏州高

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苏州主要的国

有独资公司和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

在成立之初，该公司拟定了“五年盈利、八年上市”

的宏伟规划。但如今看来，现实远比理想骨感。年报数

据显示，2012年和2013年，东吴人寿亏损额分别为0.22

亿元和1.2亿元，2014年该公司继续亏损至2.23亿元；

2015年，迅速扭亏为盈，当年盈利1亿元。然而，在2016

年东吴人寿又巨亏了3.15亿元。

备受市场关注的是，今年8月30日，东吴证券披露

收购东吴人寿部分股权的公告，称拟向创元集团收购

东吴人寿1.99亿股，拟定收购价格为每股1.11元，收购

总金额为2.21亿元。收购完成后，东吴证券持有东吴人

寿股权比例为4.975%。引起市场注意的是，此次东吴

证券拟收购东吴人寿的股份数量较去年末所提及的

数据有所减少。2016年12月14日东吴证券披露的公告

显示，其拟向创元集团收购东吴人寿3.09亿股，收购价

格为每股1.11元，收购总金额为3.43亿元，收购完成后

公司持有东吴人寿股权比例为7.725%。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监管政策收紧，被资本疯狂

追逐的保险业“红利”已渐褪色。目前，想要进入保险行

业门槛越来越高，曾经高调进军保险业的社会资本临

门却步，保险牌照正在“退烧”。东吴人寿亏损额不断增

加也可能是令东吴证券股权收购缩水的原因之一。

北京商报讯（记者 王晗）委外资金
潮退后，存量的机构定制化产品接连清

盘，新基金发行成难题。11月30日，基

金管理人东兴证券发布“东兴量化优

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以下简称

“东兴量化优享”）暂不募集公告，成为

公募史上首例募集夭折的量化基金，也

是目前市场上第九例募集失败的案例。

公告显示，东兴量化优享原定募集

时间为12月1日-22日，根据《东兴量化

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和《东兴量化优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及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决定该基金暂不

募集，具体募集时间将另行公告。

根据以往案例，募集失败的产品

多是由于在募集期内没能满足“募集

金额不少于2亿元且基金认购人数不

少于200人”的条件而宣告停止募集，

然而，北京商报记者发现，该基金在正

式募集前夕即宣告募集失利。而这距

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托管协议、

基金发售份额公告的下发刚刚过去两

个工作日。

对于东兴量化优享“胎死腹中”的

原因，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相关人士进

行询问，东兴证券方面表示，基金暂不

募集主要是因为年底银行的档期不佳，

年末销售难度比较大。

一位不愿具名的第三方机构研究

员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东兴量化优享

大概率是机构定制产品，“3·17”委外新

规下发后，为了满足监管要求，往往需

要凑足至少两家以上的机构资金，这也

对委外机构定制产品的募集提出更为

严苛的考验。

“从银行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年底

银行资金偏紧影响委外资金流动性，另

一方面，年底债券市场大调整，预期委

外不续作，大量债券被卖出引发债市死

循环，同时，同业理财监管加强，银行委

外也受到一定影响。”苏宁金融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赵卿坦言。

南方一家大型基金公司市场部人

士介绍，通常情况下，产品从设计到获

批需要一定的成本投入，主要是信批成

本、营销费用等，成本大概在几十万元，

对于委外壳资源来说，由于不需要宣

传，所以费用相对低一些；另一方面，监

管政策也是委外基金放弃发行的原因

之一，今年5月监管向基金公司下发超

期未募集新规，根据新规要求，对于超

期未募集基金产品，允许基金管理人自

行选择是否延期募集，不再延期募集的，

应当做出相关专项承诺，后续不再启动

超期未募集产品的发行。

今年市场上基金合同宣告失效的案

例屡见不鲜，4月，嘉合睿金定期开放灵

活配置混合型基金打响基金募集失利第

一枪，截至目前，包括诺德天利、大摩安

享18个月开放债券，北信瑞丰弘盛、国金

鑫金、九泰锐兴定增基金等在内的9只基

金产品先后发布公告，宣布基金合同不

能生效。

持续了多年的信托增资热，近期

因行业巨头座次再度生变而被推向一

个高潮。继中融信托近期宣布拟进行

年度第三次增资，11月30日，平安信托

也披露，深圳银监局已批复同意公司

注册资本由120亿元增至130亿元。增

资完成后，平安信托将超过重庆信托

成为行业之首。业内人士认为，信托公

司增资背后是监管层对风险管理的监

管要求和自身展业的需求。当前行业

转型压力大，尤其在业务开展方面更

与资本金密切相关。

密集增资
信托业“百亿军团”成员座次再度

更迭引来业内关注。据平安信托透露，

此次增资后，平安信托成为目前国内

注册资本金最大的信托公司，位居68

家信托公司之首。目前注册资本金超

过百亿的信托公司还包括：重庆信托

（128亿元）、昆仑信托（102.27亿元）、中

融信托（100亿元）和中信信托（100亿

元）。如果中融信托也完成本次20亿元

增资，将升至行业第三位。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此次平安信

托增资的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还没有更新。不止这一家，建信

信托、光大信托、华融信托、江苏信托和

粤财信托也先后在今年传出增资消息，

不过在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还没有体现。

在该系统已更新了相关信息的至

少有11家信托公司。其中，安信信托、

中融信托、浙金信托都在年内有过2次

增资，分别增资27.88亿元、40亿元和

12亿元。年内单次增资额最高的是昆

仑信托，在今年3月增加了72.27亿元注

册资本金。此外，渤海信托、大业信托、

华澳信托、交银信托、五矿信托、华宸

信托和中航信托也扩充了3亿-20亿元

不等的资本金。

持续三年
事实上，信托增资的趋势在近三

年几乎没有停歇，至今行业超过半数

公司的资本实力都有所增强。

一位信托公司内部人士对北京商

报记者介绍，增资跟监管思路密切相

关：2015年初、2016年上半年都分别有

一波增资潮，“主要与监管对净资本提

高有关”。具体来看，在2014年信托业

年会上，监管层人士就曾明确，一个只

有10亿元资本的公司，自然不能与拥

有100亿元资本的公司一样做业务，加

上2015年4月《信托公司条例（征求意

见稿）》将信托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提至10亿元之后，给2015年上半年的

增资热添了把火。

“2016年上半年又出现一波增资

潮，主要是为了应对当年4月的行业

首次评级。”上述信托公司人士说道，

“另外，信托公司也有拓展业务空间

与抵御风险、提前对未来进行战略布

局、增强信托业未来发展信心等方面

的考虑。”

对于近期出现的这波增资潮，该

人士分析称，除了上述原因，目前行业

转型压力大，未来的监管方向，尤其在

业务开展方面，肯定与资本金相联系。

资本金越大，相应的业务开展范围越

大。同时，监管层正在酝酿将资本金与

实操业务相联系的监管新规，增资有

利于满足未来的监管需求。

还有业内人士预测，未来行业或

将出现15-20家注册资本金达80亿元

以上的大型信托公司。

风险抵御
在业内人士看来，注册资本金是信

托业发展的根本保障，行业进入转型期

后，行业评级、信托保障基金等都对信托

公司的资本实力提出新要求。同时，信托

资产管理规模及固有业务的发展扩张需

要充实和运用大量自有资金，补充公司

资本金已成为必然选择。用益信托研究

员帅国让进一步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增资后，资金可以开展存放同业、拆放同

业、贷款、租赁、投资等业务。

从风险抵御的角度来看，目前全

行业资产管理规模23万亿元，经济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不断深化，某些领

域、某些项目的风险有所累积并逐渐

开始显现，比如房地产、融资平台、矿

业、产能过剩行业等已成为监管层重

点风险监控领域。上述信托公司人士

指出，信托发展迅速，在风险可控、可

承受的前提下，实现更高层次的风险

覆盖尤为重要。

银监会“99号文”和《信托公司净资

本管理办法》也都有此与有关的条例。

其中，按照《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虽然不同领域项目的风险系

数不同，但信托公司开展固有业务、信

托业务和其他业务，都要计算风险资

本，并要求信托公司的净资本不得低于

人民币2亿元，不得低于各项风险资本

之和的100%；不得低于净资产的40%。

“可见，对于信托业而言，增资能增强抵

御风险的硬实力，也能增强投资者的信

心和品牌形象。”上述人士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程维妙/文 宋媛媛/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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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账户体系变革以及支付手段的变化之下，

央行也开始对支付业务的统计口径做出调整。北

京商报记者获悉，央行近日下发通知，明确了部分

支付业务统计指标口径。在分析人士看来，央行此

次调整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获得更加真实的货币

流通数据。

部分支付业务口径明确
据了解，央行此次下发的文件名为《部分支付

业务统计指标口径》（以下简称《统计口径》）。央行

对2013年下发的《支付业务统计指标》部分重点

指标统计口径做出了进一步明确，要求银行自

2018年一季度起，按照《统计口径》向支付信息统

计分析系统报送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银行卡业

务量、电子支付业务量、贷记转账和直接借记等指

标的统计数据。

同时，银行需要根据《统计口径》对照梳理当

前报送的数据口径。在2017年12月29日前将口径

核对情况和2017年三季度相关指标数据变动情

况书面报告给央行。分析人士表示，在银行三类账

户分类管理以及无现金支付的背景下，央行明确

支付业务统计口径，有利于提升统计的准确性。

受银行账户变革影响
此次调整主要包含银行卡数据和电子支付业

务，如对POS业务量统计不再局限于取现和消费，转

账业务也将计入POS量统计，此外，银企直联业务也

计入网上支付业务量。业内人士指出，央行调整受到

账户体系变化以及电子支付业务增多的影响。

在2013年下发的《支付业务统计指标》中，在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统计指标方面，从单位银行

结算账户类指标、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类指标、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类指标三个方面规范了各种

账户指标。不过，近两年，央行接连发布新规，强化

了个人账户分类管理。自去年12月1日起，个人银

行账户实行分类管理，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账

户，不同类别的账户有不同的功能和权限。通俗来

讲，Ⅰ类户是“钱箱”，安全性高，适合大额支付；Ⅱ

类户是“钱夹”，消费、理财和缴费可以通过这个账

户办理；Ⅲ类户是“零钱包”，主要用于金额较小

频次较高的交易。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此次的统计口径受三

类账户影响，如“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央行明确

“对于没有独立账户，仅作为依托特定实体卡存在

的附属账户或映射账户（如云闪付设备卡），不重

复计入银行卡数量”。此外，无卡交易的普及以及

电子支付使用越来越频繁也是央行明确统计口径

的原因所在。据央行数据显示，2013-2016年，支

付机构业务总量从371.34亿笔增长到1854.76亿

笔，金额从17.57万亿元增长到119.6万亿元，年复

合增长率分别为70.94%和89.48%。

易观金融行业分析师王蓬博表示，央行调整

是基于银行账户的分类，前一阶段银行也整治了

一人多卡等情况，央行相关统计工作也要跟上变

化。主要变化就在于之前的统计根据发卡量来进

行，而现在要根据银行卡账户的变化来统计。

货币统计口径失真下的抉择
支付业务是金融体系的基础。央行根据支付体

系的运行情况来统计流通中的货币，进而制定货币

政策。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研究员李虹含表示，二维码支付不断增多，导致央

行对货币流通速度没有办法进行控制。所以，央行

这次调整和三类账户体系有非常明确的联系。

货币供应的统计分为M0、M1和M2。一般认

为，M0是狭义的货币供应；M1是现实的货币供

应，可直接用于支付；M2是潜在的货币供应，因为

其中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不是即时的购买力。

不过，随着电子支付的变化，M0、M1和M2的

占比会发生变化。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薛

洪言指出，在无现金社会中，M0的占比会越来越

低，该指标也就越来越不重要。如果银行卡成为主

流的电子支付手段，对应的应该是M1；如果第三

方支付账户中的货币基金，如余额宝、零钱宝等成

为主流支付工具，则对应的是M2中的非存款类金

融机构存款；如果信用卡和蚂蚁花呗、苏宁任性付

等消费金融产品成为主流支付工具，则并不在央

行的货币统计口径之中。

“目前来看，包括信用卡在内的消费金融产品

成为主流支付工具的概率更大，而此类工具并未

被统计到央行货币口径之中，会使货币统计口径

与社会中的真实购买力脱节，统计口径小于真实

购买力。”薛洪言进一步补充。

北京商报记者 刘双霞

2017年增资的信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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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银行对公大资产余额破3万亿

北京商报讯（记者 程维妙）伴随利率市场化、金
融市场多元化以及金融“脱媒”等市场变化，商业银行

愈发感受到综合化经营的必要性，目前各商业银行都

已开展综合化经营。11月30日，光大银行行长助理孙

强在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光大银行通过运

用大资产平台协调机制和丰富的产品服务体系，截至

2017年9月末，对公大资产业务余额已突破3万亿元。

孙强表示，光大银行综合化经营的特色就是依托

集团金融全牌照优势，通过协同联动与管理创新两大

手段，实现综合化经营。

在银行内部协同层面，光大银行于2015年搭建对

公业务综合金融服务机制———大资产业务平台，整合

信贷、投行、资管等业务资源，对全行大资产业务进行

组织、协调和推进。在集团联动层面，通过综合运用货

币信贷、资本市场的各类融资工具，在2016年实现与

集团兄弟企业业务联动总额突破万亿的基础上，今年

前9个月集团联动总额达到8390亿元。

从管理创新的角度来看，今年一季度，光大银行

将总行集团客户部与投行业务部合并成立一级部门

“战略客户与投资银行部”。截至2017年9月末，该行投

行债券承销量1568亿元，同业排名较去年同期上升两

名，为同业中惟一实现正增长的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