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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7000万股将被拍卖

11月9日，北京商报记者从京东拍卖平台

获悉，四川怡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怡和集团”）、四川怡和仁诚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仁诚贸易”）、四川高威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威投资”）3家公司

持有的成都银行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合计

7210.48万股将于11月30日-12月1日被四川

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拍卖。

相关股权展示价以2020年10月20日当

天的收盘价10.69元/股乘以拍卖股数计，起拍

价合计约7.71亿元。

根据成都银行半年报显示，怡和集团持

有成都银行5000万股，位居该行前十名无限

售条件股东第8位。另据天眼查显示，怡和集

团、仁诚贸易、高威投资3家公司属于小微企

业，均在今年7月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且3家

企业实际控制人指向同一人———粟世金，而

粟世金也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人员。

“成都银行自身属于优质股权，由于银行

与其股东之间有着严格的风险隔离等监管措

施，民营股东的经营困境与成都银行若没有

存在关联交易，则风险基本上是隔离的。成都

银行自身的资产吸引力仍存。”苏宁金融研究

院研究员陶金如是说。

事实上，股东无力偿债所持的银行股权

被法院强制拍卖的情况并不鲜见，作为一家A

股上市银行，根据成都银行股权在拍卖平台

上的历史交易情况，不乏有标的吸引了投资

者数十次出价，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就此次股权被接盘的概率而言，麻袋研

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从外部环境来看，目前经济回暖，外界对

此前长期处于低估值的银行股拥有较好的预

期；从内部因素来看，今年以来成都银行净利

有所增长，且自身为上市银行，因此预计成都

银行大概率不会遇到此前某些中小银行流拍

的局面。

对于本次股权拍卖的影响，11月9日，成

都银行方面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本次股份拍卖涉及三笔股份合计7210.48

万股，占该行总股份的1.996%，预计此次股份

变动对该行股权结构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个人消费贷缩量不良攀升

本次股权拍卖的背后也让市场目光聚焦

于成都银行的经营情况。2020年三季报显示，

成都银行今年1-9月营业收入为104.24亿元，

同比增长12.0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42亿元，同比增长4.81%。资产质量方面，

截至2020年9月末，全行不良贷款率1.38%，

较上年末下降0.0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298.91%，较上年末增长45.03个百分点。值得

注意的是，该行整体不良贷款率虽然有所压

降，但个别业务的资产质量显现出压力。

根据该行半年报披露，截至2020年6月30

日，成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为21.1%，

个人经营贷款不良率为11.66%。

“成都银行对于个人消费贷、个人经营贷

这两项业务的风险暴露说明了该行对于相关

业务的评估及风控能力有待提高。”陶金直

言。而对于相关业务高不良率产生的原因，苏

筱芮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机构压降存量

的过程中是正常现象，分母小了会加大比率

数值；二是宏观经济环境下行会使银行资产

质量承压。

正如上述业内人士所言，北京商报记者

注意到，不良率高企的背后，成都银行的个人

消费贷规模曾经历过快速扩张和逐渐压降。

这一业务规模曾从2011年的26.87亿元飙升

至2013年的60.6亿元，占个人贷款比重从

16.69%升至22.15%。自2014年开始该行逐步

压降个人消费贷规模，至2020年6月30日，个

人消费贷余额仅剩3.94亿元，占个人贷款比重

降至0.55%。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成都银行个人消费

贷规模大幅缩水，但在我国消费快速增长及

需求升级的背景下，该行在消费金融领域已

“另起炉灶”。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成都银行

曾作为传统银行的“先行者”率先谋局消费金

融公司，在2010年与马来西亚丰隆银行共同

发起设立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锦程消费金融”），该公司为全国

首批消费金融公司之一，目前成都银行持股

占比为38.86%。锦程消费金融的经营范围主

要包括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一般用途个人

消费贷款等。

对于银行个人消费贷款缩量的变化，除

了消化不良的因素，有业内人士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推测，这或是该银行出于扶

持消金公司的一种策略选择，锦程消费金融

盈利情况良好，且随着消费金融政策红利的

不断释放，未来前景乐观。

个贷涉房贷款占比超90%

在成都银行个贷业务中，伴随着个人消

费贷规模急剧压缩，个人购房贷款规模呈现

出“一枝独秀”势头。

截至2020年6月30日，成都银行个人购房

贷款余额规模达662.09亿元，占比该行个人

贷款总规模的92.92%。对比来看，在2014年，

这一业务规模和占比分别为206.23亿元、

65.67%。可以发现，该行个贷涉房贷款规模和

占比均有大幅跃进。

“相比消费信用贷款，带抵押物的个人购

房贷款客观上风险更小。这可能是成都银行

持续提高个人购房贷款比例的原因。”陶金如

是说。

不过该行个贷结构过于集中也遭到业内

质疑。苏筱芮指出，个贷结构较为单一不如多

元化业务能够分散风险，房地产是周期性行

业，个贷中涉房贷款占比过高亦可能面临宏

观经济、房地产政策周期性变化带来的波动

风险。在个人贷款投放上，建议该行能多元化

其零售业务以分散风险。

对此，成都银行方面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对于该行来说，按揭贷款业务也是个贷业

务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近年来该行对个

人贷款业务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大力发展个

人住房按揭业务，积极支持居民家庭刚需和

改善型需求，截至2020年6月末，该行个人非

经营性贷款余额666亿元，不良贷款余额2.72

亿元，不良贷款率0.41%，整体资产质量优于

同业平均水平。截至2020年6月末，个人购房

贷款不良率为0.29%，总体上风险可控。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马嫡

超7000万股银行股权近日登上拍卖台， 将成都银行拉入公众视野，该

行经营发展情况如何也受到市场关注。整体来看，成都银行业绩稳步增长的

同时整体资产质量呈现向好趋势， 但该行个人消费贷在大幅压降规模之后

不良攀升至20%以上，同时个贷业务倚重房贷，业务结构较为集中也受到了

业内的质疑，如何提升抗风险能力也值得关注。

业务连亏，“卖子”来“补血”？近日，以第三

方支付起家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智付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付集团”）接连出手旗下子

公司一事引来业内唏嘘。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

智付集团集支付、小贷、大数据风控服务等业务

于一身，但在2018年支付违规被多部门严罚

后，业绩已出现连续两年亏损。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无论是支付及小贷业务，还是大数据风

控，均处于监管不断趋严的态势。内忧外患下，

智付集团后续又该如何破局？

11月9日，华平股份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

公司华平科技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平投资”）于11月5日与智付集团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华平投资拟分别收购智付集团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利泰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利泰华”）100%股权、深圳市泰科元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科元”）100%股权。最终

协商确定交易作价总计约1.19亿元。

有意思的是，1.19亿元从智付集团处收购

两家全资子公司，华平投资看中的却是对方旗

下的房产。根据收购公告，华平投资为满足公司

业务发展和经营规划需要，拟分别收购利泰华、

泰科元100%股权，以取得两家公司在深圳市龙

岗区的1栋厂房与3栋住宅所有权作为办公场

地使用，上述公司名下房屋及土地面积合计超

9000平方米。

这并非智付集团首次“卖子”。一次出手两

家子公司，两个月内频频转让股权，智付集团为

何“卖子”？背后是何原因？北京商报记者尝试向

智付集团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多次拨打其官

网电话均未接通，发送的采访函也未有回应。

不过，此次收购公告披露的智付集团财务

状况或可窥出端倪。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两

年，智付集团连连亏损。2020年前三季度，智付

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7.31万元，仅达到去年全年

营收的19%；录得净亏损324.83万元，而去年全

年净亏损则为1944.45万元。截至2020年9月30

日，智付集团总资产为8.23亿元，总负债为6.66

亿元，资产负债率已达到80.92%。

“华平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就是智付集团联

合创始人，可以大致判断可能是智付集团因支

付业务接连遭到大额罚单，以及受到疫情影响

业务受挫而导致陷入流动性危机，因此之后又

通过向关联方公司出售子公司来紧急补充现金

流。”支付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如是评价道。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则称，公司

“卖子”保壳是一种常见操作，主要目的是为了

提振业绩，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产结构。但需

注意的是，这一提振业绩的操作在报表中属于

非经常性损益，起到的仅仅是美化数据的作用，

不改变盈利逻辑。

因“卖子”求生被业内关注的智付科技集团

原本是一家跨境电商平台，业务起家于第三方

支付。从官方介绍来看，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

最初名为深圳市叮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叮叮公司”）；2012年6月通过旗下公司深

圳市快汇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汇

宝”），继而获取互联网支付牌照；2015年3月，

快汇宝更名为智付电子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智付支付”）；次年6月，叮叮公司也正式更名

为智付科技集团。

值得一提的是，更名后的智付科技集团，进

一步成立第三方大数据风控服务提供商、带有

社交属性的兼职服务平台，以及收购南宁市钱

塘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开始在互联网金融领域

“跑马圈地”。

据此前华平股份发布的公告，2014年至

2017年9月30日，智付集团还处于盈利的状态，

如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及2017年前

三季度，智付集团净利润分别为429.35万元、

342.42万元、1341.67万元和2212.01万元，直至

2018年突遇业绩变脸，走上了下坡路。

在分析人士看来，智付集团业绩大幅下滑

或与其控股的智付支付在近年来频收罚单有

关。2018年以来，因为博彩、非法理财等平台提

供支付通道；通过虚构货物贸易、办理无真实贸

易背景跨境外汇支付业务，智付电子不仅被卷

入法律诉讼，还曾被监管严罚。仅2018年中，智

付电子就曾被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合计处罚

超4000万元，几乎覆盖了智付集团2014年至

2017年三季度近四年间的所有盈利。

“智付集团支付业务在并未夯实的情况

下，因非法平台提供支付通道而接连收到巨额

罚单，说明其支付业务基础尚未打牢。”王蓬博

指出，智付集团收购小贷牌照后曾经入股运营

P2P平台，但在2019年也已经良性退出。整体

来看，尽管该公司在互联网金融、新零售、智慧

城市等方面表现出多领域布局的意愿，但其本

身支付业务基础不牢，加之金融业务受到严格

监管无法有效展开，各领域投资处在市场发展

前期，因此资金无法回笼，这是其亏损的主要

原因。

集小贷、支付、大数据风控服务等业务于一

身，但又因支付违规被严罚的智付集团，如何把

控业务风险？违规业务整改情况如何？北京商报

记者向智付集团发去采访函，但截至发稿未收

到回应。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超7000万股拍卖 成都银行个贷不良激增

业绩、规模两不误
中银盛利定开债基却触及清盘条件

年内清盘的基金不在少数，但因

持有人占比过高“黯然离场”的可谓少

见。11月9日，中银盛利纯债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以

下简称“中银盛利”）发布可能触发基

金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值得

注意的是，该只基金拟清盘的原因较

多数基金而言显得“与众不同”。公告

提到，若在开放期满时，基金前十大份

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总数超过基金

总份额的90%则可能触及清盘。有业

内人士评价，从该只基金的特性而言，

将上述情形纳入拟清盘的条件，是对

投资者负责任的表现。

11月9日，中银盛利发布公告称，

可能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

然而，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触发清盘

的原因却并非常见的如基金份额持有

人数量不满200人，或基金资产净值连

续60个交易日低于5000万元，而是因

为开放期期满时，基金前十大份额持

有人持有基金份额总数可能超过基金

总份额的90%。由于中银盛利在11月6

日发生上述情形，所以可能触发基金

合同终止。

同时，公告也指出，中银盛利目前

属于开放期，开放期最后一日为2020

年11月13日，开放期内基金赎回业务

正常办理。若截至11月13日日终，该基

金前十大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总

数仍超过基金总份额的90%，基金合

同将终止，并自11月17日起进入基金

资产清算程序。

据北京商报记者观察，因上述原

因导致基金可能触发清盘的个例在近

年来鲜有出现。对于中银盛利为何会

将该情况纳入可能触及基金清盘的情

形，北京商报记者发文采访中银基金，

但截至发稿未收到相关回复。

基金豆资深分析师孙龙表示，就

已清盘的基金而言，上述触发清盘的

条件确实罕见。但孙龙进一步解释，

在前十大份额持有人占比超过90%的

情况下，若出现前十大份额持有人全

部赎回的情况，则极易触发巨额赎

回，很容易对基金净值产生较大的扰

动，从而影响投资者利益。因此，基金

管理人将该情形纳入可能触及清盘

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投资者负

责任的表现。

此外，财经评论员郭施亮还提到，

定开债基一般在封闭期内无需应对赎

回风险，但当定期封闭期结束，或开放

申购、赎回时，可能需要应对流动性压

力以及大额赎回的压力。对投资者来

说，应该注意回避前十大份额持有人

过度集中情况，巨额赎回以及集中赎

回压力不可小觑。

正如郭施亮所说，成立于2013年8

月的中银盛利，在近年来的规模变化

上，尤其是每次开放期内，确实存在大

幅波动的情况。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

示，自2016年至今，中银盛利先后4次

出现单一季度规模的明显变动。

例如，2017年三季度末，该基金

的规模由前一季度末的68.56亿元跌

至45.4亿元。最近一次规模的大幅缩

水则是在2019年四季度末，彼时约为

9.68亿元，较前一季度末减少12.75亿

元。就最新数据来看，截至今年三季度

末，中银盛利的规模为9.81亿元。虽然

远高于5000万元的清盘线，但较2016

年三季度末的规模巅峰75.12亿元有

明显缩水。

事实上，尽管规模大幅变动，但该

基金的同期业绩表现却未受到显著影

响。北京商报记者在天天基金网中银

盛利的论坛中注意到，有投资者对该

基金的近期表现提出质疑。有投资者

在10月31日发表评论称，“这个月净值

不涨，还大跌0.76%，债基比投入股票

跌得还多”。而根据天天基金网显示，

中银盛利在10月30日的单位净值为

1.046元，日增长率亏损0.76%。

那么，该净值跌幅在定开债中亏

损是否较大？郭施亮认为，对定开债

来说，单日跌幅近1%属于较明显的

下跌，而市场利率环境、巨额赎回引

发流动性危机等都是可能导致大跌

的原因。

与此同时，还有业内人士向北京

商报记者提及，该只基金出现如此大

的跌幅，或与其所持有的部分债券遭

遇估值下调有关。“通常而言，跌幅不

可能这么大。”该业内人士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李海媛

2005年8月
深圳市叮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

2012年6月
深圳市快汇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

2016年6月
深圳市叮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正式更名智付科技集团

2016年8月
深圳智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第三方大数据风控服务提供商）

2015年3月
深圳市快汇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正式更名智付电子支付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
智付电子支付有限公司获得开展
跨境外汇试点资质

2017年2月
酷蚪App上线
（带有社交属性的兼职服务平台）

2017年6月
收购南宁市钱塘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2018年1月
智付集团入主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其控股股东

2018年5月
智付集团遭央行、外汇管理局两部门重罚，合计被罚没4151万元

2020年9月
智付集团将其持有的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全数转让

2020年11月
智付集团再出让两家全资子公司100%股权

智付集团业务布局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