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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电信网络诈骗迎重拳

资产规模均增 超80家非上市银行晒成绩单

年内147个IPO“折戟” 多家券商主动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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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分化明显

非上市银行2023年上半年“期中考”成绩
单陆续出炉。中国货币网显示，截至7月30日，
已有湖南宁乡农商行、台州银行、杭州联合
农商行、宁波余姚农商行、海南银行、东莞银
行、 湖州银行、 烟台银行等82家银行披露
2023年上半年业绩数据， 其中不乏拟上市银
行的“身影”。

从数据表现来看，多数银行交出了营收、
净利双增的“答卷”。以最新披露业绩数据的
湖南宁乡农商行为例，2023年1-6月，该行实
现营收6.63亿元，同比增长8.51%；净利润为
4.33亿元，同比增长7.18%。

正处于备战IPO关键期的东莞银行和湖
州银行也交出了稳健的“期中考” 成绩单。
2023年上半年， 东莞银行和湖州银行营收分
别为53.68亿元和14.06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4.88%和8.99%； 净利润分别为23.46亿元和
5.6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4.94%和16.8%。

在多数银行业绩向好的同时， 部分银
行业绩却出现滑坡。 例如，2023年1-6月，
长春农商行实现营收同比减少 21.09%至
4.94 亿 元 ， 净 利 润 更 是 下 降 52.29% 至
8206.15万元；河北正定农商行则增收不增
利，报告期内，营收同比增加0.56%至3.62亿
元，净利润则同比减少24.14%至1.1亿元；山
东莱州农商行报告期内净利润同比增加
21.4%至4034.39万元，营收同比减少3.45%
至1.68亿元。

谈及非上市银行业绩分化的原因， 厚雪
研究首席研究员于百程认为， 非上市银行多
为中小银行， 受所在区域经济复苏情况等因
素影响， 在业务表现的差异性上相对较高。
2023年上半年，一方面经济复苏加快，但仍存
在各产业不均衡的情况； 另一方面存款定期
化现象依然明显， 息差下降给银行的经营业
绩也带来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要维持

稳健发展，加强资产负债组合管理能力，稳定
息差，扩大非息收入，成为接下来经营中的工
作重点之一。

资产规模稳中有升

相较于业绩增速的分化， 非上市银行资
产规模增速则相对统一。 截至2023年6月末，

82家非上市银行资产总额均较上年末有所增
长。例如，报告期末，杭州联合农商行资产总
额为4657.67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12.06%；海
南银行资产规模则较上年末增长 6.7%至
1109.28亿元，河北正定农商行、广西灵川农
商行两家农商行资产规模则分别较上年末增
长 15.79% 、9.58%至 387.55亿元和 171.61亿
元。

在于百程看来，2023年上半年，银行整体
业绩呈现复苏状态，由于资金面的充沛、存款
回流，加大实体经济放贷力度，因此在资产规
模上增长较快。

目前非上市银行半年度业绩仍在陆续披
露中，而上市银行也将于8月22日起进入半年
报披露期。从银行业整体业绩表现来看，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截至上半年末，
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406.2万亿元，同比
增长10.5%。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
润1.3万亿元，同比增长2.6%，但增速较去年
同期下降4.5个百分点。资产质量方面，截至上
半年末，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1.68%，
同比下降 0.08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为
206.1%，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对于后续暂未披露上半年业绩数据银行
的业绩表现，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
茂华认为， 暂未公布上半年业绩的银行后续
业绩仍存在一定分化。 从目前已披露业绩的
银行来看，多数银行经营状况良好，随着国内
经济稳步恢复，企业整体经营状况逐步改善，
预计银行盈利和资产质量将稳步改善。

近年来，贷款利率下行，存款利率也不断
走低，在此背景下，非上市中小银行如何提升
盈利能力？于百程建议，在负债端，银行应该
主动优化结构， 把握市场趋势择机吸收低成
本资金，适当降低存款利率，稳定息差；在资
产端， 银行应该在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前提下寻找优高收益资产， 利用科技提升差
异化定价能力。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颜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四红）境外电
信网络诈骗将迎监管重拳打击！据“中
央政法委长安剑”7月29日晚消息，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
清近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
会议。会议强调，要结合主题教育切实
做好当前政法工作， 统筹推进法治建
设、安保维稳、防控风险、化解矛盾等各
项工作。

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
治理，依法从重打击境外电信网络诈骗
等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从重打击境内协
同犯罪人员，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要加强宣传教育，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识别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的意识和能力。

此次官方表态意义重大。正如博通
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蓬博说的，
此次表态说明管理部门重视程度较高，
依法从重打击说明将会有更大的打击
力度。业内认为，后续相关政法机关应
该会持续加大打击惩处力度，让境外不
法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也会形成有力
震慑。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日多地警
方披露，近年来，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集团大肆组织、拉拢、欺骗、利诱一
些年轻人参与犯罪， 危害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例如，有不法分子以“高
工资、 低门槛” 等诱骗大学生落入圈
套，成为诈骗团伙帮凶；此外，还有诈
骗团伙建立微信群， 不法分子在群内
扮演投资指导老师、开户专员、客户等
角色，使用若干微信号按照话术发布股
票投资信息，以投资挣钱为名骗取信任
进行诈骗。

据了解，这些藏身境外的诈骗分子
会通过改号软件和其他技术手段，将境
外电话号码脱去“00”前缀，提高隐蔽
性，然后利用呼叫转移来躲避反诈App
的预警识别，隐匿了诈骗分子的原始号
码，从而蒙蔽被害人。

“目前此类境外诈骗类型多样，包
括利用境外虚拟平台金融投资炒股炒
币，冒充公、检、法等机关工作人员，要
求受害人转账汇款实施诈骗等方式，一

般都具有欺骗性，骗术层出不穷，比较
多的会采用新的电信和洗钱技术，试图
绕开监管打击。”王蓬博认为，屡禁不止
的最主要原因在于行业暴利， 此外，诈
骗分子更容易采用成熟高效的技术和
手段，如虚拟电话号码等工具，让骗子
的欺诈手法更加隐蔽， 而且很难被察
觉。此外，这些诈骗分子通常跨地区作
案，让警方追捕的难度非常大。

据“平安贺兰”7月29日披露，近日
就有缅北诈骗公司回流人员亲述“杀猪
盘”诈骗全流程，其中，在一些所谓的
“境外高薪诚聘”“月入十万”“报销机
票”“稳赚不赔”等高回报诱惑下，不断
有人奔向幻想中的“海外淘金地”，期待
“一夜暴富”。然而，等待他们的并不是
年薪百万元的工作，而是被限制人身自
由，遭受挨饿、毒打、电击等惩罚，以及
残害肢体、割取器官等非人折磨，有人
甚至命丧他乡。

这些境外电诈集团打着“高薪招
聘”的幌子诱骗、恐吓普通人从事诈骗
活动，并形成暴力拘禁、人口贩卖等一
系列恐怖的黑色产业链。

针对缅甸边境地区电诈犯罪活动
蔓延问题，7月25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陈
海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会见缅甸外长丹
穗时指出，中缅双方及中缅泰三方开展
联合打击行动，取得初步成效。双方应
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同其他相关邻国
合力开展新一阶段联合打击行动，全力
铲除电诈窝点， 解救被困中方人员，根
除缅甸境内诈赌毒瘤，将犯罪势力及其
组织人员绳之以法。

警方提醒，只提“高薪”，不要求文
凭、语言、技能的招聘要高度警惕，凡是
让偷越国（边）的务工招聘，都是诈骗。
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决心不会变，打击
力度还会持续提升，任何违反我国法律
规定偷越国（边）境、从事电信网络诈骗
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

针对后续整顿清理， 王蓬博也建
议，“个人认为后续也需要金融、 电信、
互联网等主管部门都履行监管主体责
任，配合公安机关做好防御，合力打击
境外电信网络诈骗”。

在部分A股上市银行发布业绩快报“预喜”之际，亦有部分非上市银行相继晒出“期中考”成绩单。7月30日，北京商报

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已有82家非上市银行披露了2023年半年度业绩情况，其中不乏拟上市银行的“身影”。从数据表

现来看，多数银行交出了营收、净利双增的“答卷”，拟上市机构业绩企稳，但亦有部分银行出现亏损。在分析人士看来，非

上市银行多为中小银行，受所在区域经济复苏情况等因素影响，业务表现的差异性相对较高，但随着经济稳步复苏，预计

银行盈利和资产质量将稳步改善。

非上市银行晒“期中考”成绩单要点

◇82家非上市银行半年度
业绩分化较大

◇多数银行实现营收、净利双增

◇部分银行业绩出现滑坡

原因

◇受所在区域经济复苏情况
等因素影响

◇息差下行

趋势

◇随着国内经济稳步恢复，
预计银行盈利和资产质量
将稳步改善， 但业绩分化
仍明显

现象

7月即将结束，新一轮IPO项目撤否情况也
随之出炉。7月30日， 北京商报记者关注到，近
日， 深交所官宣终止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审核的决定。7月以来， 沪深两所已发布
20篇终止IPO审核公告。拉长时间看，年内77家
券商共保荐1524个IPO项目，其中147个IPO项
目“折戟”，中信证券、海通证券、民生证券被终
止项目均超过10个（含），更有两家券商的IPO
撤否率达100%。有业内人士指出，对于券商而
言， 撤否率反映了其IPO项目的审核质量和风
险控制能力。而为进一步提高投行保荐合规性，
除在监管端发力外，券商作为“看门人”也应树
立好自律责任意识。

券商主动撤回IPO项目

深交所官宣终止多个IPO上市审核。7月30
日，北京商报记者关注到，近日，深交所官宣终
止麦士德福、华智融IPO项目审核的决定，上述
两家公司IPO项目的保荐券商均为民生证券。

以麦士德福为例，深交所指出，其于2021
年12月31日受理麦士德福IPO项目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申请文件。2023年7月25日，麦士德福及
保荐券商均提交撤回相关申请文件请示，因此，
深交所决定终止IPO审核。就主动撤回的原因，
北京商报记者发文采访相关券商， 但截至发稿
暂未收到回复。

若从7月以来看，截至7月30日，沪深两所
共发布20篇公告，宣布终止20家机构IPO项目，
较2022年同期增长17.65%。 其中，18个IPO项
目终止情况与公司及保荐券商主动撤回申请有
关，也有诺康达、鼎镁科技2家因不符合相关发
行规定遭终止。

值得一提的是，中信证券保荐项目7月以来
3次“折戟”，保荐公司分别为光远新材、千年舟
以及海特克，分别拟冲刺创业板以及沪深主板。
同期，民生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
兴业证券均有2个IPO项目终止。

在Co-Found智库金融行业研究负责人聂
清云看来， 年初以来多家券商及公司主动撤回
IPO申请的原因可能较多，首先，市场风险因素
方面，由于当前市场表现不佳，投资者对新股的
风险偏好有所下降， 导致公司和券商暂时撤回
IPO申请。其次，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可能也会影响IPO申请决策。此外，监管部门对
IPO审核趋严也可能是撤回申请的原因之一。
“一查就撤”可能反映了公司或券商在申请过程

中存在问题或审核不合规的情况。一般而言，撤
回后，公司和券商可能会对问题进行整改，并在
合适的时机重新提交申请。

年初以来147个IPO“折戟”

终止审核数据的背后， 各家“看门人”的
IPO成绩单和撤否情况也浮出水面。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截至7月30日，77
家券商合计保荐1524家机构的IPO项目，651家
公司拟主板上市，面向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
的则各有459家、228家、186家。 其中， 中信证
券、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自年初以来保荐机
构均超过100家，霸榜前三，数量分别为177家、
125家、100家。 除上述前三名外， 国泰君安证
券、民生证券、华泰联合证券等6家券商保荐项
目数也均超过50家（含）。

不过，在超1500个申报项目中，也有147个
IPO项目“折戟”（含终止注册情况，下同）。其中，
中信证券被终止项目最多，达到14个，同期，海
通证券、 民生证券终止审核项目数量分别为13
个、10个，分列第二、三。此外，国泰君安证券、中
金公司、招商证券涉终止审核数则均为9个。

撤否率方面，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年初
以来，截至7月30日，华金证券、南京证券均只
有1个保荐项目，但都以主动撤回告终，因此撤
否率高达100%。

除上述部分2023年以来保荐项目较少的
券商外， 东北证券自年初以来有8个保荐项目，
撤否情况却达37.5%。相比之下，年初至今，华
英证券、华创证券、华西证券保荐项目均超8家，
但均无撤单情况。

聂清云对北京商报记者解读称， 对于券商
而言， 撤否率反映了其IPO项目的审核质量和
风险控制能力。 撤否率较高可能意味着券商在
项目选择和审核过程中存在问题， 无法通过监
管的审核要求，这可能会对券商声誉、业务发展
产生负面影响。 高撤否率也可能意味着券商审
核能力、风控能力相对较弱，需加强内部管理和
培训。

“看门人”需树好自律意识

正如上述人士所言， 作为监管持续重点关
注的指标之一， 撤否率的高低对券商意义也较
大。2月17日，深交所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督促
会员提升保荐业务执业质量的通知》， 其中明

确，对注册制下IPO保荐业务执业质量较低、内
控风险较大的保荐券商，实施现场督导、专项自
查的差异化监管安排。 明确项目撤否率超过
60%的，将对其保荐的IPO项目按50%以上的比
例抽取实施现场督导； 项目撤否率超过40%且
在60%以下的，深交所对其保荐IPO项目按30%
以上比例抽取实施现场督导等。

除上述明确规定外， 年初以来两大交易所
也曾严打券商、公司IPO“一查就撤”情况。6月，
上交所曾对海通证券出具监管警示。公告中，上
交所表示，海通证券在惠强新材、明峰医疗、治
臻股份保荐工作中保荐核查工作履职尽责不到
位等问题。彼时，上交所直指海通证券3个项目
在实施现场督导前，均撤销了相关项目保荐。上
交所认为，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通证券对发
行人经营状况及其面临风险和问题的相关尽职
调查工作不够充分， 项目申报准备工作不够扎
实等问题。

7月，也有拟上市公司谷麦光电在现场督导
过程后撤回IPO，但仍被监管严查。深交所对其
给予通报批评处分， 指出其未准确披露与主要
客户之间的业务模式等多项问题。 彼时保荐券
商长江证券也难逃其咎，被深交所出具监管函。

在聂清云看来， 为降低保荐IPO项目的撤
否率，进一步提高投行保荐合规性，除在监管端
发力外，券商作为“看门人”也可以采取一些自
律措施，例如，加强对项目尽职调查，确保项目
真实性、合规性、可行性。同时，也应加强内部管
理，建立完善审核制度。此外，加强对项目方的
指导和培训，帮助其完善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
完善上市条件也至关重要。

而就当前视角下未来IPO撤否情况可能如
何，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展望称，宏观经济
周期与注册制改革并不会降低对广大申报上市
企业的外部监管要求以及内部提质增效的门
槛，相反，当前全面注册制在提高申报审批行政
效能的同时， 也将对市场不良企业监管套利行
为产生一定制约。

陈佳进一步指出，“部分券商机构在风
控、 尽调上存在严重短板导致旗下IPO存在
‘一查就撤’案例，这其实是市场优胜劣汰的
必然结果。随着IPO现场检查的长效机制越来
越深入人心， 未来全面注册制不断优化创新
与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必然是大势所趋，未
来中国IPO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基础
也将更扎实”。

北京商报记者 刘宇阳 郝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