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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

尽管央行仍未向互联网金融开放征信接口， 但是已经出现

了开放民间征信建设的迹象。

日前举办的第一届新金融联盟峰会上，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

融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表示，征信体系的缺

失使得 P2P等互联网金融很难健康发展， 央行正在计划发放民

间征信机构相关牌照，来建立民间的征信公司，帮助金融业更健

康地发展。

事实上,早在 2012年就有业内人士指出，P2P的健康发展离

不开很多外部环境的支持，其中之一就是征信建设。 在无法接入

央行征信的情况下，贷款人逾期的法律成本很低，这需要社会征

信系统的支持。

征信需求扩张

长期以来，P2P平台都在通过黑名单曝光的方式对贷款违

约用户进行惩罚，部分 P2P联盟还在尝试将这种黑名单互通，形

成区域性的黑名单曝光制度。

“这种信用惩罚方式主要还是 P2P平台自己使用，一方面算

作逾期的惩罚，另一方面为以后信贷做参考，使用范围有限；而

且不计入央行征信，很难对当事人形成实质上的信用影响。 ”上

述匿名企业人士说。

在他看来，P2P行业想要健康发展，必须有一个完善的信用

体系作为支撑。 而在官方征信拒绝接入这块领域的背景下，只有

鼓励民间机构涉足征信业务， 通过信用设计来提高贷款人的违

约成本，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不过，互联网金融对外部征信建设的需求绝不仅仅是为了

提高失信者违约成本，实质上，随着互联网金融在用户日常生

活的渗透程度越来越高，这里也积累了他们大量正面的信用记

录，行业也希望这些记录产生的征信能为用户的其它业务产生

支持。

上个月底，就有支付宝内部人士透露，支付宝内部已组建专

门针对“为用户开具资产证明和流水明细”等业务的项目组，未

来支付宝或将能够为用户出具与银行同等效力的流水明细和资

产证明。

制度建设完成

吴晓灵认为，针对目前征信缺失的情况，一方面应该呼吁央

行的信贷登记系统向社会开放， 但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着力于建

立民间的征信系统。 网络公司有众多的信息、有大数据处理的能

力，应该利用这些能力和信息，来建立民间的征信公司，帮助金

融业更健康地发展。

虽然中国征信机构都是官方背景的，近年来，政府对开放征

信业也做出了不少工作， 去年这项工作更是进入了法律建设的

快车道。 2013年年初颁布的《征信业管理条例》已于当年 3月开

始实施，标志着酝酿十年的征信行业法规条文正式出台。

根据这份文件，从事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的设立，除了

要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外，还需具备主要股东信誉良好，最近

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注册资本不少于 5000万元，并经国务

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等。

去年年底，央行又颁布实施了《征信机构管理办法》，以规范

征信机构设立、变更和终止为主线，以征信机构公司治理、风险

防控和信息安全为管理重点，进行了具体的制度设计，进一步完

善了民资进入征信机构的法律依据。

制度建设基本完善之后，民间征信何时落地？按照吴晓灵透

露的消息，央行已经开始在准备发放牌照。

公司积极申请牌照

近日又有消息称， 央行已开始开展征信机构设立申请和备

案工作，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还在一份公告中表示，

预计人民银行今年会发放首批个人征信牌照， 旗下华道征信公

司正在积极进行牌照申请的准备工作。

而上地某创业园区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正是看中

了信用和征信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相对新

兴的行业，未来肯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已经成立了征信公

司，正在积极申请牌照事宜，具体情况暂时不方便透露。 ”

实际上， 在目前牌照没有发放甚至是相关法律尚未出台的

情况下，鉴于市场需求，部分公司和个人已经建立了私营的征信

机构。

2002年 3 月，阿里巴巴创办诚信通，通过与第三方独立机

构合作对企业身份进行认证， 包括公司合法性认证和申请人身

份认证以及对企业交易信用的长期记载和积累， 为企业建立诚

信档案、提供信用查询及诚信保障。

在 P2P平台爆发式增长的情况下，2013 年 10月， 著名律

师陈平凡发起设立的 P2P 网络贷款平台“爱善贷”创办“善贷

通”诚信评级认证体系，试图为 P2P 网贷提供专业、可靠的征

信信息服务。

此外，市场上还存在上海资信、鹏元征信、安融惠众等一批

较有名气的第三方征信机构。

“民间征信机构目前的情况是，行业性、区域性很强，有些甚

至只供公司内部使用。 主要是他们没有资质去做全国的征信，更

没有能力去做全国的征信。 未来，民间征信应当在更好的互联互

通上做些工作。 ”上述 P2P网贷平台人士说。

资本达观

本报记者 郭奎涛

一向在国有商业银行中以创新

著称的中国银行突遭舆论“空袭”。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

间》栏目 7 月 9 日曝光称，中国银行

涉嫌“洗黑钱”，其广东分支行有一项

“偷偷摸摸、似乎见不得光”的跨境人

民币结算业务———“优汇通”业务，绕

道突破了我国有关个人每年 5 万美

元换汇上限的规定。

随即， 中行紧急声明称，“优汇

通”是经向有关监管部门汇报，在试

点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基础上，在

符合监管原则的前提下，先行先试的

业务。

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从业内

人士处了解到，中行的这一业务在业

内并非秘密。 有专家指出，此类创新

产品确是经过央行同意才开展的，只

是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违规，使“优汇

通”在某种程度上游走在合法与非法

之间的灰色地带。

类似“优汇通”业务

不止中行一家

据中行“优汇通”宣介资料显示，

“优汇通” 汇出业务是指客户通过中

行广东分行办理跨境人民币汇款，同

时授权境外银行为其以约定汇率将

该笔人民币款项兑换为指定币种、金

额的外币资金，再汇至境外收款人的

业务。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目前

获得该项业务的包括多家银行，广州

地区至少有包括中行在内的两家国

有银行、两家股份制银行以及一家外

资行开展相关的个人人民币跨境业

务。 试点的业务范围仅限于两种用

途，即在开放项目下，仅以投资移民

或海外购置房产为资金用途。

而据业内人士透露，中信银行和

工商银行等与中行一样提供类似“优

汇通”的境外汇款服务，在额度上都

没有相应的限制。

而此次备受业界争议的，则是央

视报道所称“换汇额度绕开外汇局监

管”。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在监

管层的试点文件里，并没有提到大额

资金的规模上限。 银行业人士也表

示，相比地下钱庄，接受严格监管的

国有银行已经在对相关文件的审核

上更为严格，资金流向也更易于被监

控。 而突破 5 万美元年限额，正是此

次试点“创新”所在。

而在知名经济学者宋清辉看来，

这个业务是先试先行， 特事特办，不

受每人每年 5 万美元额度的外汇管

制。

银行创新业务

陷入尴尬

业内人士表示，包括中行“优汇

通”在内的同类创新业务在业内并非

秘密，从中国银行开展这种业务来龙

去脉看，还是有一定缘由的，至少是

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报备；且有关部门

也明确表示可以先行先试，只是在银

行执行过程中走样了，在某种程度上

游走在“合法”和“非法”间的灰色地

带。

据了解，2012 年 7 月央行副行长

潘功胜表示，央行将研究在珠三角地

区开展个人跨境人民币业务，允许该

地区居民个人办理人民币对外付款

和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优汇通”这

一产品也是中行从去年开始内部试

点的业务，目前只在广东省行试行。

宋清辉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也指出， 先行先试有风险，

中行很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超出了

仅限投资移民和海外购房置业的用

途限制， 在操作流程上涉嫌洗钱行

为。

而有银行人士也表示，“业务本

身没有问题，广东央行就给予中行还

有其他几家银行试点资格，所有流程

都审过，每笔业务都上报监管。 ”而可

能存在的问题，“对材料审核不严甚

至伪造相关材料等情况，但这是违规

操作的问题。 ”

值得注意的是， 选择中国银行

“优汇通”，近来偶尔也会出现客户收

到来自移民局关于“优汇通”汇款的

补件要求，并需要证明这项服务的合

法性。

“我们尝试联系中行的相关业务

人员，但都没有办法拿到明文规定证

明‘优汇通’的合法性。 主要的材料都

是银行单方面提供的文件，说服力不

是很强。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试点多

年急需监管层进一步对这项业务给

予明确。

专家：

银行应做合规的“创新”

而此次事件背后的一个无法忽

略的现实就是，目前人民币的资本项

下还未完全放开。

“如果放开了， 就不会有个人汇

款的限制，中行‘优汇通’也就不存在

违规的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研

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称。

“现在跨境人民币业务还处于探

索阶段， 近年来境内外联系较多，居

民有换汇的需求，金融业应该去满足

需求。但这种满足应是合规的创新。 ”

郭田勇表示。

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作为国有商业银

行，要对此业务中出现的一些不规范

行为开展专项整理，对其中违规行为

进行严肃处理，使业务发展始终运行

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不受损害的健

康轨道上。

“也许在创新项目中， 基层在操

作中存在问题，但这不代表整个方向

有问题。 ”前海一家商业银行相关人

士表示。

而据接近此项业务试点的银行

业人士估算，目前中行“优汇通”的存

量业务已接近 200 亿元，仅今年上半

年规模就达百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 ，这种业务能出现

如此“井喷式”增长，说明目前国内急

于海外移民和投资的人数增长相当

之快，仅靠单一外汇管制手段是无法

阻挡的。

“我认为，外汇管理当局对每个公

民每年不得超过 5万美元换汇规定既

与当前海外个人投资日益增长的外汇

数量不相适应， 也与当前人民币国际

化发展趋势存在明显掣肘。 ”前海一家

商业银行相关人士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现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已经刻不容

缓,必须要提高外汇兑换额度，并对用

汇审批方式进行简化和放松管制。

亦有专家指出，应加快制定和推

出外汇管理法，以法治手段推动中国

外汇管理市场化、国际化进程。

游走灰色地带：“优汇通”们的尴尬

本报记者 王莹

资产证券化：博弈与共识中向前

达萨

夏天接踵而来的超级赛事自然

是大快朵颐的事情，先是 NBA，接着世

界杯，同时温网，中间夹杂的几次羽

毛球顶级赛事就注定无人问津了。

NBA 总决赛的悬念不会大， 老辣球骨

加精壮正规军汉子带着如炬目光和

铁打意志，面对不够坚定不够信任跟

着不够老到的教练的年轻人，四比二

结束是最中规中矩的结局。 在詹姆斯

痛定思痛即将爆发时刻，总决赛戛然

而止， 如不出意外是商业规律的主

宰。 没办法，世界杯拥有全世界所有

运动最多的伪球迷，总决赛再打下去

势必被冷落，所有收视率、广告以及

相关的商业利益必将受损，所以见好

就收是人生铁律也是不败的商业法

则。

体育商业需要懂得博弈需要达

成共识，同样需要的是我们复杂监管

体制下的资本市场。 很多产品的推出

和形成，看似平常，其实很多时候都

是在多线条又多层面监管体系中相

互适应相互妥协的产物，背后有监管

智慧，有市场契机，也有很多个人色

彩。 近期平安银行资产证券化登陆交

易所即是一例明证。 信贷资产证券化

发端早矣，10年前试点， 三起两落之

后还是试点。 不同的是这一次似乎天

时地利人和，监管力推，金融机构拥

护，交易所热衷，托管机构企盼，就连

投资者都跳出银行互持的窠臼，使得

承销和定价开始多元化和市场化起

来。 作为发行人的银行，这是最乐意

看到的局面，于是准备大干快上，多

发些额度，在不同的市场，面对更多

更广的投资者， 获得更好的定价开

拓更多的渠道， 天赐良辰何乐不为

呢？ 一向领先市场风骚的平安银行

再次抢得头筹， 交易所也高高兴兴

大张旗鼓地宣布首单信贷证券化花

落我家， 然而人行一纸文书紧急叫

停， 饶有深意的解释之后又快速放

行，并因此引来蛙声一片。 排山倒海

的文章，基本东抄西凑，千篇一律简

单粗暴的指责央行， 可事情就这么

简单么？10 年的监管磨合和博弈，个

中曲折非常人可名状， 在这里也不

打算深挖细刨，水至清无鱼，我们不

妨换个说法和角度来提醒和发问一

下， 希望可以让大家更客观和冷静

地看待这一系列问题。

监管的既有框架，如果试图全盘

否定那是主席说的 too�na觙ve，理解不

同的监管立场并善于引导或适应才

是大智慧。 有人说银监会同意信贷证

券化去交易所缺乏法律依据，可早在

一季度银监会和证监会即已联合公

开发文鼓励金融债券和证券化等在

交易所发行和 / 或上市， 其依据是国

务院关于推进证券化的相关文件精

神，鼓励探索在交易所市场的发行交

易。 这样的依法办事，外媒解读为两

个监管的交恶， 但它最多是果其实并

不是因。 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有

着不同类型的投资者， 在交易所发行

可以拥有更好的多元化投资者基础，

将风险分散到银行体系之外， 这是资

产证券化的要义之一。 基于这个考虑

允许证券化走向交易所， 是名正言顺

可以大张旗鼓的。事件的另一方，人民

银行在资产证券化这个问题上从来就

没小气过，10年以来都是真正的推动

者。孩子管生也要管养，对自己所批复

产品的交易和托管有所考虑也是常

情。这一次，明眼人会发现角逐点其实

不是交易场所是托管机构， 史无前例

的托管在中债登，挂牌在交易所，这其

中是三方监管机构为了推进市场向前

而做出的博弈，妥协和共识，是监管的

努力，而不该成为被指摘的地方。上清

所成立之后，登记托管机构三足鼎立，

资产证券化如窈窕少女， 引来翩翩少

年的竞相追逐何以受到千夫所指？ 这

只是第一单而已， 一番争斗之后定下

乾坤，从此开始滚滚向前，不是大好事

么？ 在这里有请那些不假思索口诛笔

伐的“童鞋们”三思啦。

最后憧憬一下资产证券化的前

景。 任何事物要想长远发展应该是顺

势而生，顺势而为。 早些年经济快速

大幅增长，银行高速扩张，银行发行

资产证券化的动力似乎不足。 看二级

市场，不管银行间还是交易所的投资

者群体相对集中和单一，对这个产品

的投资需求也似乎缺乏。 但到了今

天，调控大幕下的信贷额度严格控制

使得银行腾挪乏术，加之对非标业务

的严格监管，使得银行对信贷证券化

的渴求程度到达一个高峰，加之二级

市场广度深度的增加，使得证券化市

场的发展得天独厚，后劲十足。 我们

期盼更多的银行，更多的非银行金融

机构走到这个市场，我们也期盼监管

机关更多的达成共识，最终让证券化

的发行可以自主选择市场、托管机构

和发行方式，则善莫大焉，利莫大焉。

央行拟发民间征信机构牌照

企业争抢 P2P

征信“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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