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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

在接二连三出台文件堵杀同业

违规之后，一场同业监管检查正在悄

然开展。

近日，银监会向各地银监局和商

业银行下达了《关于开展银行业金融

机构同业新规执行情况专项检查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银行业

金融机构在 7 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同

业新规执行情况自查。 此次专项检查

是继 7 月份央行进行同业业务调研

之后，银监会开展的更为严格的自查

措施。

而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诸多银

行已经完成“自查报告”， 不过这些

“自查报告”却充满玄机。

“报告分对内和对外两份，

对外给监管层的报告隐瞒了买

入返售业务的真实情况， 而在

对风险审查和资金投向合规性

审查方面，部分银行并没有根据所投

资的资产性质，准确计量风险并计提

相应资本与拨备。 ”知情人士透露。

监管层重点监管同业业务

去年以来，同业业务成为监管部

门盯得最紧的银行业务。 而自今年 5

月份以来，银监会更是针对银行同业

业务连续出台了“127 号文”、“140 号

文”等多份监管文件。

“对同业的整顿和监管将是今年

银监部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一位

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对记者表示，经过

过去几年的膨胀，银行同业业务埋藏

了巨大的系统性信用风险隐患，监管

行动已经非常紧迫。

据了解，此次《通知》措辞严厉，

要求对同业业务逐笔对账，并要求各

商业银行在 10 月 24 日前递交自查

报告。

“实际内容就是检查此前几份文

件执行情况，言辞特别严厉。 ”一位股

份制银行同业业务从业人员刘丙坤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文件分段要

求对照“127 号文”以及“140 号文”对

同业展开各项检查。

从文件内容看 ，“127 号文”规

范了同业业务的分类和核算标准，

通过限制“非标”资产买入返售和第

三方隐形担保的方式， 规范同业业

务交易结构； 通过期限和集中度的

限制， 迫使同业业务回归流动性管

理 的 业 务

本质。

而“140

号文”则从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机构专

营管理模式的要求出发，规范行内同

业业务管理架构，要求统一划归总行

运营和管理，不得授权分行开展同业

业务。

银行自查报告暗藏玄机

记者了解到，对于此次《通知》要

求， 各银行都表现出了相当的重视，

但同时，一些银行也想出了相应的应

对方法。

南方一家股份制银行内部人士

石为忝（化名）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透露，其所在银行的一级分行就成立

了以业务分管副行长为组长的专门

业务自查小组， 成员来自计划财务

部、会计部、金融同业部以及国际业

务部等部门，各部门负责人均对本次

自查结果负责。

据石为忝提供的自查报告显示，

其所在分行重点对 2014 年 9 月 30

日存续及 2014 年 5 月 17 日至 9 月

30 日新发生的同业存款、 同业借款、

同业代付、买入返售（卖出回购）和同

业投资业务的合规性开展了自查。

但落实到报告上的内容却有着

不为人知的“秘密”。

“其实这个自查报告有对内和对

外的两份报告。 ”石为忝表示

记者发现，在其提供的对外报告

（提交给监管层的）中显示，2014 年 5

月 17 日至 9 月 30 日新发生的买入

返售其他资产业务 0 笔，

规模为 0。

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这个时间段里，

买入返售业务还在做，有

几笔没有在自查报告里

体现。 据我所知， 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我们银行买入返售

资产业务仍存有 40余笔， 规模为 500

亿元左右， 其中存续项目 20余笔，存

续余额为 300亿元 。 ”石为忝表示。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资金池项

下均有新项目投放。

“从我这边拿到的数据来看，资

金池项目一共有 20 余笔，规模近 100

亿元，存续项目余额是 60 亿元，而在

存续项目中，有很多是‘127 号文’下

发后投出的；另外，还有规模 40 亿元

的资金是给北方地区某信托资金池

项下新投出的项目。 ”石为忝透露。

石为忝表示， 最主要的问题是

“127 号文” 之后继续投了基础资产，

而且没有按要求计提风险资产拨备

计提。

“银监局的自查报表里有计提和

拨备比例，要银行自行上报。 但很多

银行都不写，避重就轻。 比如非标房

地产本应计提 100%的风险权重，但

部分银行只计提 25％，直接降低了风

险资产占用，提高了利润。 ”石为忝表

示。

同业违规操作仍在进行

事实上，同业违规操作并没有结

束。

“其实杜绝同业违规几乎不可

能， 比如宁夏邮储还在出同业存款 1

年期、 同业借款 2—3 年期以及 1—5

年的协议存款等，并且长期收同业理

财 1 年期以上的产品，很多银行继续

通过借道保险资管计划虚增协议存

款，达到增加一般性存款的目的。 ”刘

丙坤表示。

而石为忝则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今年 7 月份监管层对此进行了

一轮调研，此次专项检查要求全面铺

开肯定是监管层注意到部分银行仍

存在违规行为，同业套利仍存在。

业内人士称， 目前少数银行还在

操作的同业模式主要是“委托定向投

资”和“T+D 模式”这两种。 其中，委托

定向投资模式对于委托行计入应收款

项类投资，不占用信贷额度，不会加大

存贷比压力， 也不会提升拨备计提的

要求。而受托行只发挥通道作用，属于

表外业务，不占用资本不承担风险。

而“T+D 模式”的关键是出资银

行即期转让受益权，授信银行延期支

付，通过受益权买断实现风险和收益

转移。 因此，模式中并未出现“127 号

文”所禁止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

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

保”， 这也成为部分银行在新规之后

的“新玩法”。

本报记者 郭奎涛

本报记者 王莹

应对同业违规审查：

银行编制“阴阳”自查报告

交易 +金融

老慧聪的新战术

隐瞒买入返售业务，在风险资本占用比例上做手脚

近日， 曾明确声称不会做金融的 B2B 电商慧聪网

CEO 郭江表示，交易加金融将成为慧聪网 2.0 时代的主要

业务构成。 与此同时，慧聪网与其股东神州数码合资的小

贷公司神州数码慧聪小贷也被曝光拿到了牌照，并开始低

调向平台商家试验性地提供贷款业务。

这意味着，就金融业务而言，之前主要帮其平台上的

商家对接第三方金融机构的慧聪网，将赤膊上阵直接为商

家提供金融业务。

早已涉足金融领域

2012 年年中，阿里小贷累计放款 200 亿元、单日利息

收入 100 万元的消息一出，电商小贷这种互联网金融模式

开始被各类电商效仿， 有京东商城、 苏宁易购等 B2C 电

商，也有敦煌网这样的 B2B 电商。

而慧聪网在金融业务上的布局被行业注意却是 2013

年的事了。 当年 1 月，郭江和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杨

科共同站台，发布了一款名为“民生慧聪新 e 贷”的信用卡

产品， 为慧聪网的买卖通会员企业提供 50 万元以下的信

用贷款。

但这却不是慧聪网第一次涉足金融领域。 实质上，记

者在慧聪网论坛早期的一篇官方帖子中发现，早在阿里小

贷走红的 2012 年， 慧聪网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第三

方金融机构合作体系，为商家推荐贷款业务，其中包括工

农中建在内的至少 14 家银行。

让记者尤其感到意外的是， 这篇帖子中，P2P 网贷平

台宜信赫然在列。 当时的 P2P 尚未被公众熟知，政策层面

也未对 P2P 牵涉的法律灰色地带有任何表态，而慧聪网已

经看到了这种互联网金融模式给中小企业融资带来的实

际好处。

截至目前，慧聪网与宜信合作的网商贷产品仍然是其

推广的重点。 随后， 慧聪网还相继引入了速帮贷等其它

P2P 平台。 这一做法还引起了同行的效仿，例如，敦煌网就

与 P2P 平台云 e 贷、拍拍贷先后展开了合作。

慧聪战略转向

让公众有些困惑的是，尽管慧聪网不断向商家推出金

融服务，郭江却一直表示，慧聪网不会去做金融。

在与民生银行推出“新 E 贷” 之时， 郭江就强调说，

“新 E 贷” 只是针对慧聪网付费会员的一项增值服务，而

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金融业务，“贷款的钱由银行提供，利润

也是银行的，慧聪网仅给银行提供数据信息。 发放贷款的

最终审核权也在银行，若发生逾期或坏账，风险由银行承

担”。

在慧聪金融官网，官方也列出了特别声明，“以下所有

产品均与慧聪有合作，属于慧聪网推荐产品。 慧聪网仅提

供审核过的客户需求信息给机构，不承担担保责任，不承

诺所有正式会员贷款成功、 不承诺客户能获得理想额度，

贷款是否成功与会员等级、会费标准无任何关联。 ”

但自去年年底以来，郭江提出的慧聪网不做金融的想

法却有了转向的迹象。 神话数码在去年 12 月的一份公告

显示，该公司与慧聪网订立合营协议，双方共同出资 10 亿

元成立合营公司，分别持股 60%和 40%，以发展及经营小

额信贷互联网金融业务。

到了今年 6 月，慧聪网一位人士对此透露，该小贷公

司已经拿到牌照，只是暂时不方便透露具体业务情况。

B2B 进入交易加金融时代

郭江对金融业务的思考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背后

推动的则是慧聪网在业务上的转型。

关于为什么慧聪不做金融的问题， 在 2013 年的一次

活动上，郭江曾对记者解释说，慧聪金融的出发点主要是

为了完善慧聪网的服务和增强慧聪网的黏性，满足商家的

融资需求，商家的金融需求是存在的，但是专业的事应该

交给专业的公司去做，所以慧聪网选择将这些需求转交给

第三方金融机构， 自身则专心做好商家在电商领域的要

求。

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 慧聪网的 B2B 电商业务正在

遭遇瓶颈。

长期以来，B2B 电商的主要形式都是展示商家公司和

产品信息，具体交易都在线下完成，平台接触无法介入交

易环节，主要通过信息推广和会员付费营收。 这一市场不

仅总量有限，而且主要被阿里占据，留给慧聪网的自然不

多了。

郭江认为，B2B 必须从 1.0 时代快速迈进 2.0 时代，也

就是从信息平台时代迈进交易加金融的时代。

据悉，B2B 电商平台之所以难以直接进行交易， 缘于

公司与公司结算牵涉到复杂的财务流程，随着近年来网上

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完善，以及电子发票等相关规定

的推出， 企业之间的在线交易逐渐增多，B2B 交易端的规

模今年将达 100 万亿元。

（下转第六版）

王利博制图

今年， 民间金融风险进入集中

暴发期，福建龙岩天成集团董事长、

江苏江阴小贷公司、 广西柳州正菱

集团、 浙江杭州中都百货公司董事

长等老板相续跑路， 已被社会舆论

传得沸沸扬扬。 最近河北省邯郸市

民间融资悲剧爆发， 再次将民间融

资“血淋淋” 的悲剧呈现在民众面

前， 也再次让当地民众饱尝了损失

之痛，使大量“血汗钱”、“养老钱”、

甚至“救命钱”，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应该说，民间融资刚开始，可能

会为地方带来短暂的、 虚假的金融

繁荣， 也为当地经济建设带来一定

资金便利。 但因其脱离了正常运行

轨道，一味投向“泡沫化”产业，在经

济放缓和银根收紧形势下，其“击鼓

传花”游戏便现出了原形，其对我国

金融业健康发展、民众正常生活、社

会秩序稳定带来的严重危害便暴露

无遗。

民间融资悲剧固然令人喟叹，

但更发人深省的是民间融资悲剧为

何反复上演？ 这要求各级政府及有

关部门对民间融资再也不能麻木不

仁和放任自流了： 一是把治理民间

融资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 民间

融资秩序之所以乱， 除了地方政府

在打击和查处上重视不够、 打击不

力之外， 没有将民间融资纳入政府

施政目标，没有制定相关考核依据，

使一个地区民间融资发展状态长期

处于无序状态。

为此，从现在起，应将民间融资

管理状况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

制定民间融资发展相关指标如民间

融资合规率、民间融资可控率、民间

融资监管频率等指标， 对地方政府

官员任期内发生民间融资危机和引

发其他社会问题， 严厉追究相关领

导责任， 促使地方政府真正重视对

民间融资的监管， 形成根治民间融

资乱象社会氛围。 二是全社会应推

动民间融资立法。 我国民间借贷立

法喊了多年，至今尚未出台，其关键

原因是全社会对民间融资立法呼唤

不够，推动力度不到位，使中央政府

在制定民间融资立法上瞻前顾后，

疑虑重重。

为此， 社会各界应通过各种途

径， 向中央政府急切表达民间融资

立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而且应成

立社会民间团队， 自觉形成民间融

资监督力量， 为中央政府制定民间

融资立法进行大胆尝试， 提供可操

作的立法思路， 推动民间融资立法

进程， 趁早将一切民间融资活动纳

入法制化轨道， 有效铲除民间非法

融资生存土壤。 三是严厉打压民间

非法融资活动。 客观地说，政府职能

监管部门在非法融资监管上花了很

大心血， 但关键是在查处民间非法

融资方面蜻蜓点水，力度不够，无法

形成强大的社会震慑力。 为此，政府

部门应成立民间非法融资社会监督

平台，广泛发动和接受民众监督，形

成打击民间非法融资社会立体监管

体系；对民间非法融资活动，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决不心慈手软；对胆敢

参与或发动民间非法融资活动的组

织（人）除追究刑事责任外，加大违

规成本，从重处罚，让其倾家荡产，

使民间非法融资不敢轻易露头。 四

是加大民众金融引导力度。 我国对

民众金融知识培育和风险防范意识

引导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没有将金

融知识培育纳入国民教育序列，从

小学到中学甚至大学， 缺乏金融专

业知识教育。 尤其广大城乡接受文

化教育较少的居民， 更是处于金融

知识蒙昧状态， 使大量民众缺乏金

融投资常识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成为任由疯狂民间非法融资宰割的

“羔羊”， 助长了民间非法融资泛滥

猖獗。 对此，从现在起，将唤醒民众

金融风险意识纳入国民教育序列，

通过一二十年艰苦努力， 全面提高

全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使民众降

低参与民间融资盲目性和冒险性，

始终保持理性克制意识。

金融风险意识应纳入国民教育序列

莫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