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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前所未有的互联网金融整治

风暴正席卷而来。4月27日，一行三

会、两高等14个部委在银监会召开处

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部署下一

步排查和处置工作。

从去年“日金宝爽约”事件的发

酵，到今年“e租宝”事件的上演，再到

“快鹿系”与“中晋系”事件的疯狂，本

应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现

今却频频暴露问题。一时间，依附在

金融创新“腐体”的非法吸收存款、非

法集资、非法从事金融理财等“三非金

融”，正在上演着一幕又一幕令人痛心

的“悲情故事”。相信在国家开展这场

互联网金融整治的同时，针对线下的

非法金融，亦将拉开整治大幕。

毫不夸张地说，当前非法金融乱

象环生绝非仅仅只是个体，也并非只

是个别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严造就的

个案。结合某些银行存款失联案和理

财产品爽约案来看，恰恰是整个金融

生态监管环境失衡的现实必然，恰恰

是整个金融管理体系管理乏力的内在

反映。

现实来看，非法金融事件的屡屡发

生，不是仅通过增强人们法律意识、机

械式教会人们如何识别“骗子嘴脸”以

及片面引导人们正确选择金融机构就

可以避免的。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秘密：涉事银行高管是否参

与，当地金融监管部门是否牵涉其中，

公开发售的各类宣传单和铺天盖地的

广告是否经过审批，投资者投诉时是否

又被相关部门与人员忽悠了事？凡此

种种，没有相关监管部门和相应司法机

关的深度介入，不但谜底无法揭开，而

且还可能让非法金融活动肆意蔓延。

实际上，当前金融乱象环生并非

是整个金融管理体系的制度滞后，而

是“人和机构的管理”在金融领域缺乏

过硬的管理手段和缺失有效的从严追

责机制的结果。出现金融监管一时失

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深层次地

认识到监管失衡带来的严重后果，而

缺乏“亡羊补牢”的及时措施，导致“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式治理屡屡发生。

笔者认为，要想遏制非法金融乱

象的发生，建立安全、高效、和谐的金

融生态环境，就有必要从“系统化”整

治着力。

一是从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角度入

手，提高惩罚金融违法犯罪的处罚标

准，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

以严厉的处罚来震慑与减少相关犯罪

行为的发生。

二是要从国家层面入手，全面开展

各类金融市场大检查，全面起底金融资

产与负债的真实现状，全面揭示隐藏在

金融领域的各类风险隐患，为出台针对

性落实整改和相应的管理夯实基础。

三是要对已经暴露和检查发现的

各类问题，组织纪检、审计及司法部门

等专门力量彻查其内幕，既消除金融机

构自己人查自己人带来的“内鬼弊端”，

又按照“从严从重追责不手软，从实从

快处罚不含糊”的原则，坚决对问题机

构和人员惩处到位，从源头避免“内外

勾结、内鬼做鬼、设法作局”带来的金融

危害，打掉从事非法金融的“屏障”。

四是应切实加大网络域名和上线

的监管审查，提高网络上线运行的成

本标准，建立分条线的互联网金融统

一监管预警平台，实时监测各类网络

金融从业行为以及严格约束银行业的

从业行为，公开金融违法违规统一举

报电话和网络举报平台，加大举报奖

励力度，从源头打造安全和谐的金融

生态新环境。

遏制非法金融尤需系统化整治
雷振华

互联网教育“第一股”清睿教育连续盈利

日前，有中国K12互联网+教育“第一股”美誉的清睿

国际教育集团首次发布登陆新三板后2015年年报显示，

2015 年年收入 3291 万元，增长 45%，其中营业收入近

2889万元，同比增长38%，净利润358万余元，顺利完成

2015年经营目标，成为我国唯一一家专注互联网教育，且

已连续3年持续盈利的信息化教育企业。数据显示，清

睿教育研发首创的终端用户体验付费模式下的互联网教

育软件产品“口语100”已被市场认可，并赢得资本市场青

睐，成为互联网教育领域领跑者。 （晓柯）

环宇电子上海股交所挂牌

4月26日，包头市环宇电子有限公司在上海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中小企业股权报价系统挂牌，股票代码

209645。据董事长宋玉琴介绍，环宇电子的主要产品稀

土多功能制水机，是拥有23项专利的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产品，是世界首个将稀土排出重金属技术应用在制水领

域的中国制造产品。经过19年扶犁深耕、十年埋头产品

技术研发制造，产品还将利用大数据服务大健康。此次

挂牌上海股交所，更让投资者充满信心地与环宇电子共

同分享市场增长的红利。

资讯

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

年国内银行业资产质量管控和不良贷

款化解的任务将更加艰巨，业内预计

银行业资产质量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以物抵债”这

一银行处理不良贷款的重要手段，由

于税费较高而受到制约。业内人士指

出，应采取减免相关税费、简化交易环

节等举措，鼓励商业银行尽快处置抵

债资产。

银行资产质量
形势不容乐观

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国内银行业

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不断暴露出诸

多问题。例如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率

都呈现连续上升态势，银行资产质量

下行压力增大，利润增速大幅下滑。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年末，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1.27 万亿

元。

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金融发展

局前首席金融专家王君不久前表示，

随着实体经济的转型，未来五年银行

业会发生巨大变化。中国虽然不会马

上出现负利率，但随着利差的收窄，银

行吃利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未来

债券市场进一步发展，会加速商业银

行脱媒的过程。现有商业银行结构会

发生重大的调整，银行数目会减少，尤

其是小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和村

镇银行，可能会被大量的收购兼并或

破产。

国务院研究室秘书司原司长张定

龙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现在国

内银行的问题，确实越来越引起社会

各界高度关注，风险越来越大，不良贷

款问题待解，资产质量形势也不容乐

观。尤其是现在利率市场化以后，一

些银行违规经营、盲目竞争的情况不

断发生，例如冲节点高息揽储等。而

且，现在投资回报也比较低，随着时间

的积累，相应风险就会显现。另一方

面，很多中小银行都存在信贷盲目竞

争、占地盘这类问题，可能会带来不光

是投资回报率的问题，还可能带来不

良贷款问题。这就需要加强监管，加

强引导，对违规行为必须纠正，否则后

患无穷。

中国银行首席风险官潘岳汉表

示，2016 年，银行业的经营发展环境

依然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

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业资产质

量管控和不良贷款化解的任务将更加

艰巨，预计2016年我国银行业资产质

量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以物抵债
受较高税费制约

张定龙表示，现在各银行的不良

资产处置措施都有，正在一步一步

走。银行不良贷款现在总的要求就

是要控制，要往下降，要防范风险、

化解风险，有效处置不良贷款。

民生银行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在国内宏观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

下，加剧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化解

难度。而作为银行处理不良贷款的

重要手段——以物抵债，因为在实

际操作中抵债资产的抵入变卖税费

较高，制约了相关工作。

“按规定抵债资产处置时银行要

承担买卖双方应承担的各种税费，

例如包括买方的交易手续费、契税

以及卖方的所得税等，大大增加了

银行的经营成本。国内银行现在约

有七成以上的贷款是房地产抵押贷

款，银行在实施以物抵债的过程中，

将面临不小的价值损失，而相关税

费较高就更不利于银行进行相关工

作。”平安银行内部人士坦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这个

问题，业界普遍反映应减免相关税费。

“在银行处置不良资产方面，应

减免相关税费，鼓励商业银行尽快

处置抵债资产。”国内某银行高层人

士建议。他指出，政府有关部门应

加快出台商业银行以物抵债相关税

费的优惠政策，充分发挥以物抵债

在处置不良贷款中的通道作用。建

议修订《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不

再强求商业银行抵债资产必须自取

得之日起二年内予以处置完毕，并

根据处置时效，在税费上给予差别

化政策，如：抵债资产抵入后两年内

处置的，免收抵入、保管、处置环节

税费；抵入后两年以上至五年内处

置的，减免抵入、保管、处置环节税

费 50%；抵入后五年以上处置的，全

额征收税费。

其次，建议简化环节，试行不动

产以物抵债合同登记或裁定通知登

记。建议参照房屋买卖备案登记或

不动产买卖预告登记规定，登记部

门可依据银行不动产以物抵债合同

或法院裁定的协助执行通知，办理

以物抵债登记或裁定通知登记，取

代不动产直接过户给银行的做法，

待银行以物抵债资产处置完成时，

再按规定将产权过户给抵债资产受

让人，简化抵债过户环节，精简资产

流转程序。

最后，建议允许融资租赁，充分

发挥银行抵债资产效能。对短期内

难以处置变现的银行抵债资产，建议

由财政部出台相关规定，允许商业银

行利用不动产抵债资产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并免征融资租赁应缴纳的增

值税、营业税。将商业银行办理融资

租赁视为以物抵债处置，享受商业银

行以物抵债资产减免税优惠政策，鼓

励银行充分发挥抵债资产效能。

对此，上述平安银行内部人士表

示，相关税费尽快降低、交易环节进

一步简化等，都将直接减少银行处

理不良贷款的成本，有助银行尽快

处置抵债资产，化解金融风险，提高

资产质量。

银行“以物抵债”受制约：
业内呼吁减免相关税费

本报记者 朱虹

业内人士指出，

相关税费尽快

降低、交易环节进一

步简化等，都将直接

减少银行处理不良贷

款的成本，有助银行

尽快处置抵债资产，

化解金融风险，提高

资产质量。

据澎湃新闻披露，商业银行信贷在经历了一季度

的 4.61 万亿元狂飙突进后，四月份信贷投放出现了新

变化，部分中小银行近期对公贷款审批明显收紧，而在

个人信用贷款方面（小微企业主）的风险审批更为严

格，普遍预期四月份新增信贷规模在9000亿元左右，不

及三月份信贷投放总量。

四月份是二季度首月，也是信贷投资旺季，按往年

惯例贷款净投放应保持增长态势。可商业银行信贷投

放意愿为何有所下降，其中有何玄机？从目前商业信

贷经营现状及当前经济形势分析，应用客观理性的态

度来看待商业银行贷款意愿下降现象，至少有四方面

因素让社会各界对商业银行贷款意愿下降有一个全

面、正确的认识。

金融业 5 月 1 日开始实施营改增，一些商业银行为

减少赋税，难免会在信贷资产结构上进行调整，这在一

定程度上会造成所谓的信贷虚增。据民生证券研究院

分析，营改增条例中，银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征收增值

税，而对金融机构“转贴现”不收增值税。由此，部分银

行或将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转移至“转贴现”科目下，这

样一来，银行的合理避税行为，会导致信贷统计数据

增高。

事实上，从去年以来，一些商业银行就在为此做着

准备。据央行资料，截至2015年11月末，票据融资新增

规模超过1.7万亿元，在新增贷款中的占比超过15%，这

种效应延续到 2016 年一季度，使一季度信贷存在虚增

现象，客观上造成了二季度初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意愿

下降的假象。

同时，今年一季度贷款投放过猛，为控制信贷节奏

及为今后几个季度留有贷款投放余地，商业银行有意

放缓信贷脚步亦在情理之中。一季度信贷投放净增

4.61 万亿元，同比多增1万亿元。显然，从全年来看，商

业银行一季度信贷投放有点过猛，为防止下一步信贷

规模受限，以备不时之需，适当压缩信贷投放增量，也

不足为奇。

再则，银行业不良贷款双升和经营利润大幅下滑，

对商业银行经营或多或少形成影响，尤其经济持续低

迷导致的不良贷款大幅攀升，在很大程度上使商业银

行信贷扩张欲望受到一定钳制，不良贷款上升压力制

约了商业银行放贷热情。据银监会公布数据，2015 年

不良贷款增长近五成，不良贷款余额升至 12744 亿元，

较2014 年底大增51.2%;不良贷款率1.67%；其中18 家上

市银行不良贷款额达 9483 亿元，不良贷款率上升 0.43

个百分点至 1.65%。在目前经济仍然没有明显改观的

状态下，商业银行若继续加大信贷投放，难免会增加更

多不良贷款，也意味着给自己背上更大包袱，相关信贷

人员也将面临更严厉问责。为此，在银行方面收紧的

同时，银行部分一线工作人员也对放贷更为谨慎。

此外，一季度贷款快速上涨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个人消费贷款、个人住房贷款等个贷增长幅度

较大。造成这一原因是各级政府为楼市去库存出台或

采取了系列优惠鼓励政策，尤其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上增长幅度较快。据央行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今年

一季度个人购房贷款增加了1万亿元，同比多增4309亿

元。据悉，一季度 1 万亿元的房贷新增量，创下自 2010

年央行开始公布金融机构贷款投向报告以来的历史最

高纪录；而 2015 年一季度差不多只有今年的一半。同

时，随着抑制一二线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及遏制“首付

贷”泛滥再次引发楼市风险的政策突袭，各商业银行都

严格按照央行的规定来确定首付比例和利率，在小微

贷款以及消费贷上，也出现了贷款成数变低的情况。

在个贷上控制规模，超过一定数量就停止放贷，如小微

贷超过千万就不做，对公贷款审批比以前更严格，也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信贷增速自然回落。

视角

商业银行放贷
意愿为何下降？

邱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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