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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体量庞大的保险集团，阳光保险用11年的发

展证明，改革和创新是一个优秀公司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品

质。

阳光保险在其发展过程中，敬畏市场，把握规律，一手

强化销售能力，一手强化基础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双管齐

下，坚守企业发展过程中做大与做强的辩证关系，实现了一

场快速赶超之旅，保证了可持续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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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之初，阳光保险便接连打破了各种行业纪录：产

险开业第一个完整经营年度即刷新了中国新设财产险公司

首个完整经营年度保费收入纪录，开业 23 个月即实现盈

利；寿险业绩同样骄人，成立后首个完整年度创造同期开业

公司新单期交保费纪录，第三个完整年度保费突破百亿元

关口，保费排名跻身前十。第一个五年过后，阳光保险完成

了除港澳台西藏外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机构布局。

2008年，成立3年跻身7大保险集团。2010年，业绩快

速增长，成立 5 年入围中国企业 500 强、服务业企业 100

强。2012年，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力点——资产管理公司获

批成立。2013年，总资产规模突破千亿元关口，进入大型

保险公司行列，前瞻性地提出了以“终极客户”为根本的三

大战略。2014 年，收购澳大利亚悉尼喜来登公园酒店。

2015年，旗下新增惠金所、人人信等数据平台，融汇资本、

财富管理、颐康养老等战略平台，未来中心等创新平台；收

购了纽约曼哈顿水晶宫酒店；参与了泓德基金、马上消费金

融、诚泰融资租赁等金融机构的设立。

2015 年年报显示，集团旗下子公司阳光产险总资产

396.65亿元，同比增加18.9%；净利润20.89亿元，较2014年

增加了 80%；阳光人寿总资产 1458.38 亿元，同比增加

53%；净利润 13.77 亿元，较 2014 年翻了 14 倍。截至 2016

年上半年，集团保费突破500亿元，同比增长20.59%；一年

期及以上有效客户数量1433万个，较2015年底增长12%；

偿二代体系下集团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92%，偿付能力

充足。

同时，阳光保险在做大做强保险主业的基础上，打造

“数据阳光、金融阳光、健康阳光、海外阳光”的“一身四翼”

战略布局全面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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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在保险主业上持续深耕、创新突破。

产品是一家保险公司实力的最直观展示。细数阳光保

险近一年来在产品层面的创新，可谓是百花齐放。这其中

包括，设计了独具特色的税优健康险产品，在行业示范版本

基础上延长了续保期限，特别提供10万元额度的恶性肿瘤

靶向化疗药物费用保险金，额外附加了四项健康管理服务，

成为首批三家获准经营税优健康险的专业保险公司之一；

在国内金融机构还处于热议与理论研究阶段时，率先采用

最新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技术架构，推出“阳光贝”积分，给用

户带来积分全新体验，成为国内首家开展区块链技术应用

的金融企业；与咕咚跨界携手，联合推出首款线上马拉松专

属保险——E路保；推出身体局部险“美呗”，填补了国内针

对面部过敏、意外、整容等局部保险产品的市场空白；与全

球最大的奢侈品交易服务平台寺库联手，推出个人消费信

用保险服务。

其实，产品仅是阳光人创新路上的冰山一角，提升对客

户的服务能力，才是阳光保险行将致远的经营之道。2016

年，阳光产险推出的“一键续保”、“一键赔”、“微信自助理

赔”、“万店直赔”、“续期管家”举措；阳光人寿继“微理赔”服

务后进一步升级，推出的“阳光自由PAY”服务，都是其积

极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探索理赔服务新模式的表现。

阳光保险积极对接中国人民银行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系统，成为保险公司中为数不多成功对接企业之一；建设集

中、统一、高效的“大数据中心”，加强内外部数据收集，开展

了一系列以客户为中心的数据项目，并不断孵化数据产品

和数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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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的创新，都是对保障的回归以及

对民生的关怀。

为服务民生，阳光保险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化解医疗资

源紧张问题，开设的阳光融和医院，是国内首家由保险公司

投资的三级大型综合医院。为惠及广大患者，阳光保险还

为阳光融和医院配套开发了一款医疗保险产品，突破常规

医疗险赔付比例，实现社保内、外均能保，就诊费用无需垫

付，开创了我国“保险+医疗”健康服务模式的先河。

（下转第四版）

中信银行举办五人制足球赛

由中信集团工会主办的2016年“中信银行总营杯”五

人制足球赛在新奥体育公园足球场拉开帷幕。此次比赛

由来自中信集团总部机关和各子公司的 16 支代表队 200

多名运动员角逐冠军奖杯。近年来，中信集团工会大力

支持职工足球活动，已经连续三年举办了“中信地产杯”、

“中信证券杯”、“中信国际大厦杯”五人制足球赛。今年

中信集团五人制足球大赛冠名“中信银行总营杯”充分体

现了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对普及群众性足球活动的高度

重视。

资讯

探秘违规放贷
一则银行催债公告触碰行业痛点，坏账背后或另有隐情

本报记者 朱虹

一则刊发于官方大报、来

自于某国有大行安徽六安

开发区支行的催债公告引起业

内人士关注，称该行有违规放贷

嫌疑。对此，专家表示，此事如

果经相关部门查实，至少说明个

别银行的相关制度没有认真落

实在具体工作中；同时也暴露出

银行违规放贷等问题依然无法

根除。

这类违规放贷无疑会造成

相当一部分不良贷款，加之目前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济结

构调整及产能过剩治理持续推

进造成的不良贷款压力短期内

难以扭转，困扰中国银行业的不

良贷问题正在加剧。

除了违规放贷造成一部分

不良贷款，2014年以来，随着经

济形势的持续下滑，企业和个体

经营出现困难，还款能力下降，

银行不良贷款明显增长，不良贷

款清收难度进一步加大。目前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

济结构调整及产能过剩治理仍

将持续推进，银行业资产质量将

持续承压。

数据显示，银行业金融机构

不良贷款已经连续 4 年升高。

银监会近日发布的2015年年报

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银行

业金融机构不良双升，其中，不

良贷款余额1.96万亿元，不良贷

款率 1.94%。据统计，银行业金

融机构不良率连续两年攀升，其

中，不良贷款连续 4 年升高，去

年 的 不 良 率 较 2014 年 增 长

86.7%。

截至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率为 1.81%，相较于一季度

末的1.75%继续攀升。分析人士

预计，由于国内外经济继续低

迷，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预计仍将

保持下行趋势，不良贷款将进一

步增加。同时，国内经济结构调

整影响逐步显现，区域经济环境

变化导致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出

现一定分化，商业银行资产质量

将加剧分化。

券商分析人士认为，自2012

年三季度起，银行业不良余额和

不良率进入上升通道，预计2016

年不良贷款余额将继续提高，预

计不良贷款余额增加 5000 亿

—6000亿元，到2016年年底，不

良贷款余额预计达到 1.7 万亿

—1.8万亿元。

银行内部人士指出，1998

年，中国启动了对四大行以补充

资本金和剥离不良资产为重要

内容的改革举措。1999 年设立

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国

有资产管理公司，主要任务和经

营目标就是收购、管理、处置四

大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和最大限

度地保全资产、化解风险。到

2000年底，四大行共向四家资管

公司剥离不良资产 1.3 万亿元。

这只是国内银行不良资产的一

部分，而目前不良贷款都是银行

自己处置，历史遗留的不良贷款

基数还是较大。不过目前商业

银行不良风险还是可控的，而且

各银行也具备较强的不良贷款

吸收能力。

至于因违规放贷形成不良贷款

到底有多少，占约2万亿元不良贷的

多大比例？在并未构成不良贷的金

融活动中又有多少属于违规发放？

两者相加有多大规模？莫开伟表示，

可能永远不会有准确数字和答案，但

有一点可肯定，因银行中高管和员工

个人违规信贷操作或以贷谋私等原

因造成的不良贷款占比一定不会

低。一方面，银行内控制度再严，制

度毕竟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信贷

管理人员思想动机不纯，总会有空子

可钻，信贷漏洞就永远无法堵塞。另

一方面，银行系统遮丑心理，对信贷

违规违法等问题大都限于内部处理，

不敢公开向社会曝光，使信贷违规违

法等行为得不到应有惩处。

莫开伟指出，作为银行自身来

讲，要杜绝违规放贷现象，需要各项

制度严格认真执行和落实，各级行要

成立专门的制度督察职能机构，实行

一级查一级，将具体督促措施落到实

处；要建立制度落实目标责任制，对

内控制度执行不力或架空内控制度

的行为，除追究经济行政责任之外，

以法追究刑事责任，增强制度执行的

威慑力。其次，要全面提高员工综合

素质，成为内控制度执行的坚强保障

和防范各类案件发生的坚固堡垒。

“从监管层面来讲，要防范和监督

信贷违规违法行为，首先要改革信贷管

理方式，真正将信贷发放责、权、利完美

结合在一起，将各种监督功能贯穿信贷

全过程，不留任何空白或漏洞。尤其要

改变现在的信贷集体审批等于无人担

责的方式，探索更加积极而又能防范信

贷风险的发放机制。其次，要建立银

行、政府职能机构和社会民众全面参与

的信贷监督机制。”莫开伟表示。

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

会主席于学军表示，近三年来，中国

银行业面临自2004年国有银行核销

处置不良资产、改制上市以来最严峻

的经营压力，并且这种压力短期内难

以扭转，需要银行业做好长期艰苦作

战的思想准备，苦练内功，迎接漫长

严冬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

银行严格自律。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查阅一些基

层银行最新半年度工作报告时发现，

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商业银行将“用法

律手段清收压降不良和违规贷款”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并由行长直接提出

督办，说明形势的严峻前所未有。

随着经济运行的下行、企业经营

环境的恶化，近期银行的风险逐渐暴

露，坏账逐渐增多，寻根溯源，因违规

放贷引发的案例诉讼也呈高发之势。

国内知名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

司总经理杨青称：“其实，目前这方面

监管还是很严格的，违规放贷在国内

大型银行发生的几率较小，骗贷的可

能性更小。一旦经调查属于违规放

贷，不排除内外勾结的情况，因为现

在国内银行在贷款方面审核手续都

比较严，贷款人必须本人到银行才能

申请相关贷款。而且，国内特别是正

规大型银行个贷中心在内控方面现

在抓的比较严。”

但既然如此，为何此类案件屡禁

不绝呢？

银联信分析师苗晓丽对此做出

分析：银行违规放贷手段主要有两

种。首先是越权放贷。银行为了防

范信贷风险，对基层分支行和信贷人

员分别给予了不同额度的贷款发放

权，即给予了信贷权限限制，对超过放

贷权限的贷款要到上级行进行审批。

基层分支行和信贷人员为了逃避上级

行的审批和监督，采取化整为零的手

段，使贷款发放额度控制在各分支行

范围内。第二，是抵押不足放贷。银

行为了防范信贷风险，对抵押物价值

与贷款额度进行了严格的比例控制，

不得超过规定比例放贷。有的银行信

贷人员为了达到放贷目的，不惜与借

款人共同作假，虚假提高抵押物价值，

从而使贷款发放达到“合规”化。信贷

人员明知借款人的贷款手续不合规，

抵押资产不足额或难变现，却仍然向

借款人违规发放了贷款。

近日，媒体再次爆出一桩奇案：

一家停产7年、纳税零申报的企业竟

然能从银行贷款1000万元。其中来

自浦发银行的贷款，企业在办理手续

时提供了假的损益报表和资产报

表。至于为何使用假的资料，企业解

释：最开始他们提供了真实的报表，

但是银行的人说，如果按真报表，就

不能多贷款。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可

以将一些未开的票也算进去。后来

在公司会计的衔接下，他们就这样完

成了相关贷款。

当然实际运行时问题呈现更

多。审计署在审计时就发现，金融企

业对从业相关规定执行的还不够严

格，存在会计核算不实、资产管理和

财务核算工作不够规范的问题；商业

银行贷款处置和金融创新相关风险

防控机制尚不健全，需要加大处置力

度。

6月15日，某国有大行安徽六安

开发区支行在知名官方媒体上发布

债务催收和督促履行保证责任的公

告。公告指出，相关借款人由于欠款

逾期时间较长，已严重构成违约。公

告同时要求，为相关借款人提供担保

责任的担保人六安永翔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要尽快筹措资金履行担保责

任。

业内人士由此推测，在这份催债

公告名单上所列的欠款者，很有可能

前脚从银行贷到款，后脚便借给了六

安永翔担保公司，实际扮演了套取银

行贷款通道的角色。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

开伟在对此事进行评价时表示，这说

明个别银行的相关制度仍停留在会

议、文件里和挂在墙上，没有认真落

实在具体工作中；同时，如果涉嫌联

合犯罪，也暴露出银行员工存在借助

贷款权利寻租等问题依然无法根除。

催债表上列明的逾期贷款余额

共计约 5652 万元，目前贷款本息已

近1亿元，对于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

的县区级支行来说，不是一个小数

目。而且这些违约贷款全部是个人

而非法人贷款，更让人吃惊的是，这

些贷款人在其贷款行为发生时的

2010年前后大部分刚刚成年。这些

人是否有足够的资产可抵押变现以

及银行放款前是否进行了尽责调查，

都令人存疑。而到底是骗贷还是违

规放贷，也并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

实。

目前此案并无进一步调查进展，

但违规放贷却再一次引起关注。去

年柳州银行曾爆出 328 亿元贷款损

失的惊天大案，导致其不良贷款暴增

160%，年度利润下滑37.82%；大连银

行2015年业绩骤降90%，罪魁正是不

良贷款，而其中的元凶则也是一笔笔

禁不住推敲的违规放贷。反腐风暴

中银行高管多人落马，包括原邮储银

行行长陶礼明、原广发银行董事长李

若虹等，均涉违规贷款。

7月，审计署发布了对农业银行

等金融机构年度资产负债损益审计

结果，其中农行涉及违规贷款接近

2000亿元。同时，审计发现，金融机

构违规贷款出现新的变化，部分信

贷违规投向国家淘汰落后和过剩产

能企业，其新增融资达 120 多亿元；

金融机构一些工作人员存在违规放

贷等问题，有 18 起涉嫌重大违纪违

法。

莫开伟认为：案件之多，数量之

巨，已威胁金融安全与稳定。

落马金融高管涉违规放贷

暴露严管下的内控痼疾

治理违规放贷需内外发力

不良贷款压力
短期内难扭转

延伸

阳光保险11年
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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