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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金融机构新增房地产贷款

2

万亿

年末余额同比增长

27.5%

，增幅较上年末降低

10.6

个百分点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

2010

年全年， 主要金融

机构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城市

信用社房地产人民币贷款新增

2.02

万亿， 年末余额同比增长

27.5%

， 增幅较上年末降低

10.6

个百分点。

在

2010

年全年

2.02

万亿元

的房地产贷款当中， 地产开发贷

款新增

1647

亿元， 年末余额同比

增长

24.7%

， 比上年末低

79.5

个

百分点； 房产开发贷款新增

4269

亿元， 年末余额同比增长

23%

，

比上年末高

7.2

个百分点； 个人

购房贷款新增

1.40

万亿元， 年末

余额同比增长

29.4%

， 比上年末

降低

13.7

个百分点。

2010

年全年， 全部金融机构

人民币中长期贷款累计新增

6.17

万亿元， 同比少增

5311

亿元； 年

末余额同比增长

26.9%

， 比上年

末下降

15.8

个百分点。 人民币短

期贷款累计新增

2.47

万亿元， 同

比多增

3147

亿元； 票据融资累计

减少

9051

亿元。

2010

年， 主要金融机构基础

设施行业本外币中长期贷款新增

1.65

万亿元； 年末余额同比增长

19.4%

， 比上年末下降

27.4

个百

分点。 文化产业成为中长期贷款

新的增长点。

2010

年全年， 文化

产业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本

外币中长期贷款累计新增

276

亿

元， 年末余额同比增长

61.6%

，

比上年末提高

39.1

个百分点， 余

额增速创历史新高。

去年全年， 全部金融机构人

民币个人消费贷款新增

1.89

万亿

元， 同比多增

899

亿元； 占人民

币贷款新增额的比重由

2009

年的

18.7%

提高到

2010

年的

23.7%

；

年末余额同比增长

35.7%

， 高于

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速

15.8

个

百分点。 从期限结构看， 新增个

人消费贷款中， 短期和中长期贷

款分别为

2935

亿元和

1.59

万亿

元， 分别比上年多增

470

亿元和

429

亿元。

银监会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

2010

年末我国境内商业银

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继续保持

“双降”。

其中， 不良贷款余额为

4293

亿元， 不良贷款率降至

1.14%

。

其中， 主要商业银行 （大型商业

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 不良贷

款余额为

3646.1

亿元， 比上一年

末减少

618.4

亿元； 不良贷款率

1.15%

， 比上一年末下降

0.44

个百

分点。

外资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48.6

亿元， 比上一年末减少

13.2

亿元；

不良贷款率

0.53%

， 比上一年末下

降

0.32

个百分点。

统计还显示，

2010

年末商业银

行拨备覆盖率达到

218.3%

， 比上一

年末上升

63.3

个百分点， 较三季度

末提高

15.3

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的

流动性比例为

42.2%

， 较上一年末

下降

1

个百分点。

机构

Institution

A6

2011

年

1

月

27

日 星期四

主编

:

游芸芸 编辑

:

彭潇潇 电话

:0755-83501671

转股无望 千万市值成泡影

深发展原始股案一审判决，不支持换股请求

证券时报记者 唐曜华

原指望原始股换成普通股后可

变现千万， 转眼却缩水成几千块股

息 。 持 有

100

股 深 圳 发 展 银 行

（

000001

） 原始股的魏锡华近日收到

了法院判决书。 深圳罗湖区人民法

院判决原告魏锡华持有的深发展

1988

年发行的编号为

000272

优先股

股票合法， 但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

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的请求， 仅

判令被告深发展向原告派发

1992

年

度 （不含

1992

年） 之前的股息。 原

告魏锡华不服判决， 表示近日将向

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原始股股票真实性获认可

由于此案涉及的股票系深发展

于

1988

年发行， 距今时间跨度超过

20

年， 给取证、 质证带来了难度。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8

月和

10

月两次展开庭审后， 直至近

期才作出判决。

原告魏锡华在一审诉状中提出

了三大诉讼请求， 一是请求法院判

令原告持有的被告

1988

年发行的编

号为

000272

优先股股票合法、 有

效； 二是判令被告按照同股同权的

原则给原告分红、 派息、 送股并转

换为普通股； 三是确认原告为被告

公司的合法股东。

法院在判决书中确认了原告魏

锡华所持被告深发展发行的编号为

000272

的优先股股票的合法性， 判

决被告深发展于本次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向原告派发

1992

年度之前 （不

含

1992

年） 的股息。 其中

1988

年

股息率为当年

4

月起至年底个人一

年期港币存款利息率各月月末平均

值之上再增加年息

3

厘 （

3%

），

1989

年股息为港币

1225

元，

1990

年度、

1991

年度股息率分别为个人一年期

港币存款利息率当年各月月末平均

值之上再增加年息

4

厘。

至于原告是否为被告公司的合法

股东， 法院认为， 原告在被告董事会

决定赎回优先股之前为被告公司优先

股股东； 在

1995

年

4

月被告发布公

告决定赎回全部剩余优先股之后， 原

告就不再是被告股东。

换股请求被驳回

对于原告最关心的诉讼请求———

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 法院认为，

原告未根据被告公告要求在指定时间

办理转换， 应自负其责， 不可归咎于

被告， 因此原告现在要求将所持优先

股转换为普通股没有依据， 只能要求

被告赎回其所持有的优先股。

资料显示， 深发展

1991

年董事

会决议以及特别股东会议通过了 “一

股优先股兑换九股普通股” 的换股方

案。 截至

1993

年

6

月

16

日， 尚有

158

股外汇优先股未转换为普通股。

1994

年深发展董事会决议决定以每

股优先股面值的

2.35

倍即

235

港元

的价格赎回剩余

158

股优先股。 截至

目前仅余

23

股港币优先股尚未赎回。

法院认为， 被告深发展董事会决

定赎回优先股时， 即已表明不再接收

剩余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 但原告律

师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长春、

李继认为， 确定优先股赎回方案的

董事会决议本身是无效的， 没有约

束力。

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 上述至

今尚未转换的

23

股外汇优先股， 对

应的股东名称均不包括魏锡华。

银行推结汇优惠拉存款

证券时报记者 赵缜言

实习生 王齐

为拉存款， 银行近期纷纷推

出结汇优惠活动。 分析人士认为，

在这一系列优惠活动的背后， 反

映出银行存款压力加大。

在上海， 招商银行、 工商银

行、 交通银行近期相继推出外汇

结、 售汇优惠活动。 在温州， 以

美元为例， 结汇点差的优惠已经

提高至

100

个点， 优惠力度较大。

申银万国银行业分析师表示，

本月前两个星期的信贷额度很多

银行都已用完， 从今年的信贷来

看会继续保持偏紧的状态。 银行

现在搞外汇优惠活动， 或许是拉

动中间业务收入的一个信号。

温州银行一位外汇交易员表

示， 中间业务收入对银行非常重

要。 在当地， 不少银行结汇优惠的

力度很大， 一方面是本身竞争的需

要； 另一方面银行宁愿牺牲掉部分

中间业务收入， 或者是完全放弃这

块中间业务收入， 而参与到结汇优

惠中， 毕竟存款是银行最为重要的

资金来源， 结汇量的加大， 对拉动

存款有一定推动作用。

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

表示， 此番推出针对个人结售汇的

优惠活动， 也与人民币升值预期有

关。 目前国内外币贷款流动性紧

张， 在人民币升值时， 外币贷款很

受欢迎， 但是对于目前资金紧张的

银行来说， 很可能陷入 “无钱可

贷” 的困境。

华夏银行

净利润预增

50%

以上

证券时报记者 张伟霖

华夏银行今日发布公告表示， 经公司初步

测算， 预计公司

2010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相比增长

50％

以上。 公告称， 业绩增长主要

原因是该行资金成本下降， 利息净收入增加，

中间业务收入增长， 因此

2010

年度净利润大

幅上升。

数据显示， 华夏银行上年同期业绩净利润

为人民币

37.60

亿元， 每股收益达到人民币

0.75

元。

深圳银行业

去年净赚

412

亿

证券时报记者 罗克关

证券时报记者昨日从深圳银监局了解

到，

2010

年深圳银行业共实现税后利润

411.62

亿元。

深圳银监局数据显示， 截至

2010

年末，

深圳银行业资产总额

3.49

万亿元， 比年初增

加

7220

亿元， 增长

26.13%

， 资产总额创历史

最高水平。

同时， 截至

2010

年末， 深圳银行业贷款

余额

1.68

万亿元， 比年初增加

2025

亿元， 增

长

13.7%

。 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大， 制造

业新增贷款

378

亿元， 新增贷款占贷款余额的

比重较年初大幅提升

16

个百分点。

保险业首度参与

价格风险管理

证券时报记者 孙玉

记者昨日从安信农业保险公司获悉， 为了

助推建立价格保护体系， 安信农业保险推出了

青菜成本价格保险。

据悉， 青菜成本价格保险， 即保险业就农

产品在市场交易中可能遇到的价格风险而向农

户提供保险保障的一种重要举措， 这是国内率

先尝试价格风险管理。

据悉， 根据保险条款的规定， 安信农保首

期保险赔款将超过

200

万元。

长江期货

获中金所会员金奖

近日记者获悉， 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召

开的首次会员表彰大会上， 长江期货荣获优秀

会员金奖， 同时还获得投资者教育奖和技术管

理奖两个单项奖， 是中部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

期货公司。 （秦利）

中国最佳投顾评选启动

前两日报名近百人

证券时报记者 桂衍民

由证券时报发起主办的 “

2011

中国最佳

投资顾问评选” 活动前日正式启动。 启动两日

即受到业内高度关注， 两天报名参赛投资顾问

已近百人。

近两年来， 随着证券经纪业务转型的序

幕徐徐拉开， 证券经纪业务服务标准和服务

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 客户资产的保值增值

成为各家证券经纪商以及证券营业部服务人

员的努力方向。 投资顾问投资能力的高低、

服务水平的优劣逐渐成为客户去留的关键。 在

此背景下， 继经纪人队伍建设之后， 投资顾问

团队的组建成为时下各家证券经纪商倾力打造

的重要竞争力。

作为证券市场主流的财经媒体， 证券时报

一直以来关注着资本市场的发展， 关注着证券

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 而发现行业内优秀的投

资顾问， 为资本市场培育更多专业的投资顾

问， 是证券时报作为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职责

所在。 为此， 证券时报今年在行业首家发起了

“

2011

中国最佳投资顾问评选”。

据评选组委会介绍， 此次评选不仅仅限于

投资顾问业绩的简单排名， 还加入了客户对投

资顾问的评价和认可， 其目的是希望评选在鼓

励证券经纪商、 证券营业部和投资顾问积极参

与的同时， 能获得更多投资者的关注， 从而达

到普及证券市场基础知识， 传播正确投资理

念， 引导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理财之目的。

组委会特别提示， 目前 “

2011

中国最佳

投资顾问评选” 正处于报名阶段。 有意参与和

了解 “

2011

中国最佳投资顾问评选” 活动的

投资顾问、 证券营业部、 证券公司和投资者，

可登录活动官方网站 （

http://cbfc.stcn.com

），

同时也可以关注搜狐财经、 金融界和今日投资

等网站的活动专题页面。

上海银监局：

保障房可适度新增平台贷款

上海银监局

1

月

25

日召开了

2011

年工作会议， 部署今年重点工

作。 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表示， 今

年坚决禁止高息揽存， 同时允许平台

贷款在保障房领域适度新增。

阎庆民表示，

2011

年监管以

“防风险、 促转型、 推创新、 优管

理” 为主线， 将允许平台贷款在有

偿还能力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域适度

新增。 对高风险房地产企业要实行

“名单制” 管理， 推进房地产信贷结

构调整。 今年要把执行贷款新规的压

力化为改变发展方式的动力。 高度关

注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 坚决禁止

高息揽存、 互相交易存款和违规吸

存、 违规串类等行为。 （赵缜言）

原指望原始股换成普

通股后可变现千万， 转眼

却缩水成几千块股息。 持

有

100

股深圳发展银行

（

000001

） 原始股的魏锡华

近日收到了法院判决书

,

换

股请求被驳回。

在

2010

年全年

2.02

万亿元的房地产贷款当中， 地

产开发贷款新增

1647

亿元， 年末余额同比增长

24.7%

；

房产开发贷款新增

4269

亿元， 年末余额同比增长

23%

；

个人购房贷款新增

1.40

万亿元， 年末余额同比增长

29.4%

， 比上年末降低

13.7

个百分点。

CFP/

供图

QFII

冲刺期指 最大额度可达

1300

亿

参与期指全额获批，占据特殊法人可参与套保额度的

13%

日前， 中国证监会公布了 《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股指期货交

易指引》 （下称 《指引》），

QFII

参与期指只待中金所开户指引出

台。 按照 《指引》，

QFII

投入期指

市场的额度最大可达外汇局批准的

额度， 即

1300

亿元人民币， 占据

特殊法人可参与套保额度的

13%

。

业界表示，

QFII

参与期指符

合市场预期， 但监管层将

QFII

可

参与期指的规模放宽到获外汇局批

准额度的

100%

， 而不是此前报道

的外汇局批准额度的

10%

， 的确出

乎市场预期。 公开数据显示， 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 外汇局共批准

97

家

QFII

机构的投资额度共计

197.2

亿美元， 按照目前的美元对人民币

汇率计算， 上述额度约为

1300

亿人

民币。

另据统计，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06

家证券公司净资本达到

4319.28

亿元。 而截至目前， 券商

集合理财产品净值突破

1500

亿元，

公募基金的规模约为

2.4

万亿元。

按照相关规定， 证券公司自营权益

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 （包括股指期

货） 的合计额不得超过净资本的

100%

， 券商集合理财和公募基金

卖出套保额度不超过现货市值的

20%

， 持有的买入套保额度不超过

现货市值的

10%

。 因此， 券商自

营业务、 券商资管以及公募基金最

大可投入期指进行套保操作的额度

分别约为

4000

亿元、

300

亿元和

4800

亿元。 按照上述最大规模计

算，

QFII

、 券商自营、 券商资管和

公募基金投入期指套保的份额分别

为

13%

、

38%

、

3%

和

46%

。

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

30

家的

券商自营业务开设了股指期货套期

保值账户， 且已使用的套期保值规

模已达到批准额度的

60%

以上。

不过， 业内人士指出， 券商集

合理财产品大多停留在 “练手” 阶

段， 公募基金更是鲜有参与套保者。

据多家券商系期货公司介绍，

由于具有全球对冲的经验， 并且

QFII

在套期保值方面已具有制度、

程序等各方面优势， 因此

QFII

在

中国市场做对冲交易的积极性非常

高。 不过， 虽然证监会对

QFII

实

行了 “全额” 审批， 但中金所在

审批各家

QFII

机构参与期指的额

度时 ， 短期内有可能仍会实行

“比例” 配额。

(

一

)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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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

去年房地产信托发行火爆

据用益信托网统计，

2010

年

信托行业共发行房地产信托项目

1921

亿元， 同比增加

328%

； 房地

产信托发行规模占集合类信托规模

的比重由

2009

年的

34%

提升至

2010

年的

51%

。

去年以来， 监管层暂停了地产

类上市公司再融资， 且商业银行对

于房地产开发贷款持续收紧。 房地

产信托在去年为 “资金饥渴” 的房

地产行业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不过， 房地产信托规模迅速膨

胀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关

注。 银监会已于去年

12

月下发了

《关于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

提示的通知》， 释放出对房地产信托

业务进行严格监管的信号。

但目前信托业内对此政策理解

不一， 具体业务操作亦有很大不

同。 记者获悉， 去年

12

月份之后，

中融信托、 中信信托等多家大型信

托公司已暂停了房地产信托的发

行。 中信信托相关人士透露， “目

前公司的房地产信托业务量已经很

少了， 近期没有此类新产品发行。”

但部分中小型信托公司对于房

地产信托业务依然热衷。 上海某小

型信托公司总经理表示， “目前正

在招兵买马组建团队做房地产信托

业务， 监管层目前还未完全禁止，

为什么不能做呢？”

不过， 房地产信托在今年或面

临更加严格的监管。 深圳某信托公

司人士认为， “今年内房地产信托

被调控的规模和时点值得关注， 这

将影响整个信托行业的格局。”

在政策调控随时都有可能 “降

临” 的环境下， 部分信托公司已做

好产品战略转型的准备。 据中信信

托人士透露， 目前股权

PE

类的信

托产品是业务发展的重中之重。

另据用益信托网统计， 去年股

权投资类信托资产比重已由

2009

年的

14%

上升到了

27%

。

对于未来可能的严格监管， 长

江证券研究员刘俊表示， 加强监管

但不能一刀切， 应鼓励基建信托、

证券类信托、 养老金信托等其他信

托业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