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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未来三年

300亿授信中关村园区

近日， 华夏银行与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华夏银行计划为中关村园

区提供

300

亿意向性授信， 用于园区企业生产经

营、园区建设等用途，并与园区

50

家“年审制”贷

款客户签署了《银企合作协议》。

由于很多银行贷款到期后通常需要先归还，

经重新审查合格后再放贷。 有些企业为了及时偿

还银行贷款及正常经营， 临时到社会上拆解高成

本“过桥”资金，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和风险。针对

中关村园区科技企业的成长特点， 华夏银行推出

了“年审制”贷款产品，其特点在于，企业在授信到

期前通过银行年审的，无需归还原贷款、即可自动

延长贷款期限。目前推出的三年制，使贷款实际使

用时间最长达到三年。

据华夏银行中小企业部总经理卢小群介绍，

对中小企业来说， 年审制贷款不仅节省了额外资

金借用，也减少了企业贷款资金占用时间，从而降

低了融资成本， 仅这一项举措可为企业降低贷款

利率

2

个百分点。 而小微企业也不用分心去小贷

公司或民间借贷高成本“过桥”资金。目前，华夏银

行年审制贷款已累计服务

5000

多个客户，贷款金

额

100

多亿， 为客户节省转贷成本近

9000

万元。

（牛溪）

安徽推全省农商行

股权集中登记托管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从安徽省金融办获悉，为

进一步规范农商行股权管理， 安徽将推动全省农

村商业银行股权集中登记托管工作， 具体工作将

由国元证券参股子公司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负责实施。

安徽省金融办主任周建春表示， 安徽将争

取在

2015

年年末完成全省农商行股权的初始

确权登记工作， 为各农商行挂牌登陆资本市场

做积累。

资料显示， 安徽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目前

共有

83

家法人机构，其中包括

67

家农商行、

6

家

农村信用联社和

10

家农合行，将于今年年底全面

完成农商行股份制改造任务。 全系统资产总额约

7177

亿元， 负债总额约

6630

亿元， 股本金总额

320.85

亿元。截至

2014

年

11

月底，全系统存款和

贷款余额分别为

5691

亿元和

3799

亿元， 规模位

居安徽银行业第一位。

据国元证券总经理过仕刚介绍， 安徽省股权

托管交易中心目前已托管

8

家安徽银行类企业，

均出现了股权转让价格、股权质押融资额、股权质

押折扣率逐年上升的局面。

安徽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称，农

商行股权集中登记托管在我国国内尚属首次，

除提供确权登记、分红派息、质押融资、转让见

证、信息披露等基础服务外，该中心还将为各农

商行提供私募股权融资、发行私募债及优先股等

增值服务。 （童璐）

中信银行

摘得银行PPP业务首单

日前财政部网站公布了首批

30

个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

）示范项目名单，由中信银

行提供融资的贵阳市南明河综合治理项目二期成

功入围。由此，中信银行也成为首家为财政部

PPP

模式示范项目提供融资的商业银行。

据介绍，中信银行利用境内、外的融资平台，

不仅为贵阳市南明河项目提供了境外股权融资、

境内项目融资的解决方案， 也为各地政府推进

PPP

模式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中信银行表示，现阶段一方面发挥渠道作用，

对接各级财政部门业务需求，通过“境内

+

境外、投

行

+

商行”模式提供全面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将联

合中信集团内相关单位组成中信

PPP

模式联合

体，在全国开展

PPP

模式试点工作，服务内容涵

盖

PPP

项目的咨询、设计、融资，以及项目的实

施、运营、维护等，为包括水务、轨道交通、新城开

发、保障房建设、医疗等公共领域的

PPP

项目提

供全周期综合服务。 （牛溪）

平安银行

举办地产金融创新论坛

平安银行主办的第二届地产金融创新论坛日

前在深圳举行。平安银行行长邵平表示，房地产行

业已经进入了金融运营、资本运作的发展新阶段，

金融业需要运用创新的金融服务和互联网思维支

持传统产业转型，催生出新的商业机会和模式。

作为首批设立的两大行业事业部之一， 平安

银行地产金融事业部截至

9

月底已在全国成立了

24

家分部；管理资产余额

1400

多亿元；今年

1

月

～

9

月实现拨备前利润

21

亿元。 （罗克关）

银联卡受理市场违规约束升级 新规明年实施

违规约束力度将达到之前的2倍到5倍

证券时报记者 梅菀

银行卡清算市场开放愈加明

晰之际，国内唯一的卡组织中国银

联也着手加强对银联卡受理市场

的规范。

日前，中国银联召集

50

多家国

内主要第三方支付公司，对

2015

年

拟实施的新版 《银联卡受理市场违

规约束实施细则》进行解释和说明。

重典治乱

“银行卡清算市场开放之后更

需要规范，银联作为卡组织，有义务

保障银联卡市场的有序运行。”银联

内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据银联业务部高级主管任志

俊介绍， 新版违规约束细则加大

了对各类违规行为的约束执行力

度，对严重违规行为不再给予整改

期，并且新增违规行为分类及处置

方法。

“这次修订后，违规约束细则力

度将达到之前的

2

倍到

5

倍。”银联

内部人士透露。

“比如第三方支付绕过银联直

连银行， 根据旧版细则最低约束金

额为每户

2.5

万元， 修订版则增加

至每户

5

万元。”任志俊说。据了解，

所谓“约束金额”是指对商户过去一

段时间内违规交易的差价进行追

偿，然后补偿给发卡行。

最为严厉的是对系统化变造交

易的惩处，违规行为一经认定，启动

违约金约束措施， 违约金标准为单

次

100

万元。

公开资料显示，

2013

年中国银

联业务管理委员会一共通报了

16

万户违规商户以及

1.42

亿元约束

金额，但仅

2014

年上半年，就通

报了

46

万违规商户以及

3.56

亿

约束金额。央行曾还发文要求汇付

天下退出

15

个省市收单业务，另

有

3

家第三方支付受到不同程度

处罚。

对于银联对第三方支付违规

的约束行为， 近期央行支付结算

司副司长樊爽文在公开场合表

示，中国银联作为一家企业，目前

所做的就是根据既定的平台规则

所进行的一些追偿性的清算，这种

追偿性的清算是一种纠错，不是罚

款，更谈不上行政处罚，也完全属

于银行卡受理市场中的一种商业

行为。

“我们理解银联的立场，在法律

上， 商业合作和契约规则上看也是

合理的， 但某些触发的约束金额大

幅度提升还是值得商榷的。”北京一

家大型收单机构高管说， 银联执行

新的违规约束政策时和主要的几家

收单机构有过沟通， 但这几家收单

机构业务已经多元化，代表性不足，

广大中小收单机构仍基本依赖手续

费分成。

新规明年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 新细则将于明

年实施， 这意味着留给收单机构整

改的时间不足

1

个月。

银联业务部副总经理朱钢介

绍，今年

12

月

8

日起，所有收单机

构必须同时启动自查整改。 到年底

之前， 收单机构必须断开全部未经

中国银联书面许可的， 与中国银联

其他成员机构建立的直接系统连

接， 完成对所有外包服务机构合作

范围的重新审核， 以及对重点商户

的资质重审。

除此之外， 银联要求本周开始

连续

3

个周五

16:00

之前以及

2015

年

1

月

5

日

16:00

之前， 向中国银

联报备整改进度和结果。

另外据银联介绍，

2015

年另一

项制度《银联卡收单外包服务指引》

也将开始实施， 主要目的是为收单

机构提供参考服务， 并且推动收单

外包服务机构优胜劣汰。

上海一家收单机构副总经理解

释， 现在的市场乱象是长期积累的

情况，一方面国内市场体量很大，收

单机构开拓市场和全方面服务耗费

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借贷

分离 （即借记卡和贷记卡执行不同

的刷卡费率） 和价格体系 （即发卡

行、收单机构和银联

7:2:1

的分配机

制）的改革没有跟上。

对于银联的举措， 几家收单机

构高管均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银

联新制度的实施，的确代表了收单

市场的发展方向和政策，但违规约

束力度大增并仓促实施，可能会对

市场造成伤害。

“收单机构更愿意看到银联加

强会员约束的同时，国家相关部门

对银联卡受理市场的价格改革也

能跟得上。 ”上述上海收单机构的

一位负责人说。

银行理财转向净值化 买者风险自负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银行理财业务正向着 “去通道

化”的直接投资迈进，以回归“代客

理财、买者自负”本质。

不少银行理财业务从业者表

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最大的意义在于

让理财业务“去通道化”，推动理财

资金直接投资实体经济。

此外， 为继续推动银行理财业

务回归“代客理财”的本质，《办法》

也通过多种措施提高银行发行预期

收益率型产品的成本， 进而推动银

行理财转向净值化， 进入 “买者自

负”转型的快车道。

投资项目“去通道化”

据了解，一直以来，除面向高

净值人群发行的理财产品外，银行

理财无法独立开设证券账户，并不

能直接接入交易所市场， 而是要

“借道”券商资管、信托计划、基金

子公司等。 上述《办法》允许银行理

财独立开立资本账户和理财账户，

则意味着银行理财可不再借助通

道， 实现与企业项目的直接对接，

这不仅可加深银行理财服务实体

经济，同时也达到降低融资成本的

目的。

光大银行理财事业部总经理

张旭阳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独立

开立账户不仅意味着“去通道化”，

还强调了银行理财独立性和破

产隔离的法律效果，实质上赋予了

银行理财信托关系和一定程度上

SPV

（特殊目的载体）的法律主体

地位。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表示，

对资产期限的规定， 实则要求银行

理财产品期限覆盖资产的资金需

求，直接给项目融资，风险收益全部

转给投资者。

产品将加速净值化

除了“去通道化”以实现直接投

资外，《办法》 另一力推的目标则是

促进银行理财进入“买者自负”转型

快车道。 一位国有银行理财部门员

工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 早在今年

10

月，银监会以召集银行业相关人

士讨论《办法》的出台，监管部门希

望通过加大银行发行预期收益率型

产品的成本， 推动理财产品向净值

型转型，进而使银行理财回归“代客

理财、买者自负”的本质。

其中，《办法》要求，预期收益率

型产品及结构性产品投资的非标资

产需计提资本和拨备， 但提供预期

收益的项目融资类产品、 净值化产

品投资非标项目则无需如此。

预期收益率型产品投资的 “非

标”除了要回表核算外，《办法》还规

定， 其管理费收入的

50%

应计提风

险准备金， 而净值型产品只需从管

理费中拿出

10%

的资金计提风险准

备金。

正如银监会下发的《办法》征求

意见函中所示，目前，银行理财业务

最大的问题在于预期收益率产品仍

是理财产品的主流， 客户认为理财

产品的预期收益即客户所得实际收

益，银行具有“隐性担保”职责，应该

“刚性兑付”； 而银行认为按照协议

约定， 产品投资风险应该 “买者自

负”。双方都认为自己不是风险的承

担者，一旦风险真正发生，可能会影

响银行的声誉和正常营业。

银行股奏凯歌 集体超越每股净资产

平均市净率1.18倍，最高达1.45倍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上周五收盘后，

16

只银行股全

线收复失地，股价超越每股净资产，

从而站在了

1

倍市净率（

PB

）之上。

就在

10

多个交易日之前，银行股还

深陷全面“破净”的窘状。

对此，有业界人士表示，在脱离

“破净股”行列后，银行找到了普通

股融资的有力支点。

从“破净” 到“越净”

中金公司此前两度发布研报，

强调

1

倍市净率以下的银行股将被

消灭，坚定看好

A

股银行股。 连日

飙涨的银行股行情的确暂时印证了

中金的判断。

上周五， 市净率最低的交行升

为

1.02

倍。 至此，

A

股银行板块全

线站在

1

倍市净率以上， 平均为

1.18

倍。

其中，最早脱离“破净”队伍的

宁波银行目前市净率最高， 达到了

1.45

倍；民生银行位居第二，为

1.33

倍；南京银行紧随其后，为

1.32

倍。

事实上，宁波、南京、北京构成

的城商行阵营， 平均市净率达到

1.30

倍，为第一梯队；民生、平安、兴

业等

8

家银行组成的股份行军团，

平均市净率为

1.19

倍； 为第二梯

队； 五大国有行平均市净率为

1.10

倍，其中，建行为国有行阵营中的最

高市净率者，达到

1.18

倍。

普通股“融洞” 大开

“对于银行来说，股价上涨不

仅是价格回升， 还是价值回归，这

从供求两端改变了上市银行的普

通股融资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以

前银行股股价在每股净资产之下

时，股东和投资者都没有太大的动

力推进再融资事宜，因为低价位再

融资有损老股东利益；此外，市场

对破净股的成长性有所担忧。 也就

是说，市场供求两方都不看好银行

普通股再融资。

业内人士表示， 银行股连日飙

涨， 加之银行员工持股计划陆续出

炉和进一步降息、降准的可能性，为

上市银行普通股融资找到了有力支

点，银行股的

A

股再融资不再是梦。

这与申银万国的研报思路基本

一致。申银万国此前表示，上市银行

定增价一般为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

日均价的

90%

。 为了维护原有股东

权益，保持国有资产不流失，定增价

需高于

1

倍净资产。 则至少需要保

证定增方案公布前， 股价在

1.1

倍

净资产以上。

国泰君安研报则测算出了银行

股价可承受的不良率， 认为银行的

基本面是过硬的。

据该研报测算， 银行股价可承

受不良率 （即隐含不良率）为

17.53%

，远高于投资标准的银行真

实不良率

3.88%

， 也高于报表披露

的会计不良率

1.12%

。

“机构的观点很明确，就是银行

股还会涨。 也就是说，银行的市净

率、市盈率只会越来越高。 在这样

的情况下， 银行的定增会越来越

多，也越来受机构投资者欢迎。 ”曾

刚说，“这不仅是上市银行的盘子扩

容， 也变相为新的中小银行的上市

进程提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