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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银长得像小贷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近日

，

网商银行行长俞胜法在深圳调研

，

随行人员包括平台业务部负责人及产品专

家

、

信贷审批部负责人等

。

这一阵容似乎与资

产端的合作有关系

。

事实上

，

俞胜法一行所访

之处

，

确实包括了一家网贷平台前海联金所

，

以及其线下资产来源公司联金微贷

。

至于双

方达成的合作成果

，

据称仅有

“

初步意向级

”

的

，

未有实质性内容

。

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猜测

，

合作方向

可能有两个

：

一是网上银行提供低于市场

平均利率的资金

，

与小贷公司联合授信

；

二

是网商以合适价格买断现有资产包

，

相当

于以协议价接手债权

。

如果这次真的达成资产端合作

，

也是

网商银行在母体阿里体系外

，

自行找到资

产

。

网商银行亟须破除外界对其

“

长得像小

贷公司

”

的印象

。

网商银行最近一次高调现身媒体报

道

，

是

10

月中旬蚂蚁金服分享日上

，

高层

披露网商银行内测四个月的首战业绩

———

小微授信户数逾

18

万

，

提供贷款资金

30

亿元

。

成绩很漂亮

，

但蚂蚁金服的成绩也不

遑多让

：

小贷过去

5

年为

160

万家小微企

业授信

，

累计发放贷款超过

4000

亿元

，

总

体不良贷款率低于

1.5%

。

言下之意是

，

备受瞩目的网商银行既

然拿了银行牌照

，

总得与母体阿里本来的

金融业务区别开来

，

因为蚂蚁金服的金融

版图已经颇成系统

。

此外

，

即便是与其他民

营银行相比

，

网商银行也未能延续阿里一

向

“

敢为天下先

”

的执行态度

。

据了解

，

温州民商

、

天津金城

、

上海华

瑞

、

前海微众皆已依次正式对外营业

：

主打

供应链融资的温州民商

7

月末就已经为阀

门

、

汽配

、

电器

、

电子

、

五金五大行业提供经

营性贷款

，

户均贷款额达

220

余万元

；

腾讯

基因的微众银行业已推出

App

，

代销多款

金融产品

，

并且上线嵌入社交入口的小额

贷款产品

“

微粒贷

”，

授信客户数

100

多万

；

华瑞银行在

10

月上旬发行首批自贸区跨

境同业存单

，

首发规模

2

亿元

，

为首批

8

家

自贸区跨境同业存单发行银行之一

。

总之

，

供应链融资

、

同业合作

、

消费金

融

、

自贸区业务

，

已经开业的民营银行们

，

都已在实际运营

，

并形成各具特色的业务

雏形

。

只有网商银行手握基于真实交易和

流水的风控与征信数据

，

却迟迟没能破除

外界对其

“

长得像小贷公司

”

的印象

。

更要命的是

，

阿里玩支付玩了

11

年

，

已在理财

、

保险

、

小微贷款

、

征信等衍生金

融业务全面开花

。

怎样跟母体业务长得不

一样

，

是网商银行要认真考虑的

。

俞胜法此前被媒体问及

“

为什么不直

接开小贷公司而要开银行

”

时

，

曾透露过

一些实质性信息

。

他说

，

只提供融资服务

是不够的

，

还应包括让小微企业账面余额

增值的现金管理

、

供应链金融管理等综合

化业务

。

显然

，

后两点才是网商银行与母体小

贷差异化的根本所在

，

期待网商银行能尽快

呈现

。

上市银行卡位肉搏白热化 拨备计提压力加大

兴业资产规模首超招行，招行晋身营收“五大行” ；大行净利增长低于1%，不良生成加速

证券时报记者 马传茂

截至

10

月

30

日晚， 历时一周

的

A

股上市银行三季报披露宣告

完结， 银行资产规模和营收情况的

卡位争夺渐呈白热。

从具体财务指标看， 多数银行

不良生成加速；受困于资产质量，各

行拨备计提大幅增加， 净利润增长

缓慢， 甚至出现单季度净利润下滑

的情况。此外，利率市场化持续推进

加上央行多次非对称降息， 银行业

净利润受到一定影响， 但基于对资

产负债结构的调整， 多家上市银行

净息差出现逆市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中间业务

收入的不断提升，

16

家上市银行非

利息收入占比提升加快，目前已有

4

家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超过

30%

。

兴业资产规模超招行

从三季报数据看， 截至今年

9

月末， 上市银行中仍仅有工商银行

总资产达

20

万亿元；交通银行总资

产较年初增长

14.97%

，在五大行中

增速最快。

值得注意的是， 工商银行总资

产较二季度末减少

3123.78

亿元，

成为唯一一家单季度资产规模负增

长的

A

股上市银行。

股份行则继续“肉搏战”。 继二

季度突破

5

万亿大关后， 招商银行

进行资产结构调整， 第三季度资产

增量仅

10.71

亿元， 在

8

家上市股

份行中属最少； 兴业银行则趁机发

力，总资产规模首次超过招行。

城商行中， 南京银行资产规模

增速最为惊人，较年初

34.38%

的增

幅，在

A

股上市银行中位列第一。

招行营收超交行

从三季报营收情况看， 五大行

和华夏银行营收增速均在

10%

以

内，维持二季度末的状态。 其中，中

国银行三季报营收同比增长

3.01%

，

在

16

家

A

股上市银行中排名垫底；

而在其他股份行营收增速均高于

16%

的情况下，华夏银行三季报营收

同比增长

5.76%

也不算好看。

南京银行营收同比增速位居

16

家

A

股上市银行之首， 达

44%

，

紧随其后的是平安银行 （

30.19%

）

和宁波银行（

27.4%

）。 值得注意的

是，招行今年前三季度营收

1562.24

亿元，较交行高

98.11

亿元，成为上

市银行中的营收“第五大行”。

大行净利增长低于1%

� � � �三季度， 上市银行净利增长呈

现更为明显的特征：大行步入“零”

时代，股份行“个位”增长，城商行保

持高速增长。

虽然五大行尽力保住整体净利

润正增长，但中国银行三季报显示，

该行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

1.5%

至

408

亿元，低于市场预期的

420

亿元。自

2009

年以来，中国银行

净利润首次出现季度性下滑。 交行

今年第三季度净利润为

147.16

亿

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0.33

亿元。 两

家银行出现单季度净利润同比负增

长，给中国银行业亮起“红灯”。

同时， 平安银行成为唯一一家

保持两位增速的上市股份行。 除平

安银行外，净利增速在

10%

以上的

还有南京银行（

24.48%

）、宁波银行

（

16.06%

）、北京银行（

12.26%

）。

七银行净息差上升

16

家上市银行的净息差并未

出现一边倒的下降。 三季报数据显

示， 有

7

家上市银行的净息差和

2014

年年报数据相比逆市上升，分

别是兴业、招行、浦发、光大、平安、

华夏

6

家股份行及南京银行。

以平安银行为例， 虽然存在降息

的不利因素， 该行三季度净息差仍环

比上升

7

个基点， 同比上升

16

个基

点。这主要是因为，该行提升同业负债

占比并加大高收益贷款资产， 尤其是

信用卡应收款项等资产的比重所致。

息差上升幅度超出市场预期的兴业银

行， 则是在吸纳银银平台低成本同业

资金后，加大了高收益资产投放。

此外， 其余

9

家银行净息差均出

现不同程度下跌。 跌幅最大的是民生

银行，相较年报数据，该行三季报净息

差下跌

30

个基点至

2.29%

。

四银行非息收入

占比超三成

受息差收窄影响， 更多银行将营

业收入增长点放在非利息收入增长

上，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具体看，非利息收入占比达三成以

上的有

4

家银行， 分别是民生银行

（

39.32%

）、招商银行（

35.25%

）、平安银

行（

32.25%

）和中国银行（

30.97%

）。农业

银行、华夏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的

利息收入占比仍在

80%

以上。

从季度环比数据看，

16

家上市银

行非息收入占比普遍下降，仅民生银

行、华夏银行和宁波银行实现环比增

长。 占比下降较明显的是建设银行，

由一季度末的

31.45%

降至二季度末

的

27.79%

，并于三季度末进一步降至

25.49%

。

不良加速生成

从三季报不良率静态指标看，除宁

波银行外， 其他

15

家银行不良贷款率

较年初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其中，招商

银行、农业银行、兴业银行升幅较大，分

别较年初上升

49

、

48

和

47

个基点。

截至三季度末，不良率在

16

家

A

股上市银行中居首位的仍为农业银

行，达

2.02%

。 仅有北京银行、南京银

行、宁波银行不良率维持在

1%

以内。

然而， 从不良生成率这一动态指

标看，

16

家银行普遍受困于资产质量

问题，且资产质量有持续恶化的趋势，

未来拨备计提压力依然不小。

以兴业银行为例，据平安证券估

算，该行三季度核销前年化的不良生

成率为

3.2%

，较二季度再度大幅上升

0.9

个百分点。 招商证券亦在其研报

中披露，平安银行三季度不良生成率

创下

3.16%

新高， 较一、 二季度的

2.2%

大幅上行。

国家队大举进驻，股东数集体下降，流通盘筹码进一步集中

上市银行股东结构三季报出现三变化

证券时报记者 马传茂

随着

A

股上市银行三季报披露

完毕，各银行股东的结构变化“水落

石出”。

与半年报相比，

A

股各上市银行

的前十大股东排序及持股数量变化较

大。 其中，以证金公司、中央汇金进驻

上市银行前十大股东较为突出； 各行

前十大股东中也多有增持、减持情况。

此外，亦有券商、险企借机进入银行股

东序列。

国家队大举买入

三季报显示，在经历

A

股市场调

整后，

16

家

A

股上市银行股东户数集

体下降。 其中， 降幅最大的为浦发银

行， 三季度末股东数为

239254

户，较

6

月末下降

58.65%

。

与股东户数整体减少相对应的，

是银行股流通盘筹码的进一步集中。

其中， 建设银行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

股占该行流通股总数的

98.04%

。工

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银行的这一

数据也在

90%

以上。

分析人士认为，作为证金、汇

金稳定市场的主战场， 银行板块

在第三季度被国家队大举买入，

促使股东户数减少及流通盘筹码

的集中。

证金公司出现在除宁波银行外

的所有

A

股上市银行前十大股东

中。包括交行、兴业、浦发、北京银行

在内的

9

家银行均由证金公司持股

2.99%

。 证金公司持股比例较高的

银行还有中行、招行及中信，分别为

2.9%

、

2.88%

、

1.96%

；持股比例稍低

的是工行、 农行、 建行三家国有大

行，分别为

1.66%

、

1.3%

、

1%

。

中央汇金在各行新增持股比例

虽不及证金公司，却依旧不容忽视。

作为工行、建行、中行、农行的第一

大股东， 中央汇金于

8

月中旬通过

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了证金公司所

持的部分上述银行股票， 具体受让

股数分别为

10.14

亿股、

4.97

亿股、

18.10

亿股、

12.55

亿股，涉及总金额约

200

亿元。

此外，中央汇金还出现在兴业、浦

发等五家上市股份行及三家上市城商

行前十大股东序列， 持股比例在

0.58%

至

1.55%

不等。作为光大银行第

二大股东，中央汇金也有一定增持，持

股比例由

21.96%

升至

23.31%

。

增持减持各行其道

原有股东及新晋股东的吸筹行

为， 也在促使股东户数减少及流通盘

筹码的进一步集中。

以招商银行为例， 其大股东招

商局集团于

7

月

11

日至

10

月

8

日

期间， 通过其附属公司间接累计增

持招行

14.77

亿股，其中

A

股

14.29

亿股。 截至

10

月

8

日，招商局集团

通过其附属公司间接持有招行

26.8%

股权。

位列兴业银行前十大股东的人保

财险、中国人寿，则于

7

月

9

日大举增

持兴业银行股权， 持股比例分别增至

6.45%

、

6.7%

。而人保财险、中国人寿均

为中国人保集团子公司。 此次增持后，

人保集团、人保财险、中国人寿已合计

持有兴业银行

14.06%

股权。

新晋股东以富德生命人寿为代

表， 该公司曾在七个交易日内两次举

牌浦发银行。截至

9

月末，富德生命人

寿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累计购买

浦发银行股份

21.39

亿股，占总股本的

11.47%

，位列该行第三大股东。

新晋银行股前十大股东的还有

券商。 三季报显示，中信证券、华泰证

券均以自有资金分别购入北京银行、

南京银行股票 ， 持股比例分别为

1.53%

、

1.44%

。

有人在增持，也有人在减持。新希

望集团

7

月初减持民生银行

2.6

亿

股，持股比例已低于

5%

。 此前重仓平

安银行的“牛散”葛卫东在二季度减持

2600

万股后， 于第三季度继续减持

1256.6

万股。

中国华融在港上市 AMC转型期待民营加盟

随着不良资产持续增加，“4+1模式”已难以为继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国内规模最大的“坏账银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

周五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首

个交易日收市报每股港币

3.10

元，较

招股价

3.09

元港币略微上升，全日股

价最高达

3.15

元港币。

多位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高管表

示， 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已逐渐

不再适应当前大环境。 部分高管则建

议， 应推动社会资金参与盘活资产存

量，开辟新的局面。

在上周举行的第三届国有资

产管理公司国际论坛上，四大国有

资产管理公司高管均表示，未来一

段时间内， 不良资产仍会持续增

加，

AMC

需要创新不良资产处置

方式。

作为第一家上市的国有

AMC

，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臧景范表

示，在当前新常态的经济转型期，金

融机构不良资产持续“双升”，企业

违约率不断上升， 全社会规模以上

企业的应收账款高达

11

万亿。对资产

管理公司来说，收购不良资产容易，处

置不良资产却较困难， 需要不断创新

资产的收购处理方式。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晓松表

示， 不良资产规模的持续增加， 之前

AMC

以为是机遇，但目前看，挑战大

于机遇。 这主要是因为， 虽然当前

AMC

收购了很多资产，但处置时发现

投资者多持观望态度。

“目前多数不良资产属于流动性

问题， 资产管理公司不能坐等银行的

信贷资产变为不良资产再收购。 ”臧景

范说，“监管部门应对不良资产的相关

业务扩大经营范围， 允许资产管理公

司在信贷资产变为不良之前， 就以市

场化手段介入处置”。

浙商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徐德良

表示，单靠目前“

4+1

模式”（

4

家国有

资产管理公司

+1

家地方资产管理公

司试点） 消化现有的银行不良资产远

远不够， 需要进一步改革以补充市场

流动性，“应推动社会资金共同参与资

产存量的盘活，化解资产危机”。

攸游互金 Liu Xiaoyou蒺s Column

华夏银行业务升级

三季度净利润139亿

证券时报记者 王莹

华夏银行近日发布第三季度报告显

示， 华夏银行总资产规模达

19501.15

亿

元，比年初增长

5.32%;

实现净利润

139.12

亿元，同比增长

5.58%

。

华夏银行表示， 能够实现较好的收入

和利润， 主要得益于年初以来采取的增收

节支措施。 在增收方面，利差企稳，中间业

务收入同比增长较大；在节支方面，加强全

面预算与费用成本管理， 运营费用实现同

比下降。

在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引

导下，

2015

年三季度， 华夏银行加强京津

冀三地分行信息共通共享， 积极与政府部

门及企业对接，加大产品服务支持力度；致

力于打造京津冀“同城通”服务体系，京津

冀协同卡三季度新增

12.41

万张， 累计近

46

万张。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该行共梳理

京津冀协同发展储备项目

29

个，金额合计

207

亿元，实现投放

107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