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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津 6号”兑付追偿生变 华鑫信托称：进展不明

项目担保方原总经理据传被带走；业界分析，华鑫信托如不选择刚性兑付将面临漫长等待

见习记者 胡飞军

此前，华鑫信托因“鑫津

6

号”

产品延期兑付受到市场关注。 该产

品是否存在尽调失职， 成为投资者

与该公司的争议焦点。

近日有媒体报道，华鑫信托“鑫

津

6

号”项目担保人———河北融投旗

下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原总

经理马国斌被带走协助调查。 “鑫津

6

号”项目共同还款人之一的嘉隆高

科董事长爱新觉罗·英杰此前已被警

方控制。

业内人士认为， 此番项目直接

相关企业高管被带走， 将会加大项

目兑付和追偿的困难， 需要漫长地

等待政府后续处置结果。对于“鑫津

6

号”兑付追偿等相关情况，华鑫信

托相关人士称目前不便回答， 也不

清楚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

被带走早有征兆

据媒体报道，河北融投担保原总

经理马国斌在

3

月被带走协助调查。

据了解， 河北融投担保成立于

2007

年

4

月，是由河北省国资委组

织部分省属大国企出资组建的专业

担保机构。

证券时报·信托百佬汇记者查

阅工商资料发现， 河北融投担保注

册资本

42

亿元，股东包括河北融投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国有资

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 河北钢铁集

团、冀中能源集团等省属大国企。

2015

年初，河北融投担保被曝破

产， 并由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托管， 对企业内部及项目全面排

查风险。

实际上，马国斌被带走早有征兆。

记者注意到，今年

1

月

19

日，河北融

投担保法定代表人就发生了变更，由

此前的马国斌变更为现在的程耿，董

事长也由程耿担任， 总经理则由马国

斌变更为王杏惠。

去年

8

月，本报曾经报道，由于河

北融投担保违约无进展，

11

家机构联

名上书表达项目维权诉求。

11

家公司

中包括

10

家信托公司， 华鑫信托名列

其中。

5

月

26

日，记者致电河北融投担

保工商资料公布的电话， 多次拨打均

无人接听。 记者从河北融投担保公司

官网了解到， 该公司近期接洽过中国

二十二冶集团、广东恒建投资控股、粤

财控股等公司。

华鑫信托谨慎应对

华鑫信托产品出现兑付纠纷，只

是信托业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风险暴露

的一个缩影。

5

月

19

日，信托行业协会披露的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信托行业风

险项目达

527

个，规模

1110.19

亿元，

较去年四季度末的

973

亿元增加

137.19

亿元，环比增长

14%

。

“公司正在积极试图通过第三方

受益权转让等多种渠道化解风险，此

项目的担保公司———河北融投担保，

其违规担保事件牵连

60

余家金融机

构，其中包括

10

余家信托公司，因此，

政府的指导将显得至关重要。 ”华鑫信

托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

据了解，由于项目融资方熙正照

明和共同还款人嘉隆高科， 以及担

保人河北融投担保都因违约无法偿

还借款， 华鑫信托此前已经启动法

律程序。

“直接相关的担保人高管和还款

人高管被带走调查， 项目兑付会比较

困难。 ”一位第三方机构研究员分析，

“因为河北融投担保涉及违约项目太

多，信托公司如果不选择刚性兑付，等

待处置的结果会很漫长。 ”

投行扩张与新设营业部撞车 券商闹起定向人才荒

一些大投行部门招聘动辄上百人，今年获批的300多家营业部最缺负责人

证券时报记者 杨庆婉

一面裁裁裁、一面招招招，券商

裁员又招人的戏码正渐次上演。

除了个别券商发展阶段的特殊

性之外， 当前券商行业的一个普遍

现象是： 弱市原有的一线基层经纪

业务人员考核压力大， 但今年获批

的

300

多家营业部却闹起人才荒，

营业部总经理仍缺人才。

更突出的是券商大投行业务。受

益于“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大趋势，

无论是新三板、固定收益，还是并购、

首次公开募股（

IPO

）等业务，扩张势

头凶猛，招聘规模动辄上百人。

投行扩张势头猛

在部分券商裁员或降薪的趋势

下， 九州证券近日

600

人的招聘规

模引起业内的巨大反响。

九州证券招的是投行业务团

队。 在目前

17

个团队基础上还要扩

招

15～20

个团队， 年内投行人员规

模将达

600

人。

值得注意的是， 并非只有九州

证券准备发力投行业务。 大投行是

各家券商持续发力的板块， 这从今

年的招聘规模可见一斑。 业内人士

分析，具体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新三板业务。 分层制度推

出在即， 政策红利产生对资金的吸

引力，而且新三板市场仍未饱和，近

两年也有不少中小券商借助人海战

术在该业务上弯道超车， 原本布局

还未完成的券商仍在大肆招聘。

近日， 海通证券发布新三板和

结构融资部（北京）的急聘通知，拟

招聘法律岗、财务岗等若干人员，并

要求有注册会计师（

CPA

）资格、律师

执业等资格的优先。 西南证券今年

的招聘也涉及新三板等投行部门。

二是固定收益业务。 债券市场

去年迎来公司债的井喷， 规模成倍

增长，给券商创造的利润非常可观，

有的券商固收业务的贡献甚至占总

收入的一半。有业内人士预计，今年

或将延续去年的债券发行高峰，不

只一家券商在继续壮大队伍。

招商证券甚至打出投资银行家

“百人招聘计划”， 主要招聘以固定

收益、并购等为主的投行人员。财通

证券也拟招聘更多的股权融资、债

券融资、并购融资团队。华林证券的

招聘也包括固定收益事业部

3

人。

五矿证券的固定收益事业部也在招

聘承销项目经理、交易员等。

三是并购业务。 并购不太容易

受到市场的牛熊切换影响， 加上在

中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并购重组不

缺机会，有的券商想补足这块短板，

有的券商继续扩张。

营业部也闹人才荒

虽然

A

股成交低迷， 但券商大

投行业务仍有很大空间， 上述逆势

招人的券商，招聘范围主要以债券、

并购、新三板、

IPO

等投行人员为主。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一线经纪

业务人员今年面临的业绩考核压力

大， 其所在的券商明确要求亏损的

营业部负责人调岗或离任。

另一方面， 今年各地监管机

构又批复核准约

40

家券商新设

300

多家分支机构。新设营业部或

分公司急需人才， 尤其是总经理

等岗位。

“新营业部最缺的是负责人。 ”

一位券商高管表示， 券商营业部扩张

速度已超过人才培养速度， 新营业部

负责人最为重要， 多由总部营销骨干

调任。

一些券商新设分支机构的业务范

围并不局限在证券经纪业务， 有的几

乎包括券商的全牌照业务， 包括证券

投资咨询、 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与保

荐、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和代销金融产品等业务，

人员结构亦需调整。

据了解， 西南证券除了扩招投行

业务人员之外，还有

59

家营业部对外

招聘。另外，正处在快速扩张中的九州

证券也在招聘经纪人。

首单零售不良ABS获超额认购 已回收1.64亿

有业内人士表示，该产品为银行开辟了信用卡不良资产的处置样板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时隔

8

年，不良资产证券化（

ABS

）

破冰重启。 昨日，首单入池资产为零售

贷款的不良

ABS

———全球首单信用卡

不良

ABS

招行“和萃一期”成功发行。该

产品优先档以

3.0%

的发行利率， 获得

2.28

倍认购，次级档亦获近

2

倍认购。

据招行内部人士透露， 截至

5

月

22

日，“和萃一期” 入池资产包已实际回

收

1.64

亿元。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商业银

行不良贷款攀升的眼下， 该产品为银行

开辟了新的信用卡不良资产处置样板。

优先次级均现超额认购

招行“和萃一期”

2.33

亿元不良

ABS

的发行结果是： 优先档

1.88

亿元， 占比

81%

， 评级

AAA

， 发行利率

3.0%

，获

2.28

倍认购； 次级档

0.45

亿元， 占比

19%

，不评级，获接近

2

倍认购。

“优先档肯定都商量好了，几家

同业每家拿个几千万就分完了。 央

行花了很大气力推， 大家还是愿意

的。次级档倒是很出乎我意料，之前

我们做都是跟四大 （资产管理公

司）， 这次据说投资人比较多是私

募。 私募关注的重点还是在单个项

目的处置上， 要去做整个资产包的

劣后处置，私募其实未必擅长。我倒

觉得这是招行这档

ABS

有特殊意

义的地方。”一位不愿具名的股份行

投行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在基础资产的选择上，区别于国内

过往不良

ABS

项目均以公司不良贷款

入池，招行本次入池资产为信用卡透支

不良债权， 资产池未偿本金总额为

15

亿

元，入池借款人平均本息余额

3.5

万元，分

散在全国

43

个城市； 本息余额小于

5

万

元的资产笔数占到

77%

；逾期

3

至

6

个月

的资产占比达

54%

。

据了解， 招行在交易结构上设置了

内部流动性储备账户， 从回收款中按每

期优先级证券应付利息和各项税费支出

的

1.5

倍提前预留备付金，以应对回收款

的可能波动。 事实上，本期不良

ABS

入

池资产已在回笼。 据招行内部人士透

露，截至

5

月

22

日，“和萃一期”的入

池资产包已实际回收

1.64

亿元， 占全

部优先级证券发行金额的

87%

。

开启估值模型探索

招行“和萃一期”开创了不良

ABS

入池资产为信用卡违约贷款的先河，也开

启了零售不良

ABS

的估值模型探索。

业内人士表示，零售不良

ABS

的

技术难点在于入池资产数量庞大，既

不可能逐笔尽调估值， 也没有现成的

评级方法和模型。

据了解， 中债资信和联合资信作

为“和萃一期”的双评级机构，分别研

究构建了各自的评级模型， 招商证券

作为主承销商进行独立估值。 招行内

部人士透露， 本次证券发行金额实际

上低于招行内部估值， 第三方机构的

独立性得到了充分尊重。

业内人士表示， 在商业银行不良贷

款攀升的眼下，“和萃一期” 为银行开辟

了新的信用卡不良资产处置样板。 银监

会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余额

1.27

万亿元，创

6

年来新高。

壹基金·汇能金融

万人公益月捐启动

� � � �壹基金·汇能金融万人公益月捐启动

大会

26

日于深圳市福田区举行。

深圳前海汇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康媛媛 、 联合创始人徐

山 、总裁杨桦携全体员工参加本次启

动大会。

大会也邀请到壹基金秘书长李劲、腾

讯公益基金执行秘书长窦瑞刚， 以及深圳

市工商联（总商会）、深圳市商业联合会、私

募基金协会等协会代表、嘉宾出席。

该活动以“爱与责任·人人公益”为主

题，旨在呼吁社会各界富有社会公益心、责

任感、行动力的合作伙伴、客户、员工一起

参与月捐公益活动， 为需要关爱和帮助的

困境儿童献出一份心意。

会上，汇能金融董事长康媛媛表示，公

益是汇能企业战略的一部分， 汇能将积极

参与公益、回馈社会，让所从事的事业变得

更有意义。

壹基金秘书长李劲介绍， 本次月捐项

目活动是通过微信扫码支付， 走腾讯公益

基金平台，最终将善款募集到壹基金账户，

由壹基金对善款统筹管理，专款专用，开展

儿童公益项目。

（张筱翠）

券商中国

（

ID

：

quanshangcn

）

Institution

机构

建行投贷联动试点启动

成立投贷联金融中心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中国建设银行投贷联金融中心

26

日

在苏州挂牌成立。

作为投贷联动首批试点银行之一，建

行将通过投贷联金融中心，以高新技术、新

兴产业、自主创新企业为主要对象，在总行

的指导下积极探索试点投贷联动业务，为

高成长性企业提供股权和债权相联合的融

资服务。

建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投贷联金融中

心承担了建行在投贷联动业务领域的探索

和引领， 因而被赋予更为独立的经营模式

和业务权限。

据了解， 投贷联金融中心定位于总

行级机构， 采取投贷业务联动与母子公

司组织联动的双联动经营模式。 具体来

说，在组织结构上，实现母子公司联动，

将建行传统信贷业务与建银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的投行产业链相结合； 在经营

模式上，独立于传统信贷业务，试点市场

化经营。

据建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投贷联金

融中心将重点为苏州地区企业提供六

类投贷联动金融服务。 一是市场化股权

投资业务，以真实股权形式对企业开展

长期权益投资。 二是附回购条件的股权

投资业务，以优先股、股权期权等模式

投资于企业，满足特定企业股权融资需

求。 三是投贷联动产业基金业务，以基

金形式为高成长性企业、战略新兴企业

等特定客户群提供股权

+

债券融资服

务。 四是与上述股权投资配套的银行贷

款、理财融资、直融债券等债权类融资

服务。 五是投融资顾问服务业务，借助

建银国际投行专业优势， 提供境外上

市、发债、海外战略投资、海外并购与资

产收购等境外投融资顾问服务。 六是在

投融资服务的基础上，提供综合金融服

务方案。

此外，在支持科创型企业的同时，建行

也与苏州市政府达成战略合作， 将投贷联

动运用到城市建设中。

根据规划，未来五年，建行苏州分行将

依托投贷联金融中心这一总行级先行先

试平台，借助城市发展基金、投贷联动基

金和并购基金等合作项目，为苏州市提供

累计超千亿元的投贷联动融资，支持苏州

地区基础设施、 城市发展基金、 地方债置

换、公私合作模式（

PPP

）、城镇化、不良资产

处置等领域发展； 支持并购重组企业多元

化融资展开并购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