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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7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

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6 年第 6 号） 的有关规定，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恒生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开业，其机构名称为：恒生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Hang Seng Bank (China) Limited Chengdu Branch）；核准徐

斌该分行行长的任职资格，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Hang Seng Bank (China) Limited Chengdu Branch

机构编码：B0269B151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9054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 01月 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 3 段 1 号国际金融中心一号办公楼 28 楼单元 1,9

及 1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证日期：2014年 02月 08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已经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批准，并分别领取了《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现特此公告恒生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将于 2014年 2月 21日对外营业。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 3 段 1

号国际金融中心一号办公楼 28 楼单元 1,9 及 10，徐斌担任恒生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行长。

根据批准，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在下列范围内经营全部外汇业

务和对除中国境内公民以外客户的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

长期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

外币有价证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办理国内外结算；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代

理保险；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

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特此公告。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14年2月21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开业公告

一波暂平，一波又起。继中诚 30 亿元矿产信托风

波之后,吉林信托又有一款矿产信托产品被爆出现兑

付逾期。矿产信托今年或逢“多事之秋”。

前几年矿产信托大热，不管对这个领域熟悉不熟

悉、了解不了解，信托公司一哄而上发了不少矿产类信

托。目前看风险已有所累积，从近期矿产信托接连出

现风险事件就可见一斑。矿产信托融资规模较大，尽

职调查难，不仅需要较强的专业性，而且项目运行过程

中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对信托公司的管理能力和

风控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贸然进入，很可能让自

己狼狈不堪。

与其事后进行风险处置，不如事前就让风险可控。

从今年开始，监管层推进分类监管，针对信托提出分类

经营机制。基本出发点就是有多大本事就让做多少事，

促进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说白了就是有了金刚钻再揽

瓷器活。

在监管层对银行业分类管理办法的规划中，将按

照资产规模、业务复杂程度等，综合设计分类标准，

实行有限牌照制度，并在监管规则上，按业务类别建

立统一的经营规则和监管标准，使不同机构在经营同

一业务时，接受相同的规则约束。对信托公司，也将

按照公司治理状况、风险管理水平、人才团队建设和

软硬件支撑等情况，与不同的业务范围相对应，实行

分级管理、分类经营，同时建立升降级制度。

当然，分类监管标准的设立也需公平、公正，符合

行业发展的实际。之前，监管层对信托公司有一套监

管评级办法，虽然经过两次大的修改，但已不太适应

行业当前发展的需求。监管机构不仅将对评级指标

进行重新梳理，还将对修改后的指标体系进行全行业、

全覆盖的测试，可能还会有优先指标的设立，其目的显

而易见。

在分类监管的预期下，对于机构来说，认清自己，

做好定位，才能找准方向，路也会走得更稳。

信托公司进入“多事之秋”？
常艳军

本报讯 记者钱箐旎从浦发银行获悉：近日，浦发
银行召开 2014 年工作会议。会议表示，2014 年将推
动全行提升适应能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现代
金融服务企业。为此，该行将从公司业务、零售业务、
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科技与运营、综合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等七大领域扎实推进。

其中，在公司业务领域，浦发银行将深化客户
经 营 ， 完 善 客 户 分 层 分 类 经 营 体 系, 分 别 针 对 大
型、中型、中小企业特点，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
务，重点发展基础性业务和投行业务。特别是将积
极参与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实践，整合离在岸市
场资源，发展跨境人民币、跨境投融资及资产管理
等业务。在零售业务领域，浦发银行将整合业务资
源，形成大零售格局，深化客户经营，加快网点转
型和社区银行建设。

浦 发 银 行 推 进 七 大 领 域 重 点 工 作

本版编辑 孟 飞

电子邮箱 jjrbjr@126.com

本报讯 记者郭子源报道：近日，由中国企业联合
会、国务院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主办的“第二
十届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发布。工商银
行成为此次唯一入选的商业银行，其“大型商业银行基
于数据仓库的客户精准营销管理”成果获一等奖。

据了解，目前，工行的企业级数据仓库存储数据量
已超过 350TB，居国内同业第一位、国际银行业第六
位。此外，数据仓库已实现客户、账户、产品、交易、管
理信息及重要外部信息的集成管理，建立了集团统一
信息视图和综合评价体系，形成了数据标准、数据质
量、数据架构、元数据等全流程管理机制。

工行企业级数据库存储量超过 350TB

2 月 20 日，央行公布了 2013 年地区
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这是央行首次公
布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此前，人们能
够看到的地方融资的公开数据只有各地
的信贷状况。

数据显示，2013 年地区社会融资规
模排行前三的地区分别为广东、北京、江
苏 ，融 资 规 模 分 别 为 1.3826 万 亿 元 、
1.2556 万亿元和 1.2070 万亿元。央行调
查统计司负责人指出，与人民币贷款相
比，地区社会融资规模能更全面地反映当
地实体经济从整个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
支持。建立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有利
于加大金融对区域经济的支持，还有利于
加强区域金融风险的监测。

地区金融透明度增强

近年来，我国金融总量快速扩张，金
融结构多元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
断创新，证券、保险类机构对实体经济资
金支持加大，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对贷款表
现出明显替代效应。新增人民币贷款已
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也不能全
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发布给了我们
一个地方融资的‘地图’，不同地区的融资
状况更加清晰。”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认为，这一数据能够增加地区金融的
透明度。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每
月、每季或每年）和一定区域内实体经济

（即企业和个人）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
总额，是全面反映一定时期内金融体系对
某一地区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和内涵
与全国社会融资规模一致，即金融体系为
整体金融的概念，主要由信贷融资、“表外
融资”、直接融资和小额贷款等其他融资
方式 4 部分组成。从机构看，包括银行、
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
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
及中间业务市场等。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 1 月 15
日曾在发布会上表示，央行 2012 年起已
经建立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制度，并将
择机发布。至于为何选择这一时点发布，
央行调查统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地
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质量和时效性明显
提高，汇总的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全国数

据间的误差率一直稳定在 0.2%左右，比
2011 年下降 1.6 个百分点，明显低于汇总
的地区 GDP 数据与全国 GDP 的误差水
平，已基本符合统计数据发布的条件。

区域不平衡状况改善

从数据来看，东部地区的社会融资规
模要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2013 年东、
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分别为9.04万
亿元、3.40 万亿元和 3.79 万亿元，分别比
2011 年 多 1.39 万 亿 元 、1.10 万 亿 元 和
1.29万亿元。其中，去年地区社会融资规
模超过1万亿元的为广东、北京、江苏和山
东。连平认为，东部地区的社会融资规模
与其经济发展的状况是相匹配的，由于金
融市场相对活跃，东部地区的社会融资规
模也较高。北京由于是各大银行总部的
聚集地，融资市场面向全国，资金流向较
广，因此融资规模也不低。

东部地区融资规模仍然较大，但融资

的 区 域 不 平 衡 状 况 已 有 了 明 显 改 善 。
2013 年，东、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
分别占同期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额的
52.2%、19.6%和 21.9%；东部地区占比比
2011 年下降 6.4 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
占比分别比 2011 年上升 2.0 个和 2.7 个
百分点。此外，融资的集中度也在持续下
降。2013 年我国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最多
的 前 6 个 地 区 融 资 额 合 计 占 全 国 的
37.9%，融资集中度比 2012 年下降 1.5 个
百分点，比 2011年下降 6.2个百分点。

“区域不平衡状况的改善，显示出中
西部地区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较快，也是
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效果的显
现。”连平认为，这有利于中东西部地区经
济实现相对均衡的发展。

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一，不同地
区的融资结构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中、
西部地区融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明显
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比较
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

良认为，直接融资更加依赖信用状况和财务
状况，这体现出东部的金融市场相对发达，
而中西部市场与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2013 年，中、西部地区新增人民币贷
款 占 其 社 会 融 资 规 模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51.8%和 54.6%，比东部地区分别高 2.4
个和 5.2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直接融资

（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和境内股票融资合
计）占其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为 13.5%，
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高 1.5 个和 3.0 个
百分点。

利于防范区域金融风险

在央行公布的数据中，地区金融机构
的“表外业务”规模也一目了然。2013 年
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
汇票占该地区融资规模比重排在前五位
的分别为上海（46.4%）、西藏（45%）、黑
龙 江（44.9%）、贵 州（42.2%）和 云 南

（42.8%）。其中，信托贷款在其社会融资
规模中占比排前五位的分别是西藏、黑龙
江、云南、青海和江西。

监测表外业务和地方政府融资规模
也是央行发布这一数据的用意之一。央
行调统司相关负责人指出，地区社会融资
规模包括了各类融资工具的数据。通过
对这些数据的监测分析，能够发现区域金
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点。例如，有
的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比例较高、增
速较快，可能需监测其蕴含的金融风险；
有的地区与政府有关的融资增长较快，该
地区政府债务风险可能需加以关注等。

连平认为，除了北京、上海等面向全
国、资金流向较广的融资市场，其他地区都
能从其融资规模看出该地区的融资结构，
同时据此分析地区潜在的金融风险。对于
地方债务的增速，宗良认为，央行公布的数
据中对此并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数据，但
综合来看，对于地区融资规模大、增速快的
地区，也应重视其潜在风险。

除了能够监测区域性风险，央行调统
司相关负责人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
仍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
间、部门之间的差异仍然较大。建立地区
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有利于利用不同融资
工具，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的调
整和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
性；还有利于全面反映金融与区域经济
发展间的关系，加大金融对区域经济
的支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升级，满足不同地区多样化投融资需
求，从金融视角寻找缩小区域经济发展
不平衡的策略。

央行首度公布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

地方融资“地图”更加清晰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央行首度公布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

地方融资“地图”更加清晰
本报记者 陈果静

金融运行是经济的外化和集中反

映。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不平衡，地区

之间差异仍然较大。央行刚刚发布的地

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可以较为全面

体现出不同区域的融资特点，为“对症下

药”提供依据。

金融是现代经济中调节经济运行的

重要杠杆，对行业运行和发展具有重要影

响，投资的增加与减少，产业的扩张和收

缩都与金融密切相关。通过发掘各地区

社会融资规模变化与特点，有助于各地区

调整优化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

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能更全面反映地

区金融发展状况，也能准确反映地方金

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过去相比，实

体经济的金融需求更加多元，金融产品

不断丰富，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相比于单一的信贷数据，

社会融资规模能全面反映某一地区的融

资状况。近年来，我国的融资结构逐渐

改善，信贷占比大幅下降，但各地区信

贷占比仍有高有低。如果某一地区间接

融资占比过高，银行承担了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绝大部分风险，也容易导致风险

集聚和周期性波动；而且，由于信贷业

务是高资本消耗业务，单纯依靠银行资

产扩张来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的方式

也难以持续。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包括了各类融资

工具的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监测分

析，可以为防范地区金融风险积聚提供预

警。比如说，2009 年以来，委托贷款、信

托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业务发展

迅速。如果某一地区表外融资增长过快，

就要警惕金融交易偏离实体经济过多所

蕴藏的风险。另外，与地方有关的城投债

记录在社会融资中的企业债券项目下，这

一项目的变化也可以为防范地方债风险

提供参考。

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发展状况差

异较大，通过金融手段进行调控，也不宜

一刀切。有了更加全面的地区社会融资

规模数据，调控的“切口”更小，有利于增

强地方经济金融调控的针对性和精准度，

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

有数可依才能对症下药
张 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