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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讯 记者张忱报
道：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4
月份银行结售汇逆差 247 亿美元，资金流
出压力继续缓解，同日央行公布的外汇占
款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趋势。

今年以来，银行结售汇逆差和涉外收
付款逆差均呈下降态势。4 月份，银行结
售汇逆差为 247 亿美元，环比收窄 32%。
1 月至 3 月，银行结售汇逆差分别为 544

亿美元、339 亿美元和 364 亿美元。4 月
份，非银行部门涉外收付款逆差 89 亿美
元，环比下降 66%；其中，外汇资金净流出
20 亿美元，环比减少 67%。1 月至 3 月，跨
境资金净流出分别为 558 亿、305 亿和
261 亿美元，其中外汇资金净流出分别为
201亿、105亿和 59亿美元。

4 月 份 央 行 外 汇 占 款 为 23.78 万 亿
元，环比 3 月下降 543.95 亿元，下降幅度

进一步收窄。前 3 个月分别下降 6445.38
亿元、2278.83 亿元和 1448 亿元。外占降
幅持续收窄也显示资金流出的规模在
减少。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
前，境内主体购汇意愿减弱，对外偿债节
奏继续放缓。4 月份，衡量购汇动机的售
汇率，也就是客户从银行买汇与客户涉外
外汇支出之比为 75%，较一季度下降 5 个

百分点。同期，海外代付、远期信用证等
进口跨境融资余额下降 13 亿美元，较一
季度月均降幅收窄 88%。

同时，企业个人结汇意愿上升，持有外
汇的意愿下降。4 月份，衡量结汇意愿的
结汇率，也就是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
户涉外外汇收入之比为 63%，较一季度上
升4个百分点。同期，外汇存款余额增加9
亿美元，较一季度月均增幅收窄93%。

银行结售汇逆差收窄至 247亿美元

4 月 份 资 金 流 出 压 力 继 续 缓 解

多头贷款、过度授信、过度担保中
隐藏着的信用风险正引发我国银行业高
度关注。《经济日报》 记者获悉，浙江银
行业通过开展“授信总额联合管理”，在
银行与企业均自愿参与的前提下，针对
某一企业，其已有的多家授信银行联合
起来，共同商讨确定该企业的授信总额
和对外担保总额，并开展后续监测，避
免企业过度融资和过度担保。此外，浙
江银监局在日前下发的“银行业支持经
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导意见”中也提
出，今年将继续完善授信总额联合管理
机制，逐步扩大试点企业范围，以创新
信贷管理，加强风险防控，促进银行业
经营转型，构筑共赢银企关系。

直击“多头贷款”

当前，我国企业多头贷款、过度授
信、过度担保问题较为突出。监管数据
显示，截至 2015 年末，全国有 10 家以
上 法 人 银 行 同 时 授 信 的 企 业 就 超 过
6200家。

“过度融资和过度授信，其实是一个
问题的两面。”浙江银监局副局长傅平江
表示，从近几年的经验看，在经济上行
期，企业过度投资和银行过度贷款相互
交织、互为因果，积蓄了一些风险；经
济下行期，由于资金去杠杆、行业去产
能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信用风险就会
持续暴露。

由过度担保引发的“担保圈风险”
即为典型。作为一种增信方式，互保、
联保曾是银行业广泛使用的“信贷创
新”。在经济上行期，多家企业结成担保
关系，约定如果一家企业无法偿还贷
款，由其余企业共同为其代偿。此举方

便了企业融资，但遇到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一家问题企业有可能将多家经营正
常的企业拖入资金代偿的泥沼，引发次
生风险，好比“火烧连营”。

“解决上述问题，首先企业自身要理
性发展，合理投资和融资，适当利用杠
杆发展，但不可过度，否则经济一波动
就难免受伤。”傅平江表示，从银行业的
角度看，应通过建立机制加以规范。

授信总额联合管理机制就是一种尝
试。具体来看，在双方自愿参与的前提
下，根据银行对企业的授信情况，原则
上确定 1 家银行作为授信主办行，牵头
组织各授信银行定期测算、核定对企业
的授信总额、对外担保总额，并共同开
展后续管理与监测。

据介绍，从 2013 年 9 月起，浙江银
监局和省银行业协会一起制定了 《授信
总额主办行管理试点办法》，先行在温
州、嘉兴、台州等地试点，并于 2014 年
11 月在辖内地市全面铺开。截至今年 2
月底，辖内试点企业已达 2.3 万余家，
占全部授信企业的 18.6％，授信总额压
缩了 230亿元，压缩幅度为 3.5%。

“联诊”授信总额

多家银行“联合问诊”的核心是
“总额控制、联合管理、共控风险”3 项
原则。

如何确定授信总额？“这是主办行和
各家授信行根据试点办法共同协商的结
果。”平湖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例
如，浙江伊思佳服饰有限公司是该行客
户，经营运动服装。随着品牌知名度提
升，近几年企业的业务规模逐步扩大，
在银行的授信融资总额也迅速增长。

实施授信总额联合管理之前，该企
业的银行融资总额已达 1.2 亿元，授信
银行多达 6 家，其中还包括 2 家外地银
行。企业负责人曾为此烦恼不已。“财务
部门疲于贷款周转，工作压力较大，还
总担心某家银行的授信政策发生变化，
或因为其他原因缩减授信规模，影响企
业资金链。”该企业负责人说，了解到

“授信总额联合管理”机制后，企业与嘉
兴市银行业协会联系，提出了参与意愿。

经协商，平湖农商银行获得主办行
身份，参与银行包括浦发银行、绍兴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 3 家银行的嘉兴分
行。4 家银行联合开展企业调查，了解
企业需求，确定授信总额。

“总体逻辑是，根据企业的行业特
点、业务规模，结合其当前的融资情
况、未来发展规划，科学匡算企业的实
际融资需求额以及各行的授信份额。”平
湖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说，上述数额获
得企业认可后，4 家银行与企业签署协
议，将相关授信及时发放到位，同时清
退了 2家外地银行的授信以减小风险。

根据试点办法，在确定授信总额
时，原则上对生产型企业以其净资产为
依据核定测算值，贸易型企业以其年销
售收入为依据，项目公司以其项目评估
情况为依据。此外，试点办法还规定，
企业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企业的净资
产。

确定授信总额后如何进行有效的管
理与监测？“主办行加大对企业的贷后管
理力度，特别是关注其生产经营、授信
融资等情况，对企业的自有现金流、资
产负债、存货周转率等财务指标实时监
控，必要时发出危险信号进行预警。”浙
江银监局相关负责人说。

上述负责人表示，主办行还应牵头召
开会议，与参与行交流企业情况，共同讨
论下一授信周期内企业的授信总额上限，
敦促各参与行根据企业的合理资金需求
制定差异化的授信产品和期限结构。

防控区域金融风险

“让银行对企业的融资、对外担保实
行限额控制，乍一看似乎是用紧箍咒捆
住了自己，但从长远看，企业能更专注
主营业务，规避盲目投融资，减轻自身
财务负担，具有正面作用和保障意义。”
温州市宝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杨
世成说。

防范担保链、资金链风险传染，减
轻企业对外担保负担，缓解企业过度融
资正是授信总额联合管理机制的初衷。

监管数据显示，借助该机制，嘉兴
银行业目前已切断企业担保链 2000 余
条，涉及担保金额近 200 亿元。截至今
年 3 月末，台州市 356 家试点企业对外
担保总额为 174.67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
少 32.33 亿元，企业对外担保负担有所
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机制也革新了
银行的授信模式。“由于决策过程需共同
协商，银行间的授信模式从‘背靠背’
变为‘面对面’。”傅平江说，该机制也
有助于建立稳定的银企合作关系，实现
共赢，“借助联合授信，主办行为企业约
定了多项经济指标，能更好地帮助企业
加强资金管理，改善经营状况”。

他表示，接下来浙江银监局将进一
步完善授信总额联合管理机制，在此基
础上推动组建债权人委员会，共同协商
做好增贷、稳贷、减贷等措施。

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讯 记者姚进报
道：中国保监会、财政部日前印发《建立城
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实施方
案》，选择地震灾害为主要灾因，以住宅这
一城乡居民最重要的财产为保障对象。
这标志着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迈出关
键一步，以地震为突破口的巨灾保险制度
即将开展实践探索。

在保障对象方面，保障对象为城乡居
民住宅，运行初期，原则上以达到国家建
筑质量要求（包括抗震设防标准）的建筑
物本身及室内附属设施为主，以破坏性地
震振动及其引起的海啸、火灾、爆炸、地
陷、泥石流及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主要保险
责任。保险金额方面，运行初期，结合我
国居民住宅的总体结构、平均再建成本、
灾后补偿救助水平等情况，按城乡有别确

定不同保险金额，城镇居民住宅基本保额
每户 5 万元，农村居民住宅基本保额每户
2 万元。每户可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保险
金额，运行初期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超
出部分由商业保险补充。条款费率方面，
运行初期，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示
范条款为主，可单独作为主险或作为普通
家财险的附加险。按照地区风险高低、建
筑结构不同拟定差异化的保险费率，并适
时调整。赔偿处理方面，初期产品设计为
定值保险，理赔时，以保险金额为准，参照
国家地震局、民政部等制定的国家标准，
结合各地已开展的农房保险实际做法进
行定损，并根据破坏等级分档理赔：当破
坏等级在Ⅰ至Ⅱ级时，标的基本完好，不
予赔偿；当破坏等级为Ⅲ级（中等破坏）
时，按照保险金额的 50%确定损失；当破

坏等级为Ⅳ级（严重破坏）及Ⅴ级（毁坏）
时，按照保险金额的 100%确定损失。

据了解，我国城乡居民住房地震保险
制度实行“整合承保能力、准备金逐年滚
存、损失合理分层”的运行模式，按照“风
险共担、分级负担”的原则，前四层具体由
投保人、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地震巨灾
保险专项准备金构成分担主体，当第五层
财政支持及其他紧急资金安排无法全部
到位的情况下，启动赔付比例回调机制，
以前四层分担额度及已到位的财政支持
和紧急资金总和为限，对地震巨灾保险合
同实行比例赔付。初期以“总额控制、限
额管理”为主要思路，确保损失有效分担。

为顺利推进《实施方案》落实，前期，
45 家财产保险公司根据“自愿参与、风险
共担”的原则发起成立中国城乡居民住宅

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整合行业承保能
力，搭建业务平台，建立承保理赔标准，共
同应对地震灾害。

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灾害种
类繁多，地区差异显著，一步到位建立涵
盖多灾因的巨灾保险制度难度较大。考
虑到我国地震灾害分布广泛、损失巨大、
关注度高，且地震巨灾保险是国际巨灾保
险制度的主要模式之一，按照民生优先原
则，选择地震灾害为主要灾因，以住宅这
一城乡居民最重要的财产为保障对象，符
合我国当前实际。

据了解，全国首个政策性农房地震保
险试点已于 2015 年 8 月在云南省大理州
启动。按照试点方案，农房保险赔偿平均
可达到地震民房恢复重建政府补助总金
额的 34.07%。

我国保险制度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险出台

融资过犹不及 银行抱团出招

授信总额联管有效斩断风险链
本报记者 郭子源

近期，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年报已披露完毕。据统
计，在去年新上市的 220 家公司中，有 90 家公司归
属 母 公 司 净 利 润 同 比 下 滑 ， 占 全 部 新 股 总 数 的
40.90%。

从这 90 家企业的所属行业来看，利润下滑的公
司最多的是机械设备行业，共有 28 家。信息服务行
业有 13 家，化工行业有 8 家，其余还包括医药生
物、国防军工等行业。从具体上市公司来看，归属净
利润同比下滑最大的 3 家公司分别是华友钴业、道森
股份、韩建河山，降幅分别高达 269.22%、74.36%
与 73.91%。

“从年报披露的情况来看，次新股业绩变脸的原
因大同小异，比如所在的行业正处于低迷期，市场不
景气导致产品价格下跌或者销售下滑，财务费用支出
大幅上升等。”财富证券首席分析师赵欢说。

以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冶炼的华友钴业为例，去
年 1 月该公司正式登陆上交所，上市之后就连续拉出
多个涨停，股价涨幅可观。但从年报业绩来看，去年
公 司 净 利 润 为 亏 损 2.46 亿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减 少
269.22%，成为次新股业绩变脸之最。

对此，公司在年报中表示，铜、镍、钴等价格持
续下跌，导致公司产品毛利率进一步下滑，期末存货
也出现了较大跌价损失。此外，报告期内衢州钴新材
料项目尚处于逐步达产过程，营运成本相对较高；公
司实际募集资金远少于募投项目投入资金，导致公司
负债大幅上升，财务费用支出大幅增加。

次新股道森股份也在年报中表示，国际油价持续
下跌创 12 年来新低，国内外主要石油公司继续降低
上游勘探开发投资，国内油田设备、服务和工程市场
全年疲软。行业低谷的所有影响都在显现，收入下
降，毛利率下降，费用率提高，净利润下降更快。

实际上，除了上述业绩下滑的原因之外，赵欢还
表示，由于企业上市有明确的财务指标，上市前一般
都会对财报进行一些合理的会计处理。一旦企业上
市，实际的运营情况会逐渐披露出来，再加上一些上
市成本，首年业绩下滑乃至亏损也较为常见。

四成次新股去年业绩下滑
本报记者 何 川

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讯 记者张忱报道：为保持银
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对 21 家金
融机构开展 MLF（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共 2900 亿元，
其中 3 个月 1750 亿元、6 个月 1150 亿元，利率与上期
持平，分别为 2.75%、2.85%，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
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央行开展 2900 亿元 MLF

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讯 记者曹力水报道：微众银
行“微粒贷”近日公布了上线一周年成绩单，截至 5 月
15 日，累计发放贷款超 400 亿元，主动授信客户超过
3000万。

据了解，2015 年 5 月 15 日，微粒贷正式上线手机
QQ，并于 9 月 14 日登陆微信端。截至今年 5 月 15 日，
微粒贷总授信用户超过 3000万人，贷款笔数 500多万
笔，平均每笔借款金额 8000元左右。

微粒贷 1 年放贷超 400 亿元

长期以来，新疆边贸企业做中亚国家的出口生意
面临着货币兑换难、成本高及兑换速度慢的难题，这
也成为阻碍企业“走出去”的一道坎。

新疆立人禾贸易有限公司是以经营外贸为主的贸
易公司，主要面向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
国家开展大型工程机械设备等设施的进出口业务。公
司总经理李志强介绍，过去公司进行贸易结算，对方
付款要先购买美元，以美元形式汇入公司账户，再将
美元结汇换成人民币，手续十分繁琐，而且公司汇兑
成本高，效率也很低。

“现在，我公司在农行开立了人民币兑索莫尼交
易账户，对方企业可以将索莫尼货币直接向我公司在
农行的账户汇兑，不仅降低了费用，而且资金结算很
快捷，极大解决了公司与塔吉克斯坦贸易的资金汇兑
难题。”李志强说。

为加快推进人民币区域国际化，近年来，农业银
行新疆分行率先开办人民币兑俄罗斯货币卢布、哈萨
克斯坦货币坚戈、塔吉克斯坦货币索莫尼的直接挂牌
交易，实现了人民币同中亚国家货币的直通，提高了
与中亚国家资金汇兑效率，扩大了与中亚国家的经贸
往来，促进了与中亚国家双边贸易投资便利化步伐。

截至目前，农业银行新疆分行已开立塔吉克斯坦
索莫尼账户，办理索莫尼收汇及结汇金额 970 万索莫
尼；开立哈萨克斯坦坚戈账户，办理坚戈收付汇及结
售汇金额 4940 万坚戈；开立俄罗斯卢布账户，办理
卢布收付汇及结售汇金额 637 万卢布；该行小币种汇
兑业务大幅增长，不断深化与中亚国家的经济金融
关系。

农行为企业“走出去”打通汇兑路
本报记者 姚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