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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小长假期间，交易规模突破 750 亿元的网贷平

台“唐小僧”疑似爆雷，目前公司营业场所因警方介入调查

已被封锁，有不少投资人报案。据悉，“唐小僧”一直通过投

放大量广告以及高返佣来开拓市场，曾推出投100元3天返

50元的活动吸引用户注册。

在生活中，类似“唐小僧”这样的高收益理财平台不少，

也吸引了不少投资者。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形式多样的

非法集资还是眼花缭乱的返利花招，具体表现出来的大都

是吸引眼球的高收益和难以置信的低风险。殊不知，在这

些高收益理财产品的背后，隐藏的是高风险及各种“套路”。

高收益一定对应高风险。假设如部分理财机构宣传的

那样，有高收益却无高风险，甚至没有一点风险，投资者就该

打个问号，这里面是不是有“骗局”或者“套路”。

近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在陆

家嘴论坛上称，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年化收益率超过 6%

的就要打问号，超过 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

全部本金。一旦发现承诺高回报的理财产品和投资公司，

就要相互提醒、积极举报，让各种金融诈骗和不断变异的庞

氏骗局无所遁形。

当然，不少投资者并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高风险，只是抱

着“我不会是最后一个接盘者”的心理，继续投资各种高收

益理财产品。一些理财机构也正是利用投资者这种心理，

不断吹大泡沫。不过，是骗局总会暴露，当平台爆雷，高收

益和本金一起打了水漂，投资者再后悔已为时晚矣。

当前，在金融强监管的背景下，监管部门持续打击骗子

理财平台，投资者更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擦亮双眼，警惕

高收益骗局。同时，在刚性兑付逐渐被打破、各种风险逐渐

暴露的当下，投资者切勿存有侥幸心理，以免投资打了水

漂，遭受损失。

警惕高收益骗局
彭 江

6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实施700亿元7天、300亿元
14天逆回购，加上当日有60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总计净
投放400亿元。

此前一天，为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行缴款、央行
逆回购到期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弥补银行体系中长期流动
性缺口，央行开展MLF（中期借贷便利）操作2000亿元，同
时开展逆回购操作 1000亿元。当日有 500亿元逆回购到
期，央行逆回购净投放 500 亿元，并通过 MLF 操作净投放
中长期流动性2000亿元。

这也是央行本月第二次开展 MLF 操作。6月 6日，为
央行开展一年期MLF操作4630亿元，对冲到期后MLF余
额新增2035亿元。

中信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明明分析，央行接连调
整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是针对年中关键时点的流动性安
排。半年末时点已至，受第三方支付备付金缴存政策变动、
月底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和外汇占款变动等因素影响，
年中的流动性缺口比较大。另外，长期的资金缺口也仍然
存在，但在央行连续几日公开市场净投放的呵护下，预计年
中流动性有望保持平稳运行。

“今年以来，央行货币操作灵活度提高，对于资金面的
呵护也较为明显，特别是在关键时点维持流动性平稳的‘削
峰填谷’操作意图明显。”华创证券屈庆团队认为，央行这一
操作的变化，一方面是要继续促进结构性去杠杆和深入推
进治理金融乱象，防止流动性重回宽松使得金融市场加杠
杆的重新反复；另一方面又要应对更加复杂的内外部环境，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因此对于流动性的呵护比去
年明显一些，政策灵活性也更高。

与此同时，屈庆团队认为，尽管央行在一些关键时点通
过释放流动性维稳操作，但程度也是“微调”“定向”，央行一
直强调的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并没有转向。

央行相关负责人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当前
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稳定、经济金融运行平稳。央行将继
续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加大对小微企业等实体经
济支持力度，积极有效应对可能的外部冲击，稳定市场预
期，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央行连续公开市场净投放——

补资金缺口 护市场稳定
本报记者 李华林

本报北京6月20日讯 记者陆敏报
道：中国信托业协会 20 日发布一季度
行业数据。数据显示，信托资产规模稳
步降低，行业整体业绩小幅提升。截至
今年一季度末，全国 68 家信托公司受
托资产规模为25.61万亿元，较2017年
四季度末下降 2.41%，为近两年首次负
增长。其中，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
15.14万亿元，较 2017年第四季度末减
少5044亿元。

中国信托业协会特约研究员周萍认
为，这是监管部门加大信托通道乱象整
治、督促信托业回归本源的结果。信托
公司自主控制规模和增速，信托通道业
务规模大幅缩减，行业过快增长势头得
到遏制，信托业治乱象、防风险效果初
显，预计二季度信托资产规模增速将延
续下降态势。

从信托资金来源来看，截至 2018
年 一 季 度 末 ， 单 一 资 金 信 托 占 比 为
45.54% ， 集 合 资 金 信 托 占 比 为
38.73% ， 管 理 财 产 类 信 托 占 比 为

15.73%。周萍认为，受传统银信合作通
道业务面临萎缩、银行资金来源受限等
因素的影响，未来单一资金信托占比或
进一步降低，加之信托公司不断提升主
动管理能力，集合资金信托占比有望不
断增加。

从整体经营业绩来看，一季度行业
整体业绩小幅提升，但报酬率继续回
落 ， 平 均 年 化 综 合 信 托 报 酬 率 为
0.35%，创近两年来新低。具体来看，
一季度信托业实现经营收入 243.36 亿

元，利润总额为 167.67 亿元，较 2017
年一季度末分别上升 11.98 个百分点和
8.39个百分点。从收入结构上看，信托
业务收入占比最高，为182.04亿元，占
比达 74.80%，其次是固有业务，收入
为58.75亿元。

另外，在打破刚性兑付背景下，信
托行业新增风险项目和风险率或进一步
小幅上升，但信托公司主动管理能力与
风控能力都在进一步加强，总体风险仍
可控。从风险项目来看，截至一季度

末，信托行业风险项目 659个，规模为
1491.32 亿 元 ， 信 托 资 产 风 险 率 为
0.58%，较 2017 年四季度末上升 0.08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 集 合 类 信 托 占 比
53.53%，较去年四季度末上升 6.37 个
百分点，这主要源于房地产业务融资渠
道受限，政府平台公司违约事件频发。

从信托资金的投向来看，投向工商
企业的信托资金占比依然稳居榜首，随
后依次为金融机构、基础产业、证券投
资、房地产。对比2017年四季度末，工商
企业与房地产占比有所增加；金融机构、
基础产业以及证券投资占比有所下降。

周萍认为，伴随资管新规靴子落
地，消除通道与多层嵌套、规范非标投
资、打破刚性兑付成为监管主基调，银
行理财对信托产品的需求降低，资金信
托规模大概率收缩。另外，房企目前融
资需求仍较大，由于房企发债、银行贷
款、股权融资等融资渠道或进一步受
限，短期对信托融资的需求可能难以
降低。

通道业务大幅缩减 资产规模近两年首次负增长

信 托 业 过 快 增 长 势 头 放 缓
□ 一季度末，信托资产规模为近两年来首次负增长。业内人

士认为，这是监管部门加大信托通道乱象整治、督促信托业回归本

源的结果

□ 伴随资管新规靴子落地，消除通道与多层嵌套、规范非标

投资、打破刚性兑付成为监管主基调，银行理财对信托产品的需求

降低，资金信托规模大概率收缩

本报讯 记者郑杨报道：近日，东莞市税务部门与中信
银行东莞分行联合举办了“银税互动”自然人金融服务项目
推介活动，向市民宣传推广“信秒贷”新业务。现场工作人
员介绍，“信秒贷”面向东莞800万自然人纳税人，只要在东
莞有连续 2年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信息，即可申请最高额度
30万元的个人信用贷款，而且利息低、放款快。

东莞税务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除了“信秒贷”，目前东
莞还有中国银行中银E贷、中国建设银行龙税贷、广发银行
E秒贷等银税互动自然人金融服务产品。这类产品的相继
推出使纳税信用可变为个人可提取的“真金白银”，意味着
诚信纳税个人可以拥有自己的专属“钱包”。

将银税互动服务项目受惠群体扩展到全市自然人，是
近年来东莞税务部门不断扩大银税互动覆盖面、深化纳税
信用信息结果增值应用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目前东莞税务部门已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
业银行、东莞银行、中信银行等 21家银行签订了框架合作
协议，并将银税互动受惠群体从 A级纳税人拓展至 B级纳
税人，受惠企业数量已达18万户。据了解，自2015年以来
东莞银税互动累计帮助纳税人获得贷款约 150亿元，惠及
企业 1.26 万家，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优化了东莞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营商环境。

东莞诚信纳税者可拥有专属“钱包”

2017年，在实体经济回暖

向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科

技创新快速增长的环境下，我

国银行卡在发卡、交易、受理3

个方面均保持了稳健增长。

未来，作为介质的“实体银行

卡”有可能会减少，但“银行

卡”不会消失，相反，它将更加

深度地渗透到各种支付场

景中

6 月 20 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在北
京发布的《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蓝皮书

（2018）》（以下简称 《蓝皮书》） 显
示，截至 2017 年末，我国银行卡累计
发 卡 量 达 70.3 亿 张 ， 人 均 持 卡 5.06
张。其中，信用卡当年新增发卡量增长
率颇为抢眼，同比增速 25.9%，信用
卡、借记卡的活卡率均上升，借记卡的
活卡率更是扭转了此前连续两年下降的
趋势，达66.2%。

“2017年，在实体经济回暖向好、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科技创新快速增长的环
境下，银行卡产业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
在发卡、交易、受理3个方面均稳健增长，
整体风险平稳可控。”银行业协会相关负
责人说，未来需继续加强银行卡风险管
理，全力打击电信网络欺诈，强化账户信
息安全，更好地服务百姓生活，丰富融资
分层供给，助力消费升级。

信用卡发卡量加速增长

此前，曾有声音担忧“银行卡会不会
成为最后的‘恐龙’”，《蓝皮书》的一组最
新统计数据回应了这一质疑。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银行卡在发
卡、交易、受理3个方面均保持了稳健增
长，作为介质的“实体银行卡”有可能会
减少，但不会消失，相反它将更加深度地
渗透到各种支付场景中。

信用卡发卡量为何加速增长？多位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银行来说，目前零售
业务发挥着“利润稳定器”的作用，而信
用卡业务是零售业务的一个有力抓手。
一方面，信用卡能够有效促进个人消费
贷款发展，丰富融资分层供给，另一方
面，信用卡业务能够形成稳定的还款现
金流，还有利于增强客户黏性。

从人均持卡量看，截至 2017 年末，
人均银行卡持卡数为 5.06张，在此前两
年的基础上持续增长。其中，人均借记
卡持卡数为 4.49张，人均信用卡持卡数
为0.57张。

从发卡机构的市场份额看，五大行
一起占据了“半壁江山”。截至 2017 年

末，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共累计发
行银行卡 36.2 亿张，发卡量占比高达
51.5%；招商银行等全国股份制商业银
行 累 计 发 行 银 行 卡 8.6 亿 张 ，占 比
12.2%，其他地方性商业银行、邮政储蓄
银行等机构累计发行银行卡 25.5亿张，
占比36.3%。

银行卡“活卡率”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信用卡、借记卡的
“活卡率”均上升。其中，借记卡的“活卡
率”扭转了此前连续两年下降的趋势，达
66.2%，信用卡“活卡率”在 2016 年的基
础上继续增长，达73.1%。

所谓“活卡”，是指近 6 个月发生了
消费、存取现、转账交易的银行卡。数据
显示，截至2017年末银行卡累计活卡量
为 47.1亿张，当年新增 5.3亿张，同比增
长 12.7%。其中，借记卡累计活卡量为
41.3亿张，当年新增 4.0亿张，同比增长
10.7%；信用卡累计活卡量 5.8 亿张，当
年新增1.3亿张，同比增长29.7%。

在银行卡发展历程中，尤其是信用
卡，长期存在“沉睡卡”的问题，也就是说
客户申请信用卡后长期不使用甚至从未
激活。究其原因，既受客户使用习惯、偏
好影响，也是部分银行冲业绩的结果。

“银行卡‘活卡率’上升，说明存量资
源在盘活，资源使用率上升。对于各家
银行来说，不要一味做增量，要让银行卡
在带动消费升级、推动普惠金融等方面
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银行业协会相关
负责人说。

实际上，银行卡渗透率持续上升这
一事实已经从侧面反映了上述作用。《蓝
皮书》显示，2017 年我国银行卡交易总
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48.7%，较2016年提高0.2个百分点。

同时，银行卡卡均交易额下降，交易
笔数上升，这表明持卡人的单次消费需
求趋于碎片化、小额化、随机化，反映出
我国信用卡消费的构成元素升级，从“大
额、低频、单笔”的大宗交易转向“小额、

高频、多笔”的刚性消费，回归消费本源。

防范三大欺诈风险

用卡安全是银行卡工作的永恒主
题。近些年，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迭代、
智能终端广泛应用，银行卡业务正在面
临数据信息复杂化、支付介质多元化、服
务模式多样化等新环境，与之相伴随，银
行卡的欺诈手段也不断翻新。由此，如
何保护持卡人的信息、资金安全成为重
中之重。

《蓝皮书》显示，2017年银行卡欺诈
率为1.36个基点，较上年下降0.99个基
点，最主要欺诈手段有 3 种，即伪卡、电
信诈骗、互联网欺诈。

其中，借记卡欺诈主要集中在电信
诈骗、互联网欺诈和伪卡，信用卡欺诈损
失排名前三位的欺诈类型分别为伪卡、
虚假申请、互联网欺诈。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芯片卡普及、磁
条卡逐步退出舞台，传统通过侧录磁条

方式的伪卡欺诈风险下降，线上非面欺
诈风险凸显。“不法分子利用黑客技术窃
取银行卡信息、交易验证码等关键支付
信息，对持卡人的账户盗刷。”公安部经
侦局相关负责人说。

上述负责人说，从欺诈过程看，呈现
出专业化、集团化、规模化3大特点。首
先，不法分子往往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
能够从客户端、支付端、系统端寻找技
术、规则漏洞，进而植入二维码木马、设
计免费 wifi 陷阱、变身银行官方号码伪
基站等；其次，不法分子往往相互勾结，
形成有组织、有分工的作案团伙，涵盖数
据获取、规则研究、信息包装、技术攻击
等诸多环节；再次，互联网拓展了欺诈风
险实施的空间和地域范围，同一欺诈案
件可能遍及全国。

据悉，接下来有关监管部门将继续
形成合力，引导业内完善制度建设、革新
风控技术、提升风险管控的精细化水平，
严守风险经营底线，筑牢信用卡管理
根基。

2017年末累计发卡70.3亿张——

银行卡发卡交易受理保持稳健增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子源

本报北京6月20日讯 记者郭子

源报道：中国银行业协会 20 日发布的
《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蓝皮书（2018）》
显示，2017 年我国境内银行卡受理环
境持续改善，POS机和ATM机数量保
持增长，互联网、移动终端等创新交易
渠道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具体来看，截至2017年末，我国
境内受理银行卡 POS机累计达 3118.9
万台，当前净增 665.4 万台，同比增
长27.1%；境内受理ATM机累计96.1
万台，当年新增 3.6 万台，同比增长
4.0%；受理商户达2592.6万户，当年

净增525.4万户，同比增长25.4%。
此外，境外受理银联卡的国家和

地区总数增至 168 个；银联境外受理
商 户 总 数 达 2359 万 户 ， 同 比 增 长
16.8%，当年新增受理商户 339 万户；
受理银联境外 ATM 机共 164 万台，
同比增长23.3%，当年新增ATM机共
31万台。

“对于各家金融机构来说，今后要
继续践行普惠金融，覆盖更广的客
户，以客户体验为中心，推动银行卡
产业回归便民本源。”银行业协会相关
负责人说。

境内受理银行卡POS机超3100万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