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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金协会：

提提高高互互联联网网金金融融行行业业透透明明度度
近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

会表示，要重视网贷平台集中
退出带来的投资者信心下降和
市场情绪恐慌等情况，配合好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
作，提高行业透明度，进一步保
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针对近期部分网贷机构出
现的风险，中国互联网金融协
会监测分析认为，目前出现问
题的平台多数是前期野蛮生
长、偏离信息中介定位的违法
违规平台，有的本身就是披着
互联网金融外衣的非法集资。

“这些平台出现问题属于
监管趋严环境下行业去伪存
真、优胜劣汰的结果。当然，在

这个过程中也要重视网贷平台
集中退出带来的投资者信心下
降和市场情绪恐慌等情况。”中
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陆书
春说。

近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联合召开网贷机构风
险处置及规范发展工作座谈
会，提出了应对网贷风险的十
项举措。其中明确提出，网贷机
构建立沟通机制，提高经营的
透明度。

提升网贷机构经营透明
度，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信息
披露环境。为此，2017年6月中

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建设了全国
互联网金融登记披露服务平
台，并顺利投入运行。

截至6月末，已有119家网
贷类会员机构接入平台，定期
对外披露机构信息和运营信
息。目前，接入机构贷款余额
约 6 8 2 8 . 0 3亿元，累计交易
总额约40440亿元，交易规模
约占网贷行业总量 7 0 %。另
外，共有9 3家机构通过平台
正式向社会披露了2017年度
财务报告。

陆书春介绍，近期协会
又增加了资金存管信息、项目
信息披露功能，准备将基本符
合信息中介定位和各项标准的

机构接入平台，以配合专项整
治工作，提高行业透明度，进一
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想继
续经营的合规机构来说，信
息 披 露 和 产 品 登 记 意 义 重
大。经有关部门认定，基本符
合信息中介定位和各项标准
的机构接入信息披露和产品
登记系统，才能继续开展网
络借贷业务。经过一段时间
运行检验后，条件成熟的机
构可按要求申请备案。

此外，十项举措中还提
出，开展网贷机构合规检查，
引导机构合规经营和健康发
展。对此，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表示，将抓紧制定网贷类会员
机构自律检查工作方案并启动
检查，通过机构自查、非现场检
查及现场检查，督促会员机构
开展合规经营、履行行业自律
公约职责。

“十项举措从督促合规、
规范退出、打击非法等多个
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既着
眼于化解当前风险，又着眼
于建设长效机制，有利于稳
定社会预期。”陆书春说，下
一步，协会将配合监管要求，
组织网贷类会员机构认真履
行行业自律公约职责，特别
要坚决杜绝虚构项目和自建
资金池等问题。(据人民日报 )

近日，央行公布的7月份金
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7月份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 . 0 4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少1242亿元；7
月 末 社 会 融 资 规 模 存 量 为
187 . 45万亿元，同比增长10 . 3%。

对此，中国民生银行首席
研究员温彬近日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
存量同比增速10 . 3%，再创新
低，表明其仍受委托贷款、信托
贷款等表外融资下降的拖累，
随着资管新规和银行理财新规
落地，表外融资变动趋向平缓，
有利于社融增速保持平稳。

值得一提的是，央行同时
披露，自2018年7月份起，人民

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
法，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
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
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
资”项下反映。

对此，温彬认为，新增的两
项也反映了金融对实体部门的
融资，可以使社融指标更完善。

兴业研究宏观分析师郭于
玮昨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新口径下7月末
社会融资存量同比增长10 . 3%，
社融看似重回两位数增长。然
而，如果对口径变化进行还原，
会发现在原口径下社融增速仅
为9 . 7%，较上月继续下滑0 . 1个
百分点。2017年以来新口径下

社融增速的中枢较原口径高出
大约0 . 5个百分点，但二者走势
大体一致。

“尽管社融统计口径发生
变化，7月份社融数据的格局与
6月份仍然相近，呈现出表外融
资萎缩、表内票据融资增长较
快的局面。”郭于玮表示。

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方面，数据显示，当月对实体经
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 . 29
万亿元，同比多增3709亿元。

从表外融资来看，郭于玮
认为，7月份包含委托贷款、信
托贷款与未贴现票据在内的表
外融资减少4886亿元，降幅较
上月收窄约2030亿元。表外融

资降幅收窄可能与三方面因素
有关。第一，理财细则的发布使
部分金融机构观望情绪消减。
第二，7月份信托到期规模低于
6月份。第三，商品房销售增速
的回升可能使住房公积金委托
贷款增长。

“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不及预期。”中信证券固定收益
首席分析师明明近日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社会融资规
模统计的调整对社融数据起
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总体
来看，社会融资规模仍保持
在一定水平，AB S和外债等
其他融资方式对社会融资形
成一定替代作用。

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高级
分析师刘东亮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考虑到很多鼓励银行
信贷投放的政策是7月份之后
逐步落地的，8月份之后的情况
可能会有所期待，但货币政策
的空间已经不大，流动性堆积
于货币市场的局面料持续，稳
增长未来更多还是要看财政政
策的边际变化。

华泰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
李超表示，下半年央行有可能
从社融表内贷款、表外融资和
债券融资三方面着手去解决目
前的社融信用收缩状态，受此
影响社融和M2增速有望迎来
中长期拐点。(据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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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货币市场利率继续下行
的影响，银行理财收益率持续

“遇冷”。据融360最新监测数据
显示，7月银行理财平均预期收
益率为4 . 75%，环比下降0 . 05个
百分点，已连续5个月下降，创
下2017年12月以来最低收益水
平。分析人士认为，未来市场利
率很有可能进一步走低，银行
理财收益率持续小幅下降的概
率比较大。

对于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率下跌的原因，融360分析师
刘银平分析认为，2月为银行
理财的收益拐点，持续一年
多的上升期之后，收益开始
进入下行期。收益下跌最主
要 的 原 因 还 是 货 币 政 策 宽
松，月初的定向降准和月末
的中期借贷便利操作都向市
场释放了较大的流动性，市场
利率不断创年内新低。

在理财产品发行量方面，7
月 银 行 理 财 产 品 发 行 量 共
11304款，较6月减少了15款。“4
月以来，发行量大致呈下跌趋
势，这与监管加强、银行理财转
型有一定关系，预计未来银行
理财发行量及规模增速将有所
放缓。”刘银平说道。

从不同收益类型来看，7月
保证收益类理财产品761款，平
均预期收益率为4 . 14%，保本浮
动收益类理财产品2218款，平
均预期收益率为4 . 23%，非保本
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7634款，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 . 97%，另外
还有691款产品未披露收益类
型。

自去年底资管新规意见稿
发布以来，保本理财及3个月内
短期理财占比下降幅度较大，
不过近一个月趋势有所放缓，
理财产品的平均期限也结束持
续上升的势头。从不同期限来

看，7月银行发行的3个月内理
财产品2339款，平均预期收益
率为4 . 58%；3-6个月理财产品
4 4 0 1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 . 75%；6-12个月理财产品3907
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 . 82%；
12个月以上理财产品516款，平
均预期收益率为4 . 98%。

对于银行理财产品后期走

势，刘银平指出，在6月27日的
货币政策委员会上，货币政策
由之前的保持流动性“合理
稳定”变成“合理充裕”，这意
味着接下来货币政策会继续
松动，市场利率继续走低，银
行理财收益维持下降的走势
是大概率事件。

在理财产品转型及改革

方面，保本理财及3个月内短
期 理 财 发 行 降 幅 将 有 所 放
缓，净值型理财短期内不会
明显增长。“未来银行现金管
理类产品或迎来稳步增长，
银行理财门槛降至 1万元之
后将成为货币基金的有力竞
争者。”刘银平说道。

(据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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