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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眼

据新华社电 日前，央行发布《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推进信用卡透支利率市场化改
革的通知》，要求自 1 月 1 日起，信用卡透
支利率由发卡机构与持卡人自主协商确
定，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上限和下限管理。

此前， 央行规定的信用卡透支利率
上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 下限为日利率
万分之五的 0.7 倍。

业内人士分析，这是继央行 2016 年
4 月发布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用卡业
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松绑” 政策的进一

步延续。延续信用卡“松绑”政策，或为利
率市场化再添助力。

据悉， 目前我国信用卡免息还款期
最长为 60 天，多数银行信用卡免息期在
50 天左右。 在免息期内，持卡人无需就
待还金额支付利息， 当持卡人无法全额
还款出现逾期后，才会产生利息，即从消
费当天开始按日计息按月复利。

而值得关注的是，2020 年 10 月，央
行也曾在其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中提到，“商业

银行可与客户自主协商确定存贷款利
率”。 对此，业界普遍认为央行取消信用
卡透支利率上限和下限管理， 是利率市
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

国盛证券表示，从长期来看，信用卡
透支利率限制的取消有利于行业市场化
健康发展。万联证券分析团队则认为，此
次信用卡利率放开， 是在当前经济内循
环为主、外循环赋能背景下，通过消费升
级切入需求侧改革的一种尝试， 为利率
市场化再添助力。

据新华社电 市场监管总局 12 日
发布 《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首
部专门针对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的部
门规章。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 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此次发布的
管理办法贯彻落实 《化妆品监督管理
条例》要求，配套规范了化妆品、化妆
品新原料注册备案管理工作。 管理办
法建立了新原料安全监测制度， 对新
原料注册人、备案人和化妆品注册人、
备案人应当履行的安全监测义务进行
了细化规定，督促其落实主体责任。同
时， 还细化明确了新原料安全监测相
关方责任。

近年来，药监部门着力推进化妆品
审批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化妆品注册和
备案相关要求，推动化妆品审批事项优
化调整。 2018年 11月，国家药监局在总
结前期试点成果基础上，将首次进口非
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推广至全国。
2019年 5月，国家药监局实施特殊用途
化妆品延续许可承诺制审批。

《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还调
整了化妆品变更注册、备案更新规定。
规范化妆品备案秩序， 明确无正当理
由不得随意改变产品名称， 没有充分
的科学依据不得随意改变功效宣称；
但充分考虑行业实际需求，同时明确，
因原料来源改变等原因导致产品配方
发生微小变化的情形， 允许予以备案
更新。 此外， 明确涉及安全性事项变
化、 生产工艺和功效宣称等发生实质
性变化的，应当进行变更注册；产品名
称、配方等发生变化，实质上构成新产
品的，应当重新申请注册。

新快报讯 记者范昊怡报道 1 月 12
日，A 股指数全线大涨， 上证综指突破
3600 点。 这是自 2015 年底上证指数失
守 3600 点后，时隔 5 年多再次登上这一
点位。 当日开盘后，上证综指震荡上行，
午后快速走高，最终收报 3608.34 点，涨
2.18%； 深证成指收报 15460.03 点 ，涨
2.28%； 创业板指数涨 2.83%， 收盘报
3180.35 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行
业板块方面券商、保险、运输设备涨幅居
前，涨幅逾 4%，银行股板块延续了前一
日的涨势，截至收盘有 30 只银行股保持
上涨。

券商看好银行 2020 年表现

2021 年新年开盘后，银行股板块尽
显疲态，1 月 5 日收盘时几乎集体 “飘
绿”， 有 23 只银行股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跌，跌幅在 0.1%-4.69%之间。 当时市场
大多认为是受到了房贷新规的影响，引
发了市场焦灼情绪。

1 月 8 日晚间， 上海银行发布 2020
年度业绩快报，这也是上市银行 2020 年
首份业绩快报。 业绩快报显示，去年该银
行营业收入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实现 507.46 亿元和 208.85 亿元，
同比增长 1.90%、2.89%。 据第三方报告分
析，此次上海银行业绩表现良好，营收和
业绩增速转正， 资产结构优化促使息差
环比改善，不良率持平，资本补充可期。

继 1 月 11 日盘中小幅上涨后，昨天
银行股开盘后持续小幅上涨， 午盘时虽
有回落，但午后再度发力，截至收盘共有
30 只银行股翻红，其中厦门银行、郑州
银行、平安银行涨幅超过 3%。 不少券商
看好上市银行 2020 年全年业绩表现。浙
商证券银行研究团队认为上海银行
2020 年利润增速回正，上市银行利润增
速由负增长回 0%的概率大幅提高。

银行业绩回归正常化节奏加快

近日，上市银行 2020 年报披露预约

时间表已出炉。其中，平安银行将于 2 月
2 日披露年报，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年报
预计披露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0 日 、3
月 26 日。 “随着各家银行业绩快报落地
和 2 月 1 日晚平安银行年报发布， 预计
银行股将继续迎来升温的催化剂。”浙商
证券银行研究团队指出。

民生证券表示， 银行利润增速改善
的节奏或在加快， 上海银行的快报反映
上市银行的利润增速很可能提前在
2020 年年报就会有修复的机会。 这也意
味着监管环境和宏观环境对银行利润释
放的压力边际减少， 银行业绩回归正常
化的节奏正在加快。

招商证券表示， 业绩快报披露成强
催化剂，银行板块有望迎来春季行情。上
海银行业绩佐证银行让利压力缓解，缓
解市场对银行业绩的担忧。 经济好转之
下，银行让利压力下降，预计 A 股多数
上市银行 2020 年全年业绩增速相比前
三季度将明显改善，多数会正增长。

征信业将迎新规

征信机构不得
过度采集信用信息

据新华社电 为促进我国征信业
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了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明确提出征信机构采集信用信息应当
遵循“最少、必要”的原则，不得过度采
集。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 我国征
信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数字征信时代，
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征信业务规则，导
致征信边界不清， 信息主体权益保护
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不断出现。 为提高
征信业务活动的透明度， 保护信息主
体合法权益，人民银行起草了《征信业
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信用信
息和征信业务做了明确规定。

在采集信用信息方面， 征求意见
稿规定， 征信机构采集个人信用信息
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 并明确告
知信息主体采集信用信息的目的、信
息来源和信息范围， 以及不同意采集
信息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等事项。

在规范信用信息使用方面， 征求
意见稿明确， 信息使用者使用征信机
构提供的信用信息，应当用于合法、正
当的目的，不得滥用。

此外， 征求意见稿还对信用信息
安全和跨境流动进行了规定。

新快报讯 记者刘威魁报道 急速
“走红”的短期健康险还未等来“蓝海”，
先等来了监管。 近日，银保监会发布《关
于规范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
知》（下称《通知》），明确短期健康险不得
保证续保， 严禁把短期健康险当作长期
健康险进行销售。据业内人士分析，考虑
到长期健康险有效解决短期医疗险如产
品停售、 客户健康状况变化而导致拒保
等问题， 此次新政预计将进一步打开长
期健康险产品的发展空间， 利好长期健
康险业务发展。

严禁“短险长做”误导消费者
所谓短期健康保险， 是指保险公司

向个人销售的保险期间为一年及一年以
下且不含有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保险。
最出名的险种莫过于 “网红百万医疗
险”，其以保费低、投保选择灵活性高，受
到大众关注。另一方面，短期健康保险的
劣势在于其部分产品缺乏定价基础，保
额虚高，面临无法保证续保、停售及核保
容易产生纠纷等风险。

此次《通知》就短期健康保险的续保
进行了规范， 严禁保险公司通过异化产
品设计，“短险长做”误导消费者的同时，
明确短期健康保险不得保证续保， 不得
使用“自动续保”“承诺续保”“终身限额”
等易与长期健康保险混淆的词句。

同时，《通知》明确，严禁保险公司通
过随意停售保险产品， 弥补其因激进经
营造成的损失，侵害保险消费者利益。要
求保险公司通过公司官网和即时通讯等
方式，公开披露产品的具体停售原因、停
售时间，以及后续服务措施等信息。

“《通知 》以问
题为导向， 聚焦行
业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发
展存在的突出问题，采
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
施，补齐监管制度短板。 ”一位不
愿具名的资深人士对新快报记
者分析指出，这是监管部门向行业明确传
达了短期健康保险业务规范经营的信号。

事实上，《通知》 中限制短期健康险
“保证续保”“虚高保额”“捆绑销售”等问
题早已纳入监管范围。 如近期银保监会
就点名通报 4 家保险机构在宣传销售短
期健康险产品中，存在“首月 0 元”“首月
0.1 元”等不实宣传(实际是将首月保费
均摊至后期保费)，或首月多收保费等问
题，侵害消费者权益。

利好长期健康险业务发展
过去十年，短期健康保险进入了飞速

发展的阶段，保费逐年递增。据众安保险发
布的《中国百万医疗险行业发展白皮书》显
示，2020年百万医疗险的用户规模将突破
9000万人，市场渗透率为 7.4%。基于此，预
测百万医疗险市场将在未来几年保持每年
25%-40%的增速，到 2025 年，全市场保费
规模将达到 2010亿元。

“虽然短期健康保险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但就目前市场发展而言，保险公司
在发展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时，仍面临产品
同质性高、经营管理较为粗放、渠道端比较
依赖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等挑战。”上述业内
人士认为，未来保险公司以“拼低价”抢占
市场的竞争手段将得到有效控制。

“当前部分主流保险公司已推出费
率可调长期医疗险产品， 成为短期医疗
险产品的有效替代。”国君非银也在研报
中指出， 考虑到长期健康险有效解决短
期医疗险如产品停售、 客户健康状况变
化而导致拒保等问题，叠加监管于 2020
年发布费率可调长期医疗险的新政，预
计将进一步打开长期健康险产品的发展
空间，利好长期健康险业务发展。

化妆品注册备案
出台新规

上证综指时隔 5年再次冲上 3600点

业绩快报成强催化剂 银行板块有望迎春季行情

银保监会：短期健康险不得保证续保

■新华社发

“松绑”！ 央行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上下限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