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多家中小银行发布关于部分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下调的通知。广
州银行3年期和5年期(5万元以上)的产品利率均下调了0.05个百分点，广东
南粤银行整存整取利率下调0.02个-0.15个百分点不等。与此同时，美元利
率不断走高，记者从多家银行了解到，美元定期存款年化利率普遍在4%以上。

■新快报记者 杨依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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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记者林广豪报道 近

年来，寿险行业转型深化，银保渠道

备受重视。去年上市险企的银保渠

道保费收入普遍提升，但新单保费的

增速有所差异。在代销基金增长乏

力的情况下，多家银行代销保险规模

稳步增长。有分析指出，银保渠道竞

争加剧，将导致手续费率提升。

具体来看，太保寿险银保渠道保

费 收 入 304.7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08.7%，增速位居第一；中国人寿、平

安寿险及健康险的银保渠道保费收

入分别达634.15亿元和290.63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28.6%和 17.6%；新华

保险和人保寿险则分别同比增长

7.8%和3.1%。

数据显示，2022 年上市险企银

保渠道新单保费占比普遍提升，中国

人寿、平安寿险及健康险、太保寿险、

新华保险分别提升 5.3 个、1.7 个、

28.4 个和 10.6 个百分点。开源证券

分析师认为，银保渠道新单保费的增

速差异是各险企新单保费表现分化

的主要原因。其中，太保寿险以

332.0% 的 增 速 居 前 ，中 国 人 寿 以

64.6%次之，再者是平安寿险及健康

险的18.3%和新华保险的11.2%。

发力银保渠道，险企除了抢抓市

场机遇，还注重打造优质的人才队

伍。截至去年年末，中国人寿银保

渠道客户经理达 2.1万人，人均产能

同比提升 9.1%。平安寿险重点协助

平安银行打造银保新优才队伍，目

前该队伍已招募超 1600 人，超九成

拥有本科学历。

银保渠道的发展中，银行与险企

“双向奔赴”。作为代销保险大户，工

商银行 2022 年代理销售个人保险

1144 亿元，同比增长 5.73%，代销基

金下降 42.9%；农业银行去年实现代

理 期 缴 保 费 33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1%；建设银行未公布代销保险的

规模，其在年报称，代理业务手续费

收入 192.31 亿元，同比下降 0.27%，

其中，代销基金受资本市场波动影

响同比下降，但代理保险收入支撑

作用明显。

股份行代销保险的规模增长更

为显著。去年，依托中国平安的平安

银行实现代理保险收入19.84亿元，同

比增长 30.9%，代销基金收入同比下

降 33.8%；中信银行持续优化业务结

构，代销长期保障型保险规模同比增

长 55.25%。招商银行代理保险收入

124.26亿元，同比增长51.26%。招行

表示，主要原因是客户保障需求上

升，公司期缴保险销量及费率均同比

提升。

财通证券分析师指出，银保合作

“1+3”制度下，银保业务的高速发展

必然导致保险公司对银行网点的竞

争更为激烈，导致银行合作费率提

升。某中型险企人士告诉新快报记

者，随着大型险企加码银保渠道，银

行网点的合作选择增多，将更加注重

险企的合作费率、服务质量等。

银行降息降低负债成本
“三年定期存款，3.30%最后一天，又

要降啦！”3月 31日，广州银行某客户经

理在朋友圈“吆喝”。记者在各大银行走

访发现，今年以来，广州银行定存利率

“一降再降”，2月上旬该行 5万元以上 3
年期整存整取利率为 3.35%，3月降到了

3.30%，自 4月 1日开始 3年期和 5年期(5
万元以上)的定存利率又下调 0.05 个百

分点，即5万元以上3年期利率为3.25%。

无独有偶，广东南粤银行亦在官网发

布称，自4月4日起，个人存款利率中活期

存款利率从 0.385%下调至 0.3%，整存整

取利率亦下调2BP（基点）-15BP不等。

近期，多地中小银行密集开启存款

利率下调模式，河南、湖北多家农商行均

于 4月 8日当日发布了调整人民币存款

利率的公告。

“目前这轮存款降息，发生在全国多

地的地方中小行，个人认为是各银行根

据资金供需情况自我调节的结果。由于

理财产品净值下跌等影响，去年资金流

向存款的现象比较普遍。银行存款增长

较多甚至富余，基于降低负债成本，缓解

息差下降压力的诉求，一些中小银行选

择下调存款利率。”零壹智库特约研究员

于百程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小银行因为实力和品牌等因素在吸收

储蓄能力上较大型银行弱，因此其存款

利率较大型银行利率会有所上浮。相对

来说，中小行此次利率下调后，依然会比

大行要稍高。

换汇再存美元可能亏本
记者留意到，随着美联储的频繁加

息，今年以来，多家银行的美元存款利率

不断走高。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银行

的美元定期存款年化利率普遍在 4%以

上，个别银行已高达5.5%。

“目前我们行 20万美元存一年的利

率是 4.7%，如果有需要可以申请更高一

点，最高到5.5%。”昨日，工商银行一客户

经理对新快报记者表示。而建设银行广

州地区一客户经理则表示，根据金额不

同，该行美元定存利率一年期3.5%到5%
不等。不过，某城商行客户经理表示，该

行目前美元资金量到线加点业务第一季

度已到期，暂无法办理，只能按照挂牌利

率一年期0.8%购买。

“最近美元利率是比较高，但前来

办理的客户比较少，结合汇兑成本和

汇率风险，如果是用人民币换成美元

后再存款，有可能产生亏本。”有银行

客户经理告诉新快报记者，“一般来

说，银行购汇和结汇的价格是不一样

的，卖出外汇的价格比从投资者手里

买回的价格要高，这就是汇兑成本，

再加上汇率变动等因素，美元存款更

适合手中本来就有美元的投资者。”

“美元存款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受美

联储连续加息的影响，目前来看，加息进

程可能已经进入尾声，本身有美元的投

资者可以存款。如果手里没有美元，不

建议普通投资者去换汇进行存款套利，

因为汇率波动往往更大，以防汇率损失

超过存款套利的收益。”于百程表示。

新快报讯 记者范昊怡报道 我国

今年首季金融统计数据 11 日出炉，当

季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创新高。中国

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

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6 万亿元，

同比多增 2.27 万亿元。其中，3 月份人

民币贷款增加 3.89 万亿元，同比多增

7497 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3 月份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为 5.38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7079 亿元。从货币供应看，3 月末，我

国广义货币（M2）余额 281.4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7％，增速比上月末低 0.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 3 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M1）余额 67.81 万亿元，同比

增长 5.1％，增速比上月末低 0.7 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期高 0.4个百分点。

此外，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10.6
万亿元，同比多增 2.27万亿元。分部门

看，住户贷款增加1.71万亿元；企（事）业

单位贷款增加 8.99万亿元；非银行业金

融机构贷款减少 791亿元。一季度人民

币存款增加 15.39万亿元，同比多增 4.54
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9.9 万亿

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3.18万亿元。

据初步统计，2023 年一季度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14.53 万亿元，比

上年同期多 2.47 万亿元。其中，对实

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 万

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 73.6%，

同比高 4.5 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

的 外 币 贷 款 折 合 人 民 币 增 加 606 亿

元，同比少增 1144 亿元。

10.6万亿！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创新高

新快报讯 记者张晓菡报道 当催收

逐渐成为一门“大生意”，催收公司离上

市也就不远了。近日，承信科技拟于美

国纳斯达克上市，冲刺“中国催收第一

股”。近年来，承信科技催收回款率显著

提高，去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75
倍。但其招股书也暴露出不少催收行业

的问题，如催收过程中存在不合规行为，

经营过程中可能违反劳动法规定等。

过度依赖大客户
招股书显示，承信科技是开曼群岛

豁免公司，通过苏州承信及其子公司（北

溟科技、上海宇壹和深圳市信德盛等）在

中国开展业务，主要业务是提供信用贷

款前置审批阶段的风险评估和偿付能力

评估产品和服务，信用贷款贷后阶段的

拖欠债务催收服务。客户主要为商业银

行、持牌消金公司等金融机构。

从业绩来看，2020年-2022上半年，

其营收分别为 1599.8 万美元、2065.3 万

美 元 、2456.1 万 美 元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127.4 万美元、40.3 万美元及 316.6 万美

元。其中，2022年上半年净利同比增长

高达 17528.9%，主要因为贷后业务毛利

率大幅增长 565.2%。据记者了解，贷后

业务也是承信集团的主要收入来源，

2020 年-2022 上半年，其贷后拖欠债务

催收收入分别占公司总收入的 84.3%、

82.8%和95.5%。公司催收回款率也在暴

增，2020 年-2022 上半年催收回款总额

分别为52.7亿元、110.3亿元、74亿元，同

比增长1534%、109%、85%。

不过，承信科技存在过度依赖大客

户的风险。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其客

户数量为 64家，较 2021年底减少 11家。

2022年上半年来自其三大客户的收入分

别占总收入的79%、7% 和3%，而在2021
年，其第一大客户带来的营收占比还不

到50%。对此，承信科技坦言，如果客户

决定在内部开发贷款催收方案或依赖其

内部催收团队和其他服务提供商，将会

对收债业务收入造成不利影响。

招股书暴露行业不规范行为
新快报记者注意到，在招股书中，承

信科技坦言其从事的业务为“社会敏感

业务”，易受投诉。

招股书中还透露了催收行业的一些

不规范行为，例如尽管公司制定了合规

政策，但员工在执行中可能会不遵守该

政策并违反法律法规，可能会口头或书

面威胁，冒用身份或伪造文件对借款人

施压，非法获取申请人的个人信息出售

给第三方获利等，尽管这些可能是员工

个人行为，但仍会对公司业务产生不利

影响。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承信科技拥

有约 130 名全职催收员工和 600 名外包

催收员工，其中贷后收债业务主要依赖

外包员工。承信科技称，无法保证雇佣

行为符合中国劳动法。招股书还显示，

2020年-2022年上半年，其中国经营实体

没有为所有员工缴纳足额的社会保险和

住房公积金，未缴社保总额约392.89万美

元（约2706万人民币）。对此，承信科技

表示，如主管部门处以相关罚款，公司将

予以赔付，并于2022年6月起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

多家中小银行调降人民币存款利率
有银行美元存款利率高达5.5%

银保渠道保费普增
手续费率成“发力点”

相关

承信科技拟赴美 IPO冲刺“中国催收第一股”

催收巨头要上市 净利暴增却欠缴员工社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