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9月9日 星期一
专 刊

责编：邬昊 葛贤娴 美编：杨犇 电话：5325967

今年以来，在上市银行再融资

的多种手段中，发行永续债无疑成

为了“抢手”的工具。据《证券日

报》记者最新了解，渤海银行发行

200 亿元永续债于近日获央行批

准，由此，该行也将成为国内首家

发行永续债的非上市银行，同时也

是第4家发行永续债的全国性股份

制商业银行。

《证券日报》记者9月5日从

渤海银行方面第一时间了解到，在

相继获得银保监会和央行批复后，

该行将择机实施永续债发行。

“由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需求

强烈，永续债这一新的补充手段自

然会格外受各家银行的青睐。”对

于今年以来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的

热潮，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对

本报记者表示。

渤海银行永续债获批发行

继今年7月份银保监会批准渤

海银行发行不超过300亿元永续债

后，该行发行永续债于日前又获

央行批准。此次，渤海银行永续

债发行规模最终被确定为 200 亿

元，募集资金将按照有关规定计

入该行的其他一级资本。渤海银

行成为国内首家获得监管批准发

行永续债的非上市银行，也是继

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

之后第4家发行永续债的全国性股

份制商业银行。

据了解，此次发行永续债获

批将是渤海银行继成功发行次级

债券、二级资本债券后，又一次

成功发行资本债券。200亿元永续

债的发行，将对渤海银行一级资

本进行有效补充，有助于提升银

行整体竞争实力和风险抵御能

力，改善资本结构，提升业务发

展空间。

渤海银行披露的中期业绩显

示，该行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10%，不良贷款率较年初下降

0.02个百分点。截至6月末，渤海

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

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1.57%、8.60%、8.60%。

渤海银行永续债即将落地，为

更多的非上市银行发行永续债打开

了大门。8月份，另一家非上市银

行广发银行的永续债发行也已获得

银保监会批复同意，发行规模不超

过500亿元。

进入2019年，银行资本补充方

式正发生较大的改变。自去年年末

走进公众视野的永续债，在今年已

然成为一种新的重要资本补充手

段，商业银行对其热情颇高。

来源：中国经济网

日前，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通

知，根据相关规定，取消包括营业执

照年检证明、金融许可证复印件等在

内的47项证明材料，相关证明材料自

公布之日起取消。

据银保监会官网发布的消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

证便民、优化服务的决策部署，根

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证明事

项 清 理 工 作 的 通 知》（国 办 发

〔2018〕 47 号） 要求，银保监会对

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设定的

证明事项进行了清理，决定取消

47 项证明材料，其中包括办理授

信业务需要提供的营业执照年检证

明、法人代码证书、组织机构代码

证书等。

根据公告，被取消的相关证明

材料将通过使用统一的社会信用代

码、内部核查、在市场主体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以及银保监会许可证信

息查询系统内等方式进行相关核验

查询。

同时，该通知要求此公告发至银

保监分局和地方法人银行保险机构，

并要求各银保监局转发至辖内保险兼

业代理机构。

据悉，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

推进证明事项和证明材料清理工作，

巩固清理工作成果，继续改进服务作

风，提升监管效能。

来源：人民网
银行涉房贷款稳中有降

银行涉房贷款主要涉及个人住房

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两方面。从A

股上市的大行及股份行数据来看，个

人住房贷款增速整体已出现下滑。

Wind数据显示，上半年上述银行个人

住房贷款与 2018 年末相比增速为

6.4%，低于去年同期近7%的增速。

Wind数据显示，四大行个人房贷

上半年增速多数稳定在7%左右，其中

建设银行增速仅为4.3%。股份制银行

中，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已出现明显分

化。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

华夏银行与去年末相比，个人住房贷款

增速均在 10%以上，分别为 14%，

13.1%，11.5%和10.7%。而平安银行、民

生银行、光大银行分别为3%，4.8%，

3.5%。不过，即便是超过10%的银行，

增速普遍较去年同期也有所降低。

而在房地产开发贷款方面，目前

大部分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授信都较

为审慎，并实行十分严格的名单制，

以控制相关的业务风险。

根据建行披露的数据，上半年其

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增速同比下降6.55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建行审慎择优

开展房地产开发贷款，今年0.81%的不

良率比年初下降0.3个百分点。

招商银行副行长王良在2019年中

期业绩电话推介会介绍称，招行的房

地产开发贷款在总行层面一直以来都

是采取限额管理，即每年的增量贷款

不超过一定数额。

一位股份制银行信贷审批部门相

关人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房地产企业一直是其所在银行重点监

测的授信对象，该银行一直对房企的

杠杆率进行实时的监测，并根据杠杆

率动态调整授信审批的白名单。

房地产金融政策持续从严

银行审慎稳健的房地产贷款政策

和整个国家层面“房住不炒”的政策

基调不无关系。最近监管层再次密集

释放出多个信号，预计后期房地产金

融政策将会更加严格。

继7月窗口指导要求部分银行控

制房地产贷款增速后，日前银保监

会再次下发房地产业务专项检查的

通知，重点检查32个城市的银行在

四大领域的房地产业务，提出银行

在信贷管理方面，要关注房地产开

发贷款和土地储备贷款管理情况，

包括要加强集中度管理、资本金来

源真实性审查、落实最低资本金比

例要求、企业资质审查等。8 月 30

日，银保监会发布的 《关于对部分

地方中小银行机构现场检查情况的

通报》 中，再度提及地方中小银行

机构存在违规为“四证”不齐房地

产项目提供融资、违规向关系人发

放信用贷款等问题。

央行也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结

构调整优化座谈会上，“点名”房地产

行业占用较多的信贷资源，并提出对

房地产信贷领域的具体要求。同时，

在新的房贷利率对标LPR之时，央行

就已明确强调房贷利率不下降。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国家金融

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对记

者表示，总体而言，从房地产金融角

度看，目前调控已经并且将继续从三

个方面实施：一是收紧银行信贷资金

进入房地产市场，比如提高房地产开

发贷款的条件，减少贷款额度；二是

收紧资金借助信托等渠道进入房地产

项目，比如对房地产信托进行“窗口

指导”；三是收紧个人住房贷款条件、

额度，提高贷款利率，并严控个人消

费贷款、信用卡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

市场。此外，还可能从严监管房地产

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李万

赋也对记者表示，从各监管部门的表

态来看，目前涉房金融监管全方位从

严，银行信贷、信托、基金、保险都

迎来了全面的把控。

银行涉房资金端口将再扎紧

伴随着监管政策的趋严，多家

银行表示将加强对涉房融资业务的

全面管控，不论是个人房贷业务、

房地产开发贷业务，还是相关的债

券承销以及理财融资等业务，都将

进一步严格准入，以及加强风险管

控。李万赋也表示，下半年银行涉

房贷款融资必然收紧，房地产开发

贷增速将会有所回落。

招商银行中报指出，下半年，预

计在居民杠杆水平升幅较快及房地产

调控相关政策约束下，个人住房贷款

增速较上半年将有所放缓。王良也表

示，招行下半年会对房地产贷款采取

更加稳健、审慎的投放策略，这既包

括房地产开发贷款，也包括住房按揭

贷款。

农行副行长王纬表示，将严格个

人住房按揭贷款审核，落实好最低首

付款比例、收入偿贷比等指标，加强

借款人资质审核以及首付款来源收入

真实性核查，严防虚假按揭和个人消

费贷款挪用于购房。他还称，稳妥开

展房地产企业债券投资、理财融资、

债券承销等领域的类信贷业务，加强

项目合法性、资金用途的核查，防止

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银行收紧涉房资

金端口一方面是落实国家政策的需

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加强自身业务

风险控制。有银行中报已经明确点出

“房地产市场出现分化，房地产开发贷

款风险有所上升。”

“针对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房

地产和产能过剩行业等重点领域，我

们会持续保持风险排查，持续摸清底

数。同时对于大额潜在风险客户，逐

户定策、明确责任，及时跟踪，把潜

在的风险提前化解。”中国银行风险总

监刘坚东表示。

董希淼也表示，在政策框架之

内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应该交

由商业银行决定。但也要看到，近

年来我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上升较

快，潜在风险不断累积。在近来流

动性较为充裕、负债成本有所下降

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该保持清醒

认识，审慎经营个人住房贷款业

务，不向市场发出错误信号。这既

是防控自身经营风险的需要，也有

利于稳定家庭部门杠杆、抑制房地

产市场泡沫。 来源：人民网

银保监会：取消包括营业执照

年检证明等在内的47项证明材料
政策加码，房地产金融调控升级

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涉房贷款调控力度持续升级。银保监办公厅近期发文
表示，将在32个城市开展包括房地产业务授信政策执行、房地产开发贷款管理、个人
住房贷款管理情况等方面银行房地产业务专项检查工作。与此同时，央行日前也要求
银行进一步优化调整信贷结构，“点名”房地产行业占用信贷资源依然较多。

根据近期密集披露的A股上市银行中报，银行对涉房贷款普遍持较为审慎的态
度，不仅个人住房贷款上半年增速同比普遍有所下滑，而且房地产开发贷款也均在实
施较为严格的名单制，在择优选择授信对象的同时，进行限额管理。根据各家银行的
表态和业内人士的分析，受制于监管政策持续收紧，下半年银行涉房资金端口将进一
步扎紧，相关业务增速将持续放缓。

首单非上市银行永续债即将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