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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金所傳將退出P2P網貸業務
公司回應：積極響應及配合監管「三降」要求

陸金所2011年由中國平安(2318.HK)
成立。據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

稱，陸金所退出P2P是由於監管方面的
障礙，但他們具體也不知道陸金所的
P2P業務何時關閉，也不清楚未完成的
業務會怎麼處理，但表示公司已經啟動
申請消費金融牌照的流程，欲聚焦於消
費金融業務，P2P事業員工將整合至專
注於消費者金融的新部門。由於消費信
貸監管的不確定性，這家初創公司曾推
遲了原定於2018年上半年在香港上市的
計劃。退出P2P業務可以讓陸金所再次
尋求上市之路順暢一些。

現有客戶權益不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陸金所相關人員處
獲得回應，該人士稱「陸金服（陸金所
旗下網貸平台）P2P業務正積極響應和
配合監管『三降』要求。現有產品與客
戶權益不受影響。」記者瀏覽陸金服官
網發現，目前平台上並未新標在售，但
在「債權轉讓」一欄則有不少存量業
務，收益率從6%至8.4%不等。
據悉，所謂P2P「三降」，指的是

「降餘額、降人數、降店面」。銀保監
會7月4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
佈會上表示，目前網貸機構數量比2018
年初下降57%。另從網貸之家統計顯
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仍在正常運
營平台數量為862家，相較今年1月底
規模下降17%。營運額方面，據據零壹
智庫統計，2019上半年，網貸借貸金額
4,804億元（人民幣，下同），環比下降
16.15%。截至6月底，行業借貸餘額為
7,130億元，同比下降40.5%，環比5月
下降3.14%。

P2P行業備案遲遲未見
儘管「三降」一直在持續推進，但

P2P備案方面卻遲遲未見動靜。今年7
月，杭州P2P平台米金社曾在業界掀起
一股「風暴」，起因是米金社CEO韋
鵬良的一封公開信，直指「得到了明確
不可能備案的消息」，隨後米金社發佈
良性退出公告，稱退出係因投資人信心
嚴重不足、「三降」帶來的運營壓力、
及政策不明朗合規成本增加所致。
有消息人士指，在放棄P2P業務之

前，陸金所一直難以達成P2P貸款業者
向地方當局註冊的要求，他們表示，包
括銀保監會在內的金融監管機構告訴陸
金所，近期內要以P2P貸款業者身份向
地方主管機關註冊難以達成。
此次陸金所被傳退出，亦使得市場再

次關注P2P行業備案到底何時來臨。有

P2P從業人員告訴記者，網貸行業內本
來盛傳今年6月底會迎來首批試點備
案，目前看來顯然落空。「曾經大家認
為備案會從行業頭部企業開始進行，如
果作為P2P巨頭的陸金所真的退出，那
會讓等待備案的企業心裡更沒底。」該
人士如此表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在網貸行業加速「清退

潮」的背景下，被譽為「全球第一大P2P平台」的陸金所被傳要退

出曾經是其核心業務的P2P貸款業務。針對傳聞，陸金所相關人員

昨日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是配合監管「三降」要求。

■被譽為「全球第一大P2P平台」的陸金所被傳要退出P2P貸款業務。陸金服官
網顯示(小圖)目前平台上並未新標在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
言人王春英18日在2019年上半
年外匯收支數據新聞發佈會上指
出，將穩步推動資本項目開放，
改革QFII和RQFII，擴大投資
範圍，研究適度放寬甚至取消
QFII額度管理。
王春英表示，外管局將統籌考

慮經濟發展階段、金融市場狀
況，金融穩定性等要求，統籌交
易環節和匯兌環節，以金融市場
雙向開放為重點，有序推動不可
兌換項目的開放，提高已可兌換
項目的便利化水平。這是穩步推
進資本項目開放的基本原則和考
慮。她說，資本項目開放主要三
方面安排，除改革QFII和RQ-
FII之外，將支持科創板健康發
展，做好「滬倫通」項下存託憑
證跨境資金管理工作；第三是推
進銀行間債券市場開放渠道整
合。

優化外匯管理政策
另外，外管局將繼續促進跨境

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王春英
稱，將優化外匯管理政策，進一
步支持貿易方式創新，並提升外
商投資企業資金匯兌的便利性，
支持有條件、有能力的中國企業
開展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同
時，積極支持自貿試驗區、粵港
澳大灣區、雄安新區在外匯管理
改革方面先行先試，支持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開放。
宏觀審慎方面，外管局將完善

跨境資本流動監測、預警和響應
機制，豐富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
慎管理的政策工具箱，以公開、
透明和市場化的方式逆周期調節
外匯市場順周期波動。

外債風險總體可控
另外，王春英表示，中國持續

呈現對外淨資產，今年一季度末
對外淨資產餘額比2014年末上
升22%。從主要的外債安全性指
標來看，外債風險總體可控。
她引述數據稱，截至2019年

一季度末，中國所有的對外金融
負債餘額比 2014 年 末 上升
12%，其中全口徑外債餘額增長
11%；同期，對外金融資產餘額
上升15%，說明中國經濟更加深
入地融入全球經濟，跨境投融資
規模穩步提升。
從外債安全性指標看，王春英

指出，2018年末，中國的外債負
債率（外債餘額比 GDP）為
14.4%，國際安全線是20%；中
國的債務率（外債餘額比國際收
支口徑的貨物和服務出口收入）
為74.1%，國際安全線是100%；
中國的償債率（中長期外債還本
付息總額比上國際收支口徑的貨
物和服務出口收入）是5.5%，國
際安全線是20%；中國短期外債
和外匯儲備的比例是41.4%，國
際安全線是100%。從這幾個安
全性指標來看，當前中國的外債
指標都是在國際安全線以內，而
且，這些指標都低於發達國家和
新興市場國家的整體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近日上海清算所接連披露多起債券
違約情況，其中既有首次出現違約的發
債企業，亦有已經多次違約的「舊面
孔」。從統計來看，今年以來債券違約
呈現加速勢頭，信用債違約量較去年同
期增220%。業內分析稱，當前信用領域
雷區仍多，其中激進擴張的民企成為債
券違約重災區。
上清所近日披露中城建、精功集團、

勝通集團及康得新的四隻債券違約違約
情況，中城建此次是18億元（人民幣，
下同）債券現違約，但這並非中城建的
第一次違約，如算上公司過去的違約事
件，累計債券違約金額高企超過百億元
規模。另外，勝通集團雖然此次違約債
規模僅為5億元，但公司目前處在破產邊
緣。康得新情況亦不好過，不僅股票停
牌，同時是年內第四次債券違約，此次
發債規模達10億元。

實力雄厚公司也有違約
「已有前科」的企業發生違約可謂意

料之中。但此次上清所披露信息中，還
出現了一家實力雄厚的、並擁有3家上市
公司的精功集團首次違約，公司違約的
債券為「18精功SCP003」，發行總額10
億元，本息應兌付10.52億元。違約信息
一經公開後，精功集團主體信用等級連
降多級，大公評級直接將其從AA-級調整
為C級。
其實上述4隻違約債僅是今年以來債券

違約的冰山一角。據wind統計，今年以
來，共有97期債券發生違約，涉及42個
發行人，債券餘額約700億元。另有媒體
統計到，截至今年7月7日，信用債違約

量較去年同期增220%，涉及金額564.67億元。
海通固收姜超認為，今年以來信用領域雷區仍

多，民企債券違約仍甚。截至7月17日，19年
新增的24家違約主體中，民營企業共有21家，
佔違約主體數的87.5%，較去年的82%進一步提
高，共涉及債券餘額469億元。姜超分析稱民企
違約主因在於企業激進擴張遭遇金融去槓桿所
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
家外匯管理局昨日公佈數據顯示，6月內地銀
行結售匯再度轉為逆差，且193億美元的逆
差規模達兩年最高水平。外管局新聞發言人
王春英對此表示，雖然銀行結售匯表現為逆
差，但如果綜合考慮遠期結售匯和期權交易
等其他供求因素，外匯市場供求呈現基本平
衡。上半年跨境收支總體呈現順差，境外資
金繼續呈現淨流入，中美經貿摩擦對跨境資
金流動的影響總體可控；預計下半年跨境資
金流動仍將持穩，全年經常賬戶有望延續小
幅順差格局。

6月結售匯逆差1314億
數據顯示，6月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1,314
億元人民幣，為去年11月以來最高，5月為
順差318億元人民幣。6月境內銀行代客涉外
收付款逆差91億美元，較上月60億美元逆差
擴大，亦是近7個月來最高。1-6月，銀行累
計結售匯逆差332億美元，境內銀行累計涉
外收付款順差312億美元。

外匯市場情緒更趨理性
王春英在記者會上表示，「從中美經貿摩擦
升級後的5、6月份看，銀行結售匯月均逆差
66億美元，比2018年下半年月均逆差下降
44%，說明供求狀況相對良好，月度波動主要
受市場主體逢高結匯和逢低購匯影響，體現了
市場預期的總體穩定以及價格的市場化調節作
用。」當前中美經貿摩擦對中國跨境資金流動
的影響總體可控。首先中國外匯市場情緒以及
市場主體行為更加理性和平穩，今年5月份經
貿摩擦升級以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幅度
和貶值預期都低於去年下半年。

在此基礎上，市場主體涉外收支行為調整
更加平穩，5、6兩個月的銀行結售匯月均逆
差比2018年下半年月均逆差收窄44%，銀行
代客涉外收付款月均逆差也比2018年下半年
月均逆差收窄38%。
其次，加徵關稅背景下中國國際收支總體形
勢穩定可控，一季度經常賬戶順差490億美
元，4、5月數據看，貨物貿易順差同比增長
30%，服務貿易逆差同比收窄11%，其中旅行
逆差收窄9%，初步估計二季度經常賬戶繼續
呈現順差。王春英並預計，今年全年經常賬戶
仍將處於合理區間，可能延續小幅順差格局。
「經常賬戶小幅順差或小幅逆差，都屬於基本
平衡的合理區間。從中長期看，中國經常賬戶
還是有基礎、有條件維持在合理水平。」
此外，境外資金持續淨流入，1-6月份境外

投資者淨增持境內債券和上市股票493億美

元，其中債券淨增持416億美元，股票淨增
持78億美元。

上半年個人淨購匯降23%
同時，企業對外投資和利潤匯出穩定有

序，企業投資收益項下跨境支出規模和2018
年上半年基本相當，個人結售匯基本穩定，
上半年個人淨購匯同比下降23%。
王春英預計，下半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動仍將

總體保持穩定，下半年，國際貨幣環境相對寬
鬆，美聯儲可能轉向降息，中美利差擴大；國
際市場對中國經濟預期平穩，國內市場開放度
進一步提高，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日益健
全，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對市場理性預期的培
育作用有所體現，企業對匯率波動的適應度進
一步提升，個人結售匯也更加穩定，都有利於
跨境資金流動保持平穩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
道）科創板下周一將正式推出，新交易
規則下，個股短期或迎來大幅波動。為
了平穩過渡，各方均嚴陣以待。因科創
板個股首日便能融資融券，昨日有最新
消息稱，部分券商已經率先收緊兩融風
控。科創板臨近，投資者對資金分流的
擔憂升溫，加之新板塊對A股大市影響

難測，致謹慎情緒
抬頭，滬深三大指
數下挫超1%，滬綜
指險守 2,900 點關
口。
根據上海證券交

易所日前發佈的相
關規定，科創板股
票自上市首日起，
即可作為融資買入
及融券賣出標的證
券，上交所將於每
個交易日開市前公
佈當日科創板融資
融券標的證券名

單。
由於科創板企業上市首日之後的前5

個交易日不設置漲跌停板，自第六日起
則將漲跌幅限制放寬至20%，專家普遍
認為，首批上市的科創板股票當日即可
進行融資融券交易，為沽空個股提供工
具和手段，可改變「單邊市」的狀況，
在市場好淡充分博弈後，其實更有利於

形成合理的價格。

部分券商收緊兩融風控
不過由於A股市場兩融業務並不十

分成熟，故在科創板揭幕前，需率先
為兩融風控做足準備。據中證網最新
報道，有券商要求客戶簽署科創板業
務相關風險確認，包括「融資融券合
同變更」、「融資融券業務風險控制
措施確認」、「科創板上市前5個交
易日標的證券範圍的特別提示確認」
三方面。相關內容賦予券商T+0強制
平倉的權利。
該券商稱，交易日（T日）交易時
間，投資者維持擔保比例低於 110%
時，要求投資者於交易日（T日）立即
追加擔保品或主動清償債務，使得維持
擔保比例不低於110%，否則，公司有
權在交易日（T日）任何交易時間，對
投資者賬戶進行強制平倉，至維持擔保
比例不低於110%。
此外，在「科創板上市前5個交易日

標的證券範圍的特別提示確認」中，該

券商表示，「上市前5個交易日只將由
我司保薦上市的科創板股票納入融資融
券標的證券範圍，非我司保薦上市的科
創板股票，自第6個交易日起納入標的
範圍。」若投資者未在7月21日前進行
確認，該券商有權在7月21日前對投資
者的科創板交易採取限制性措施。
國都證券分析，普通A股至少上市三

個月後，且需滿足一定資質和市值要求
後，才可能成為融資融券標的；而科創
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成為融資融券標
的，因而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尤其融
資融券交易具有槓桿放大效應。

滬深三大指數挫逾1%
滬深大市昨日低開低走，滬指收於全

日最低點，報2,901點，下挫30點或
1.04%；深成指報9,154點，跌147點或
1.58%；創業板指報1,524點，跌25點或
1.66%。兩市共成交3,630億元（人民
幣，下同），其中滬市成交1,490億元，
深市成交2,139億元。行業板塊中，除貴
金屬板塊飄紅，其餘均收綠。

外管局：貿戰對跨境資金影響可控

■國家外匯管理
局 昨 舉 行 記 者
會 。 圖 為 王 春
英。記者海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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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板臨近，投資者對資金分流的擔憂升溫。滬深三大
指數昨均下挫超1%，當中滬指險守2,900點關口。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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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統計來看，今年以來債券違約呈現加速勢
頭，信用債違約量按年增220%。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