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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涨过后随即“一天三降价” ，纸业公司近

期随着废纸价格波动坐了一趟“过山车” 。

据了解，前期随着废纸价格上涨，龙头纸企

业一度将下游制品价格每吨上调600元， 但近

几日， 由于成本端废纸价格每吨大跌220元

-270元，下游纸品价格快速降价调整。

周一A股造纸板块却不跌反涨。 究其原因，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供需形势变化，废纸价格有

望止跌并小幅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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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罚单频现 金融科技赋能反洗钱

□本报记者 黄一灵

普华永道最新披露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

2020年公布的反洗钱行政处罚金额累计高达

3.75亿元， 其中2020年1-4月累计处罚金额已

超过2019年全年水平。

业内人士表示， 客户身份识别和可疑交易

识别一直是反洗钱监管工作的难点， 但伴随大

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趋向成熟，未来金融科技、

监管科技有望加速应用于洗钱风险防控与反洗

钱监管的全流程。

反洗钱监管加码

7月17日， 央行上海分行公布一则行政处

罚信息，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因涉及五项违法行

为共被罚款123.5万元。 罚单显示，兴业银行上

海分行其中一项违法行为是未按照规定履行客

户身份识别义务。 另外，6位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的高级管理人员因对该分行未按规定履行客户

身份识别义务行为负有责任而受到处罚， 共同

被罚10.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央行上海分行2020年

以来开出的第二张“百万级” 罚单。 今年5月，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因未按规定履

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

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被罚270万元。

记者注意到，进入2020年，反洗钱领域罚

单频现， 监管力度持续加码， 其中， 更涌现过

“千万级” 罚单。 根据普华永道数据，截至6月

30日，2020年公布的反洗钱行政处罚金额累计

高达3.75亿元，罚单数累计298笔，其中约96%

采取了双罚制。 2020年1-4月累计处罚金额已

超过2019年全年水平。

近期多家银行及信用卡中心发布公告称，

将开展个人客户身份信息核实工作。 核实范围

包括姓名、性别、国籍、职业、住所地或工作单位

地址、联系电话、身份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的种

类、号码和证件有效期限。

两大难点成关键

从违规内容看， 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

识别义务和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

可疑交易报告是违规主要原因。 随着大额罚

单频繁出现，普华永道称，其很可能成为未来

常态，义务机构应当引起重视。例如未按照规

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 每户可处罚20

万-50万。

监管层对于反洗钱工作提出了更高要

求。 央行行长易纲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第三十一届第三次全会上强调，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

作，已经启动修订《反洗钱法》，将反洗钱

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纳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

展委员会议事日程， 持续加大反洗钱和反

恐怖融资监管力度， 为国际合作进一步夯

实法律基础。

某券商合规人士称， 客户身份识别和可疑

交易识别一直是反洗钱监管工作的难点。 “可

疑交易识别很困难， 系统会自动进行一些基础

的识别工作，但仍然无法彻底摆脱人力识别，而

合规岗人员少、工作量大，最后对这种识别很可

能流于形式。 ”

普华永道建议， 严格落实客户身份识别

工作，按法规要求核对、登记、留存完整的客

户基本身份信息；同时重视持续、重新客户身份

识别工作，持续关注客户信息变更情况、业务

开展情况，比如加强反洗钱数据治理，提高数

据质量，充分利用支付机构动态数据丰富的特

点，通过动态数据挖掘提高客户身份识别效率

及效果。

金融科技助力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助力反洗钱升级。

人行深圳中支黄富副行长指出， 未来金融

科技、 监管科技将应用于洗钱风险防控与反洗

钱监管的全流程。

平安集团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雷志凌认

为，金融机构应充分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反洗钱信息管理的数

字化，推动洗钱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及报告的

智能化。

“在反洗钱方面， 人工智能目标是用机器

学习建模识别出洗钱以外的方法，把它排除，并

对洗钱账户进行分门别类的评分和分类， 这样

可以根据调查和审核人员不同的能力来分配不

同的案件，帮助他们提高效率。”慧安金科CEO

黄铃表示。

政策松绑带来巨量资金

险企加仓在路上

□本报记者 程竹 薛瑾

7月20日，保险股集体上涨。 业内人士认

为， 这或与上周五监管层上调险资权益类资

产配置比例上限至45%有关。 预计未来险资

还将持续稳步提高低估值、 高分红龙头股配

置力度。 同时，近期市场调整后，估值与业绩

增长匹配度明显优化的部分科技股也会受到

青睐。

中长期巨额增量资金在途

分析人士保守估计， 中长期增量或达到

4000亿元-1万亿元规模。

昆仑资产首席宏观研究员张玮认为，2014

年权益投资比例放开至30%后， 保险资金投资

于股票及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从2013年的

10.23%，最高提高至2015年的15.18%，至2019

年平均比原来提高了约2.5个百分点。

不过就实际情况而言，截至一季度末，险资

投资于股票、 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总计2.08万

亿元， 占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余额的47.49%。

考虑到保险公司权益投资通常会预留空间以便

更加灵活操作，以及提升权益类投资上限的增

量资金也不尽然全部流入A股， 川财证券研究

所所长陈雳综合推算，所带来增量资金大概率

停留在千亿级别。

天风证券分析师表示， 假设未来三年保

险资金运用余额按每年10%增长， 新规之下

权益类占比提升至24%、26%、28%、30%四

种情形， 则理论上分别对应每年股票市场的

增量资金为2900亿元、3700亿元、4500亿元、

5300亿元。

中小险企加仓意愿强

多位险资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

对稳健投资风格下高偿付能力险企而言，本

次新规显著提升其增配权益资产的作用相对

有限。相较之下，中小型保险公司加仓意愿更

为强烈。

张玮认为，大型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主

动提升权益类投资占比的意愿不如中小型保险

公司强烈，大型保险公司资金体量主要依靠固

收获得可观收益，而中小保险公司则受制于负

债端压力，想要扩充规模势必存在“搏收益” 的

主观自觉。当前A股估值仍存在较大上升空间，

契合国家战略趋势的部分行业 （以科技类为

主），有望迎来长线利润提升。 对于这些行业，

险资中长期配置意愿较强。

华北一家中小型保险公司投资总监表示，

险资会择机增持，稳步提高低估值、高分红龙

头股的配置力度； 同时经过近期市场调整，更

青睐估值与业绩增长匹配度明显优化的部分

科技股。

看好三大板块阶段性行情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基建、金融、科技都是

险资较看好的板块。

陈雳表示，险资配置A股更偏向于银行、券

商等业绩稳定且体量较大的上市公司。 此次增

大保险资金入市比例，利好业绩稳定的蓝筹股，

低估值周期股、 成长性较好且前期涨幅较小的

科技类个股也会随之受益。

业内人士认为，从国内经济数据看，温和复

苏趋势愈发明显， 基于短期需求强劲以及中期

设备投资周期开启的双重逻辑，看好工程机械、

自动化设备为代表的机械设备板块； 看好受益

于欧洲强劲增长以及国内需求反转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 看好地产竣工周期带动的地产后周

期产业链； 看好受益于国企改革及军民融合政

策的军工板块； 看好自主可控政策推动下的信

创产业链。

“原则上讲，还是倾向于有业绩支撑、前期

滞涨的板块。 一是大基建，包括钢铁、水泥等传

统基建，也包括人们所熟知的‘新基建’ 。 只不

过从体量上看，今年新基建占比有限，但未来弹

性十足。二是大金融。三是生物医药、大消费、军

工以及科技领域，预计存在阶段性行情。 ” 张玮

表示。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公司相关人士表示，高

分红的优质蓝筹标的是重要方向，行业上金融、

公用事业、蓝筹消费和医药都是可能的选项。参

与配置的方式也可能更多元，二级市场交易、大

宗交易、 举牌等均有可能。 不同规模的保险公

司，不同账户性质和负债成本的资金，投资策略

差异也可能较大。 为了参与成长股和科技股投

资， 不排除中小保险公司的高现金价值账户采

用更激进投资策略的可能。

75亿元股权接盘落定

中国信达出清 幸福人寿易主

□本报记者 薛瑾

全国性AMC之一的中国信达近日发布

公告称，经监管批准，该公司将所持有的幸福

人寿50.995%股权转让给诚泰保险和东莞交

投集团。 中国信达将不再持有幸福人寿任何

股权。此次转让的交易价格为75亿元，为此前

挂牌价。 从13年前设立幸福人寿到如今“全

身而退” ，中国信达在保险领域做“减法” ，

有分析称， 此举可让中国信达更加聚焦不良

资产主业。

两大接盘方就位

根据公告，转让完成后，诚泰保险持有幸福

人寿30.39亿股，占总股本的30%，成为幸福人

寿第一大股东。 东莞交投集团持有幸福人寿

21.27亿股，占总股本的20.995%，成为幸福人

寿第二大股东。

股权转让事宜始于2019年。2019年6月，中

国信达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拟转让所持全部幸

福人寿股权，股权占比为50.995%。 同年10月，

中国信达在上海联和产权交易所以75亿元挂

牌价出售上述股权。

公开资料显示， 幸福人寿是中国信达为救

助问题金融机构、 进行问题机构托管过程中组

建的，成立于2007年11月，数轮增资后，注册资

本十余年间增长近十倍并突破100亿元。

中保协披露的幸福人寿2020年第一季度

偿付能力报告显示， 幸福人寿的股东还包括

三胞集团、深圳市亿辉特科技发展、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深圳市拓天投资管理、上海中房置

业、 奇瑞汽车等16家公司， 持股比例均低于

15%。

保险领域做减法

在全国性AMC中，中国信达一直深耕保险

领域。近年来，该公司开始频频在保险领域“做

减法” 。

中国信达表示， 幸福人寿的股权转让符合

公司聚焦不良资产主业的战略发展方向， 能够

助其优化整合子公司资源，改善资产结构，提高

资本运营效率， 进一步提升不良资产主业的核

心竞争力。

行业人士认为，75亿元的现金流入可缓企

业财务压力。 数据显示，幸福人寿2018年曾巨

亏68亿元，成为行业年度“亏损王” ，这对中国

信达业绩造成拖累。

在保险领域做“减法” 、向主业聚焦还包

括转让信达财险股权。 中国信达曾通过北京

金融资产交易所， 作价42.2亿元将信达财险

41%股权转让给深圳市投资控股， 只保留

10%股权， 信达财险后更名为国任财险。 去

年，国任财险开展增资扩股，中国信达股权比

例进一步稀释。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7月20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7月20日）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85.31 85.64 -0.33 -0.38

商品期货指数

1102.89 1101.46 1105.28 1098.62 1101.95 -0.49 -0.04

农产品期货指数

852.46 862.91 863.88 850.95 851.69 11.23 1.32

油脂期货指数

512.02 522.33 526.48 510.11 510.62 11.71 2.29

粮食期货指数

1337.04 1343.37 1349.69 1334.36 1335.63 7.74 0.58

软商品期货指数

675.79 681.23 682.2 674.07 675.76 5.48 0.81

工业品期货指数

1133.84 1128.4 1136.78 1125.56 1133.59 -5.19 -0.46

能化期货指数

518.44 515.15 520.12 513.72 518.46 -3.32 -0.64

钢铁期货指数

1666.95 1657.95 1676.9 1652.61 1668.34 -10.39 -0.62

建材期货指数

1223.7 1222.99 1233.24 1221.21 1225.74 -2.75 -0.22

商品综合指数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893.34 905.19 890.8 904.51 10.98 898.62

易盛农基指数

1188.14 1202.95 1185.41 1201.9 13.25 1194.83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纸价坐上“过山车”“纸牛” 不按暂停键

□本报记者 马爽 张利静

造纸板块大涨

6月以来， 国内经济回暖， 海外经济重

启，作为兼具逆周期及必选消费品属性的造

纸行业，迎来一轮显著复苏。

先是纸业下游纸品———文化纸及白卡

纸在6月取消超低价格；进入7月，部分企业

纷纷发布提价函，期限甚至延至8月。据市场

人士统计，5月以来箱板瓦楞纸已连续提价8

轮。 其背后 “推手” 废纸涨价自然不得不

提———多家纸厂在此期间连续上调废纸回

收价格，最高上调每吨100元。 然而好景不

长，近期随着废纸价格显著下跌，纸企降价

函也纷至沓来，其中龙头纸企———东莞玖龙

自19日晚至20日中午期间两次下调纸价，

累计跌幅达到每吨250元， 这令纸业前景再

度蒙上疑云。

不过A股市场对上周末废纸价格的突

然萎顿似乎“并不在意” 。 7月20日，A股造

纸板块表现亮眼。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

20日收盘，造纸指数涨7.55%，涨幅位居67

个主题行业指数的第三位。 成分股方面，晨

鸣纸业、安妮股份、安徽山鹰涨停，太阳纸

业、仙鹤股份、民丰特纸等出现较大涨幅。

废纸作为一种有效的环保型再生资源，

是造纸产业主要原材料。 业内人士表示，造

纸行业具备逆周期及必选消费品属性，百姓

卫生意识提升将提振生活用纸需求，对A股

相关股票构成利好。

废纸价格有望企稳

废纸价格缘何先扬后抑？

生意社废纸分析师曲琳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7月上旬废纸价格整体呈现上行

趋势， 主要是由于第八批外废核准量为零

吨，影响北方地区大多纸厂采购，厂家囤货

意愿浓厚， 而南方地区受雨水天气影响较

大，国废收购困难。 受成本端废纸价格上涨

提振，下游瓦楞原纸和箱板纸价格也跟随走

高。不过，从上周末开始，废纸价格开始小幅

下跌，7月20日更是加速下跌，这主要由于前

期废纸价格上涨，纸厂到货量增加，加上第

九批外废到货112.312万吨， 市场供应端增

加，而纸企对废纸的采购需求下降，因此废

纸价格出现下调。

“7月18日之前， 废纸价格较前期低点

每吨累计上涨了200元-250元，主要受下游

成品纸需求恢复预期提振，叠加洪水预警以

及市场对进口废纸减少预期影响，使得废纸

市场关注上升，并带动价格连续走高。 受成

本价格上调影响，部分成品纸龙头企业更是

将纸价每吨上调600元。然而，成品纸价格累

计涨幅过大，超过下游企业刚性需求的采购

成本，导致后者采购预期下降，在此背景下，

成品纸价出现回调，废纸市场获利盘也集中

兑现，废纸价格也因此掉头向下。 18日至20

日期间，废纸价格每吨累计下跌220元-270

元，已恢复至7月初时价格水平。 ”卓创资讯

废纸分析师刘健表示。

刘健分析，短期来看废纸价格有望及时

止跌，并迎来小幅反弹，但恢复至7月高点或

需较长时间。 7月20日造纸板块多只股票大

涨主要与半年报业绩公布有关，与此轮废纸

涨价关系不大。

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7月20日，国废

黄板纸价格为2062元/吨， 本月高点出现在

17日，为2191元/吨。 天眼查数据还显示，国

内名称带有 “造纸” 字眼的在业企业共计

1185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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