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动性收紧难持续 “春躁”根基犹在

本报记者 胡雨

备受关注的A股2021年1月行情落幕。 在经历连续数周冲高后，本周A股三大股指出

现明显回调，几乎抹去1月以来全部涨幅。 截至1月29日收盘，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1

月涨幅分别回落至0.29%、2.43%、5.48%。

在业内人士看来，市场各方对于流动性收紧预期的忧虑，以及海外市场震荡是引发近期

市场回调的重要原因。 不过，1月29日央行再度净投放近千亿元、北向资金逆势抄底等积极信

号也值得关注。 从基本面看，截至1月29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有超过1400家上市公司

2020年业绩预喜。

不少机构人士认为，市场春季行情大概率延续，一季度将是今年最值得关注和布局的窗

口期。 配置方面，仍建议积极关注科技、消费、顺周期相关领域机会。

三大指数月度收涨

1月29日是A股2021年1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29日收盘，上证指数跌0.63%报3483.07点；深证成指跌0.61%报14821.99点；创业板指跌1.04%报3128.86点。 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休闲服务、食品饮料等板块涨幅居前；国防军工、电气设备、采掘、钢铁等板块跌幅相对较大。

回顾整个1月行情，在经历年初“开门红”后A股三大股指全线走高，不断改写近5年半以来新高纪录，伴随着北向资金持续买入，市场日成交额多次突破万亿元关口。 1月中旬以来指数出现横盘震荡，进入本周（1月25日至1月29日）指数冲高回落，三大股指在周初再创近5年半新高后深度回调，几乎抹去整个1月以来的涨幅。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29日收盘，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全周跌幅分别为3.43%、5.16%、6.83%，均创下近4个月来周跌幅新高；整个1月，前述三大股指月度涨幅分别为0.29%、2.43%、5.48%。

行业板块方面，28个申万一级行业1月有半数上涨，其中顺周期板块表现依旧活跃，化工、银行两大板块月涨幅均超过6%，有色金属、轻工制造、汽车等板块月涨幅均超过2%；国防军工板块1月大跌10.20%，商业贸易、纺织服装、通信、非银金融等板块月跌幅均超过7%。

对 比 历 史 数 据 而 言 ， 2021 年 1 月 A 股 整 体 行 情 走 势 并 不 差 。 以 沪 指 为 例 ， 2021 年 1 月 沪 指 累 计 上 涨 0 . 29 % ， 在 最 近 10 年 表 现 中 位 居 中 游 水 平 ， 其 表 现 劣 于 2017 年 、 2018 年 、 2019 年 、 2012 年 及 2013 年 。 2014 年 至 2016 年 ， 沪 指 1 月 整 体 均 出 现 下 跌 ， 2016 年 1 月 跌 幅 更 是 超 过 22 % ； 在 刚 刚 过 去 的 2020 年 ， 当 年 1 月 沪 指 也 以 2 . 41 % 跌 幅 收 尾 。

积极因素值得关注

1月末市场大幅回调令投资者风险偏好明显偏向谨慎，A股后市还能否延续跨年行情？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当前市场有以下积极因素值得关注。

首先是流动性方面，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4705亿元，但就在1月29日，央行开展了1000亿元逆回购操作，当天累计实现净投放980亿元，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市场各方对流动性的担忧情绪。 消息面上，1月29日有传闻称，为加强流动性管理，央行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上调且需提前2天申请，对此央行迅速回应称“这一传言完全不属实” 。

东北证券策略分析师邢妍姝认为，流动性收紧难持续：短期宏观流动性最紧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预计节前市场资金面将保持相对平稳，银行间拆放利率持续高于政策利率的可能性较小；叠加外资岁末年初流入新兴市场这一季节效应，中期来看，微观流动性有望继续受到提振。

其次是北向资金。 “聪明钱”在2021年1月累计净流入399.58亿元，在历年月度净流入规模排名中居前；1月8日北向资金单日净流入206.15亿元，创下2014年沪港通开通以来单日净流入规模历史次高；1月29日A股三大股指集体回落，北向资金逆势净流入超过25亿元。

在国盛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启尧看来，2021年全年外资入场趋势不改，保守估计，配置型资金全年有望流入2000亿元，外资总体净增量有望达到3000亿元。 参考往年季节性规律，年初外资“开门红”效应可能会继续上演。

第三，上市公司业绩预喜也为后市行情提供了来自基本面的支撑。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29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共有2345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2020年业绩预告或快报，其中净利润同比预增的合计达1427家，占比为60.85%；267家公司2020年净利润同比扭亏，近550家公司2020年净利润同比增幅超100%。

布局科技、消费领域

A股2021年2月行情即将展开，后市将会呈现怎样的走势，整个一季度市场还会涌现哪些投资机会？

华金证券策略分析师林帆认为，受经济一季度加速复苏确定性较高、增量资金入场总体保持积极、货币政策保持中性稳定的概率相对较高等因素支撑，春季行情大概率将延续。 建议关注三大重点投资方向：一是需求回补，业绩改善高弹性的顺周期品种，如有色金属、化工、汽车等；二是行业景气周期大概率将延续的新能源和高端装备行业；三是港股低估值龙头和新经济龙头。

太平洋证券策略分析师周雨认为，货币政策仍保持“不急转弯” ，后续市场利率大幅高于政策利率的情形有望修正，随着流动性预期修正，2月仍存布局“春季躁动”契机。

中信建投证券策略团队指出，2021年经济复苏后，货币政策正常化带来的流动性边际收紧将主导市场，市场上行的驱动力主要来自经济复苏，全年市场走势有望呈现“一波三折”的特征，最主要行情或出现在2021年一季度，建议投资者把握一季度投资机会。 短期来看，有色金属、石油产业链、全球航运等周期行业将表现持续占优，科技和消费领域仍然值得长期布局。

三大指数月度收涨

1月29日是A股2021年1月最

后一个交易日。Wind数据显示，截

至 1月 29日收盘， 上证指数跌

0.63%报3483.07点； 深证成指跌

0.61%报14821.99点； 创业板指跌

1.04%报3128.86点。28个申万一级

行业中，休闲服务、食品饮料等板

块涨幅居前；国防军工、电气设备、

采掘、钢铁等板块跌幅相对较大。

回顾整个1月行情， 在经历年

初“开门红” 后A股三大股指全线

走高， 不断改写近5年半以来新高

纪录， 伴随着北向资金持续买入，

市场日成交额多次突破万亿元关

口。 1月中旬以来指数出现横盘震

荡， 进入本周 （1月25日至1月29

日）指数冲高回落，三大股指在周

初再创近5年半新高后深度回调，

几乎抹去整个1月以来的涨幅。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29日

收盘，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

指全周跌幅分别为3.43%、5.16%、

6.83%， 均创下近4个月来周跌幅

新高；整个1月，前述三大股指月度

涨幅分别为0.29%、2.43%、5.48%。

行业板块方面，28个申万一级

行业1月有半数上涨，其中顺周期板

块表现依旧活跃，化工、银行两大板

块月涨幅均超过6%， 有色金属、轻

工制造、 汽车等板块月涨幅均超过

2%；国防军工板块1月大跌10.20%，

商业贸易、纺织服装、通信、非银金

融等板块月跌幅均超过7%。

对比历史数据而言，2021年

1月A股整体行情走势并不差。 以

沪指为例，2021年 1月沪指累计

上涨0 . 29% ， 在最近10年表现中

位居中游水平，其表现劣于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2 年 及

2013年。 2014年至2016年，沪指1

月整体均出现下跌，2016年 1月

跌幅更是超过22%； 在刚刚过去

的 2020年， 当年 1月沪指也以

2 . 41%跌幅收尾。

积极因素值得关注

1月末市场大幅回调令投资者

风险偏好明显偏向谨慎，A股后市

还能否延续跨年行情？中国证券报

记者梳理发现，当前市场有以下积

极因素值得关注。

首先是流动性方面，本周央行

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4705亿元，

但就在1月29日，央行开展了1000

亿元逆回购操作，当天累计实现净

投放980亿元， 一定程度上缓和了

市场各方对流动性的担忧情绪。消

息面上，1月29日有传闻称，为加强

流动性管理， 央行常备借贷便利

（SLF） 利率上调且需提前2天申

请，对此央行迅速回应称“这一传

言完全不属实” 。

东北证券策略分析师邢妍姝

认为，流动性收紧难持续：短期宏

观流动性最紧的时候可能已经过

去，预计节前市场资金面将保持相

对平稳，银行间拆放利率持续高于

政策利率的可能性较小；叠加外资

岁末年初流入新兴市场这一季节

效应，中期来看，微观流动性有望

继续受到提振。

其次是北向资金。 “聪明钱”

在2021年1月累计净流入399.58亿

元，在历年月度净流入规模排名中

居前；1月8日北向资金单日净流入

206.15亿元，创下2014年沪港通开

通以来单日净流入规模历史次高；

1月29日A股三大股指集体回落，

北向资金逆势净流入超过25亿元。

在国盛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张启尧看来，2021年全年外资入场

趋势不改，保守估计，配置型资金

全年有望流入2000亿元， 外资总

体净增量有望达到3000亿元。 参

考往年季节性规律，年初外资“开

门红” 效应可能会继续上演。

第三，上市公司业绩预喜也为

后市行情提供了来自基本面的支

撑。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29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共有2345

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2020年业

绩预告或快报，其中净利润同比预

增 的 合 计 达 1427 家 ， 占 比 为

60.85%；267家公司2020年净利润

同比扭亏，近550家公司2020年净

利润同比增幅超100%。

布局科技、消费领域

A股2021年 2月行情即将展

开， 后市将会呈现怎样的走势，整

个一季度市场还会涌现哪些投资

机会？

华金证券策略分析师林帆认

为，受经济一季度加速复苏确定性

较高、 增量资金入场总体保持积

极、货币政策保持中性稳定的概率

相对较高等因素支撑，春季行情大

概率将延续。建议关注三大重点投

资方向：一是需求回补，业绩改善

高弹性的顺周期品种， 如有色金

属、化工、汽车等；二是行业景气周

期大概率将延续的新能源和高端

装备行业；三是港股低估值龙头和

新经济龙头。

太平洋证券策略分析师周雨

认为， 货币政策仍保持 “不急转

弯” ，后续市场利率大幅高于政策

利率的情形有望修正，随着流动性

预期修正，2月仍存布局 “春季躁

动” 契机。

中信建投证券策略团队指出，

2021年经济复苏后，货币政策正常

化带来的流动性边际收紧将主导

市场，市场上行的驱动力主要来自

经济复苏，全年市场走势有望呈现

“一波三折” 的特征，最主要行情

或出现在2021年一季度，建议投资

者把握一季度投资机会。 短期来

看，有色金属、石油产业链、全球航

运等周期行业将表现持续占优，科

技和消费领域仍然值得长期布局。

● 本报记者 胡雨

备受关注的A股2021年1

月行情落幕。 在经历连续数周

冲高后， 本周A股三大股指出

现明显回调，几乎抹去1月以来

全部涨幅。 截至1月29日收盘，

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

指1月涨幅分别回落至0.29%、

2.43%、5.48%。

在业内人士看来，市场各

方对于流动性收紧预期的忧

虑，以及海外市场震荡是引发

近期市场回调的重要原因。 不

过，1月29日央行再度净投放

近千亿元、北向资金逆势抄底

等积极信号也值得关注。 从基

本面看， 截至1月29日中国证

券报记者发稿时，有超过1400

家上市公司2020年业绩预喜。

不少机构人士认为，市场

春季行情大概率延续，一季度

将是今年最值得关注和布局

的窗口期。 配置方面，仍建议

积极关注科技、消费、顺周期

相关领域机会。

银行保险机构董事监事履职行为将进一步规范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1月29日，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

险机构董事监事履职评价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办法》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厘

清责任主体。 《办法》明确监事会对

董事监事履职评价工作承担最终责

任。 董事会、高级管理层支持和配合

履职评价工作。 二是明确评价内容。

《办法》梳理了银行保险机构董事监

事的基本职责和具体义务，强调了差

异化的履职要求，要求履职评价应当

至少包括履行忠实义务、履行勤勉义

务、 履职专业性、 履职独立性与道德

水准、 履职合规性五个维度， 并列举

了履职评价应当关注的重点内容。 三

是规定评价的制度、 程序、 方法与标

准。 《办法》 明确履职评价结果分为

称职、 基本称职和不称职三个类别，

重点列举了 “不得评为称职” 以及

“评为不称职” 的相关情形，并就履职

评价违反监管规定的情形提供了救济

机制。 四是加强评价应用与监督管理。

《办法》 明确银行保险机构应根据履

职评价结果提出工作建议或处理意

见， 对违法违规的董事监事依法追究

责任， 要求在公司治理评估、 市场准

入、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等工作中

强化评价信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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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提高公司治理质效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1月29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银

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 （征求意见

稿）》， 旨在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提高公

司治理质效，促进银行保险机构科学健

康发展。

《准则》是我国银行业保险业公司

治理的纲领性制度， 共11章117条，包

括总则、党的领导、股东与股东大会、董

事与董事会、监事与监事会、高级管理

层、利益相关者与社会责任、激励约束

机制、信息披露、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

附则。

《准则》 充分立足我国国情，注

重借鉴国内外良好实践。 一是将党的

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的要求正

式写入监管制度。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准则》单设一章，首次在

监管制度层面对国有机构党的领导

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提出总体要求，

同时明确民营机构要积极发挥党组

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二是吸收整合了

现有银行业监管规制与保险业监管

规制的核心要义及相关表述。 银行业

和保险业现有公司治理监管制度各

有优势与特点，《准则》 吸收借鉴了

两类规制的优势，统一了商业银行和

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要求。 三是积

极响应 《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公司

治理原则》的倡导要求。《准则》吸收

借鉴了 《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公司

治理原则》所倡导的良好做法，如注

重保护中小股东权益，要求董事公平

对待所有股东，明确董事会应当执行

高标准的职业道德准则，注重保护利

益相关者合法权益，鼓励支持员工参

与公司治理。

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结算风险控制指引

征求意见

●本报记者 胡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沪深证券交易所近日联合就

修订 《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结算

风险控制指引》 公开向市场征求

意见。

本次修订《风控指引》，有助于

进一步完善交易所市场债券质押式

回购（简称“债券回购” ）业务交易

结算风险管理机制， 推动交易所债

券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风控指引》 自2016年12月发

布实施以来， 交易所市场多层次、立

体化、全方位债券回购风险管理体系

基本建立，基本债券回购风控指标体

系不断健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沪深证券交易所、结算参

与人等多方参与的多层次风险管理

体系持续完善，基本建立了包括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风险监测、压力测试、

风险预案等一整套风险管理制度，在

管理和防范交易所债券回购风险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交易所债

券回购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债券回购

风险总体呈现持续收敛态势，较好发

挥了市场流动性补充和支持服务实

体经济的效能。

由于近年来市场内外部环境变

化影响， 当前债券回购风险管理制

度也逐步暴露出了一些不适应性。

为此， 上述两家机构联合组织对

《风控指引》进行了适应性修订，以

更好满足债券回购风险管理与市场

规范发展的实际需要 。 此次修订

《风控指引》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

一是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保护，

规范以信用债开展质押式回购交易

的适当性要求。 近年来债券信用风

险时有暴露， 对投资者的风险识别

能力、 流动性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

较高要求，为更好加强投资者保护，

相应提高了一般法人机构开展债券

回购的担保品要求， 仅允许其以利

率债入库开展债券回购。 需要说明

的是，上述调整仅限于一般法人机构

参与债券质押式回购，一般法人机构

参与交易所市场协议回购、三方回购

交易的相关规定不变。 经统计，目前

全市场仅50余户一般法人机构参与

债券回购交易，所涉回购未到期余额

不足60亿元， 市场余额占比不足

0.5%， 对交易所债券回购市场整体

格局影响较小。

二是按照有保有压、结构优化的

原则，对基本债券回购风险指标做了

优化。 一方面，适当放松利率债回购

风控指标限制，以更好满足市场回购

交易需求，鼓励市场更多运用利率债

券开展债券回购，促进改善交易所债

券回购担保品质量。 另一方面，适当

严格信用债回购风险指标要求，新增

信用债单一发行人入库集中度指标，

以降低债券信用风险向回购融资主

体回购违约风险传递的可能性，防范

担保品管理的错向风险。

三是加强结算参与人风险管理

职责，完善债券回购自律管理体系。

一方面， 要求结算参与人进一步加

强对回购融资主体的事前、 事中持

续风险管理， 压实结算参与人风险

管理责任。 另一方面，加强对回购融

资主体及结算参与人的自律管理，

明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 沪深证券交易所可实施的自律

管理措施类型。

为平稳推动《风控指引》修订工

作，尽量降低对市场参与主体正常交

易的不利影响，本次《风控指引》修

订拟按照新老划断原则，对于不满足

新修订基本债券回购风险指标要求

的存量债券回购交易，预留了一定的

过渡期，具体安排将在《风控指引》

发布通知中予以明确。

下一步，上述两家机构将结合意

见征求情况，组织对《风控指引》做

进一步修订完善，择机发布实施。 在

此过程中，中国结算、沪深交易所将

持续深入做好市场沟通、业务培训等

市场组织工作， 确保此次 《风控指

引》修订工作平稳实施。

流动性收紧难持续 “春躁” 根基犹在

名称 预告日期

预警

类型

净利润同比

增长上限(%)

中欣氟材 2021-01-29 扭亏 17,969.73

ST宏盛 2021-01-29 预增 16,202.69

圣湘生物 2021-01-19 预增 7,008.00

宁波东力 2021-01-29 预增 6,574.29

江苏索普 2021-01-23 扭亏 4,712.24

恒通股份 2021-01-28 预增 4,673.00

晶华新材 2021-01-21 预增 4,584.00

天赐材料 2020-10-27 预增 4,495.59

欣龙控股 2021-01-30 预增 4,458.64

英科医疗 2021-01-25 预增 3,993.85

国华网安 2021-01-30 预增 3,449.07

ST永泰 2021-01-18 预增 3,327.85

天邦股份 2021-01-26 预增 3,186.77

寒锐钴业 2021-01-25 预增 2,856.94

寒锐钴业 2021-01-22 预增 2,856.94

傲农生物 2021-01-30 预增 2,369.50

达安基因 2020-10-31 预增 2,286.59

通富微电 2021-01-28 预增 2,094.20

振芯科技 2021-01-25 预增 1,862.15

星云股份 2021-01-28 预增 1,816.36

东方生物 2021-01-06 预增 1,795.10

之江生物 2021-01-28 预增 1,705.10

之江生物 2020-12-09 预增 1,608.47

振德医疗 2021-01-15 预增 1,568.61

鲁银投资 2021-01-29 预增 1,507.47

海欣食品 2020-10-28 预增 1,288.91

长电科技 2021-01-23 预增 1,287.27

顺钠股份 2021-01-28 预增 1,167.00

星网宇达 2020-10-10 预增 1,106.73

明德生物 2021-01-13 预增 1,104.07

博创科技 2021-01-14 预增 1,100.00

国睿科技 2021-01-23 预增 1,070.81

好想你 2020-10-31 预增 1,057.67

南方轴承 2021-01-11 预增 1,037.00

华鑫股份 2021-01-23 预增 1,002.00

英唐智控 2021-01-28 扭亏 967.73

宇环数控 2021-01-25 预增 961.46

华友钴业 2021-01-23 预增 960.85

陕西黑猫 2021-01-21 预增 933.00

可立克 2021-01-29 预增 931.88

银禧科技 2021-01-29 预增 922.00

硕世生物 2021-01-30 预增 914.68

三泰控股 2021-01-27 预增 821.08

贵州轮胎 2021-01-22 预增 769.00

甘化科工 2021-01-28 预增 766.00

南风股份 2021-01-27 预增 761.00

康泰医学 2021-01-27 预增 740.32

华大基因 2021-01-27 预增 732.34

亚宝药业 2021-01-19 预增 726.93

部分公司2020年业绩预告情况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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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抵押经营贷” 购房流水线

（上接A01版） 另一方面则是

银行的审批漏洞。 而审批漏洞是不

是银行内部人有意为之， 业内人士

看法不同。

有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对记者

表示，银行实际上很难精确追踪每笔

贷款资金流向，市场上有一些专门用

于走账的空壳公司，资金绕了几道之

后就很难再查出去向了。“资金要是

去买了房， 从资产质量的角度来看，

风险要比经营贷小很多。真的小微企

业经营贷，我们反而会很关注企业的

经营状况及是否会逾期。 ” 前述客户

经理对记者表示。

对此，有中介机构人士对记者表

示，中介机构在各家银行都有比较相

熟的信贷业务人员。一些银行的业务

员是了解资金实际用途的。“有些信

贷员知道资金是用于购房，反而比较

容易批复。 毕竟资金用于买房，实际

风险比用于企业经营低得多。 ” 有中

介机构人士对记者坦言。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一些银行人

士的“承认” 。 某股份制银行分行副

行长对记者表示，尽管监管层明令禁

止，但“抵押经营贷” 资金违规进入

楼市一直时有发生。

他认为，银行如此操作，可能主

要有资产规模和资产质量两方面的

动机。“目前监管部门对各家银行的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有最低要求。

这意味着，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一

定规模，银行才能开展其他业务。 长

期以来，银行的模式都是‘傍大户’ ，

于是各家都开始抢着做小微企业贷

款，因为做大小微企业贷款才可能继

续‘傍大户’ 。 因此不排除有些银行

通过这种方式做增量做规模。另一方

面则是出于资产质量的考虑。小微企

业贷款不良率相对较高，考验的是银

行风险定价能力。而房贷则是银行质

量最好的资产之一，逾期率极低。 有

些银行尚未接受 ‘赚辛苦钱’ 的观

念， 不排除通过将少量 ‘抵押经营

贷’ 变身房贷的做法来保持整体小

微业务资产质量的稳定。 ”

监管出重拳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

出，“抵押经营贷” 进入楼市是个老

问题， 以往这类业务实际门槛不低，

规模有限，对楼市影响有限。 但目前

值得警惕的是，一般企业经营性贷款

利率与个人房贷利率大比例倒挂，金

融套利的风险不容忽视。

违规信贷资金进入楼市一直是

监管机构严打的领域。 2020年4月，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曾进

行审查， 要求辖内商业银行自查房

产抵押经营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

市场情况。 2020年4月23日，央行上

海总部召开上海房地产信贷工作座

谈会，要求坚持“房住不炒” 定位，

严禁以房产作为风险抵押， 通过个

人消费贷款和经营性贷款等形式变

相突破信贷政策要求， 违规向购房

者提供资金， 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平

稳健康发展。

2020年6月，银保监会发布《关

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

“回头看” 工作的通知》与《2020年

银行机构市场乱象整治 “回头看”

工作要点》，在“房住不炒” 政策方

面， 个人综合消费贷款、 经营性贷

款、 信用卡透支等资金挪用于购房

成为监管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之

一。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去年有多家

银行因经营贷款资金违规流入楼市

收到大额罚单，其中不乏国有大行、

股份制银行， 相关工作人员也受到

处罚。

今年以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内，已有厦门银行、工行衢州分行、江

西德兴农商行等多家银行因存在资

金违规进入楼市问题而收到罚单。其

中，经营性贷款被挪用于购房成为重

点打击方向。

1月11日，银保监会嘉兴监管分

局发布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

示， 浙江稠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分行因信贷管理不审慎， 个人经

营性贷款资金被挪用于购房， 被处

罚款人民币30万元。 1月19日，厦门

银行和工行衢州分行均因信贷资金

违规流入楼市等被当地监管分局处

罚。 其中，厦门银行因个人经营性贷

款资金被挪用流向房地产领域被厦

门银保监局罚款20万元。 工行衢州

分行因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市、股

市等被银保监会衢州监管分局罚款

9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