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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用卡新规发布后，各大银行对信用卡
业务进行持续调整。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
现，近日有部分银行发布公告对信用卡资金用
途规范进行明确，要求信用卡资金不得用于房
地产领域、投资理财领域、购买非消费型保险
等。

业内人士认为，严控信用卡资金流向，有助
于规范信用卡市场秩序，更好保护持卡人合法
权益。

加强信用卡资金用途管控
近日，广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营造良好的

信用卡使用环境，保障持卡人信用卡资金安全，
根据国家监管要求，对信用卡资金用途进一步
重申。

根据公告，信用卡资金不得用于房地产领
域，如购买房产、支付购房首付款、购买车位、缴
纳房产税等；不得用于投资理财领域，如购买股
票、基金、期货、理财产品、投资性贵金属及其他
权益性投资；不得用于购买分红型保险、投资连
结险、万能险等非消费型保险；不得用于生产经
营领域，如批发经营、烟草类商品配送及结算货
款、缴纳经营性税款等；不得用于比特币等虚拟
交易；不得用于偿还债务，如偿还信用卡、贷款、
借呗、微粒贷等欠款；不得用于购买彩票、赌博
等。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还有
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加强信用卡资金用途管控。
海口农商银行于4月底发布公告称，管控信用
卡在分类别商户的交易，同时加强信用卡异常
用卡行为的管理。今年1月，光大银行、北京银
行发布公告称，加强信用卡消费和现金分期资
金流向管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银行发布的公告中，
均提到对非消费领域交易行为的管控措施。比
如，根据广发银行公告，若持卡人信用卡资金用
于上述或其他非消费领域，可能导致交易失败；
该行将对涉嫌非消费领域交易行为持卡人采取

包括但不限于限制交易、降额、停卡、终止分期
等相关措施。

规范市场秩序
对于规范信用卡资金用途的原因，多家银

行表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保障持
卡人信用卡资金安全。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有
助于规范信用卡市场秩序，更好保护持卡人合
法权益。

去年7月，原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
发展的通知》指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有
效措施及时、准确监测和管控信用卡资金实际
用途。信用卡资金不得用于偿还贷款、投资等
领域，严禁流入政策限制或者禁止性领域。

自《通知》发布后，陆续有不少银行发布相
关公告，严控信用卡资金流向。巨丰投顾高级
投资顾问翁梓驰表示，银行发布公告对信用卡
资金用途进行规范，首先，是为了满足监管要
求；其次，能够规范信用卡业务良性发展。

从监管部门开出的罚单来看，信用卡资金
流向是监管的重点关注领域之一。比如，今年
5月，原中国银保监会网站发布的行政处罚信
息显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乌鲁木齐市分行因
信用卡透支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未有效
监督个人贷款资金使用，致使贷款资金被挪用
的违法违规事实，被处罚款60万元。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对信用卡的风控会更
加严格，银行应进一步加强信用卡的经营管
理。翁梓驰认为，未来银行应进一步提升内部
风控能力，加强对信用卡套现、骗贷等行为的风
险识别。

对于持卡人个人来说，也应该理性使用信
用卡。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对持卡人
来说，应理性使用信用卡，不过度透支，不违规
套现，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让信用卡成为个人
的“信用名片”。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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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民营企业贷款快速增长，增速高于人民币
贷款整体增速。但在亮眼的金融数据的另一面，微观主
体信心偏弱、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等现状无法忽视。

记者调研发现，当前，一些民营企业对于投资扩产仍
在观望，也有不少民营企业试图创新转型、开拓市场，新
的融资需求也随之而来。稳定的资金支持有利于民营企
业稳定发展预期。

总体看，民营企业融资获得感有所提升，信贷成本、
放款效率、获取信贷产品的便利程度等均有明显改善。
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几家抬”的政策合力有望持续发挥作
用。

信贷高增与民间投资“背离”
据原银保监会统计，一季度，民营企业贷款新增3.7

万亿元，同比多增1万亿元。但民间投资未能与信贷规
模“同步快跑”。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未见显著改善，前4
个月仅增长0.4%。

“民营企业对市场温度的变化很敏感。”一位股份行
人士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一些民营企业依然面临着生存
压力，核心问题在于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不旺，缺少新
增订单，甚至原有订单减少，而海外市场需求也未见明显
提振。很多民营企业选择在现有的市场中做存量业务的
再分割或替换。

另一位大行人士表示，疫情的伤痕效应依然存在，一
些民营企业对于投资扩产还在观望，不会马上决定“大干
一场”，对于资金需求也认为可以“再缓一缓”。

企业平均贷款利率持续刷新历史低值，低成本资金
却似乎难以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投资扩产意愿。去年以
来，金融部门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很多有需求的企业
其实已经贷过款了。”在前述股份行人士看来，继续降低
贷款利率的边际效应可能正在递减。

分析今年一季度民营企业贷款快速增长的原因，有
银行人士认为，除了经济企稳回升、企业贷款需求转暖之
外，民营企业选择在利率低位贷款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此外，一些企业可能把此前的高定价贷款到期置换为低
定价贷款，以压缩融资成本。因此，新增信贷对于企业投
资扩产的带动效应或许偏弱。

但结构性的差异也客观存在。一位小微业务条线的

银行人士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企业需求有所提振，尤其是
服务业复苏较快。前述股份行人士表示，中高端制造业
中的头部企业、生产设备制造商等，对于核心产品提质提
量的需求依然较强。

金融支持民企“几家抬”持续发力
得益于宏观政策支持、企业自身发展以及金融机构

助力，睿能世纪近年来获得的信贷资源持续提升。
2022年，睿能世纪取得了“专精特新”资质。“和我们

合作的金融机构明显增加。信贷成本、获取信贷产品的
便利程度、放款效率等都有明显改善。”何昇融说，自
2022 年以来，公司陆续与几家优质银行达成了信贷合
作。

中信银行是其中之一。该行向睿能世纪发放了300
万元的纯线上信用贷款“科创e贷”，额度循环使用，最终
利率不到4%。

“公司的设备主要在各地电厂，纯信用贷款很适合我
们这类在当地缺少不动产的企业。资金随借随还，不需
要重新走贷款流程也很方便。我们能感受到，合作银行
在尽力推动工作，这也给了企业发展信心。”何昇融说。

“专精特新”资质让企业在银行面前增加了含金量。
这正是多部门发挥合力，从产业、货币、信贷等角度支持
科创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期，金融支持
民营企业“几家抬”政策合力持续加码。

近期，福建多部门出台《金融支持福建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工作意见》，统筹金融资源助力优化民营经济发
展环境。福建首期100亿元中小微企业提质增产争效专
项资金贷款已经设立，用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转型、开
拓市场。《意见》还支持民营企业上市挂牌，支持符合条件
民营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

4月，陕西印发了《大力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十
条措施》，明确搭建有利于民间投资项目与金融机构沟通
衔接的平台；引导银行机构与投资机构建立市场化投贷
联动机制，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海市工商联与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于4月联合开展“上海金融支持民营
经济服务月”活动，共同举办了银企对接暨集中授信签约
活动，30家企业获得授信支持1200亿元。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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