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郑瑜 北京报道

7 月，两家持牌消费金融

公司同日收到罚单。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网站显示，一家消费金融公司

因个人消费贷款贷前调查不

尽职、个人消费贷款违规流入

股市、消费者投诉渠道管理不

尽职，被处以罚款 145 万元。

而两名负责人对相关业务负有

直接责任，二人同时被处以警

告，且二人分别被处以罚款 5

万元。

同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上海监管局还对个人开

出罚单，因对中银消费金融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消费

金融”）员工行为管理严重违

反审慎经营规则负有直接责

任，时任中银消费金融有限

公司重庆区域中心职员万意

被处罚，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

五年。

根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不

完全统计，年内已经有 5 家持

牌消费金融公司收到罚单，处

罚金额合计605万元。虽然处

罚数量较少，但是当前消费金

融总共数量为31家，并且2023

年年内7家消费金融公司罚单

合计金额不过369万元。年内

消费金融公司合规问题受关注

程度可见一斑。

本报记者 陈晶晶 北京报道

近日，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幸福人寿”）相继

经历了两件大事，引发行业热议。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债资信”）、联合资

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合资信”）两家评级公司相继

发布关于幸福人寿资本补充债券

跟踪评级报告，报告中均下调了

幸福人寿的主体信用等级。

而在评级机构下调幸福人寿

主体信用评级背后，幸福人寿正

在经历人事、股权等重大调整。

7 月 15 日，幸福人寿有 4 名

董事同时辞去相关职务，另有一

名新任董事到位。

根据偿付能力报告中披露的

高管信息，此次董事会成员变更

后，幸福人寿董事会已无成员来自

第一大股东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泰财险”）。

对于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

投资资产违约超过50亿元、经营

业绩等相关情况，幸福人寿相关

负责人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公司暂时不予回应。

中债资信、联合资信相关负

责人均对本报记者表示，关于下

调幸福人寿信用评级，一切以评

级报告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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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亿存量违约投资资产

中债资信出具的幸福人寿

2018 年资本补充债券跟踪评级

报告，将幸福人寿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从原来的A下调至A-，将债

券信用等级从A-下调至BBB+。

联合资信通过对幸福人寿主体

及其相关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跟踪

分析和评估，确定下调幸福人寿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维持“15

幸福人寿”信用等级为 AAA，下调

“18幸福人寿”信用等级为 A+。

记者注意到，两家评级机构

都重点指出了幸福人寿的非标投

资违约规模较大的现实情况。

中债资信在评级报告中指明，

幸福人寿历史投资中违约资产化

解压力仍很大。截至2024年一季

度末，幸福人寿违约资产合计账面

余额为54.30亿元，其中，债券、信

托计划、私募股权基金违约账面余

额分别为0.41亿元、35.84亿元和

18.05亿元，减值计提比例分别为

78.57%、43.28%和 54.58%，仍有

28.62亿元减值缺口，未来仍面临

进一步存量风险资产处置及减值

压力，将对幸福人寿盈利能力和偿

付能力持续造成拖累。

联合资信亦指出：“2023年以

来，幸福人寿无新增违约投资资

产，违约投资资产均为存量投

资。截至 2024 年 3 月末，幸福人

寿投资的非标资产涉及违约的账

面余额为53.89亿元，大部分为投

资的信托计划，融资主体涉及医

药行业、房地产行业和基础设施

建筑业等。”

记者从业内知情人士处获

悉，上述出现违约的资产大部分

属于幸福人寿在 2020 年之前投

资的存量。

年报显示，2018年幸福人寿

因投资端出现较大亏损，导致当

年净利润为-68亿元。当年其投

资资产总额为 702.15 亿元，资产

减值损失金额达到46.14亿元。

来自联合资信评级报告的数

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年末，幸福

人寿非标投资违约总额为 26.21

亿元，计提减值准备14.78亿元。

截至2020年年末，信托计划涉及

违约的账面余额为24.02亿元，计

提减值 13.21 亿元；不动产债权

计划投资账面余额为1.01 亿元，

计提减值0.81亿元。

截至 2022 年 3 月末，幸福人

寿所投资的非标资产涉及违约的

账面余额达到53.48亿元，计提减

值23.48亿元。

对于已违约资产如何处置的

问题，联合资信在评级报告中披

露，2023年一季度末至2024 年一

季度末，幸福人寿通过现金回收

和展期的方式累计处置14.86 亿

元违约投资资产，其余部分违约

投资资产正在进行诉讼程序，部

分违约资产具有较为足额的抵

押，另有部分违约投资资产涉及

融资主体债务重组，将按照重组

进程进行债权清偿。

“针对违约投资，幸福人寿合

计计提减值准备 25.36 亿元，考

虑到公司非标投资违约规模较大

以及当前信用事件频发的市场背

景，需关注相关资产未来收回以

及存量投资资产质量变化情况。”

联合资信在评级报告中称。

贷前与贷后问题频发

中银消费金融方面回应记者

表示，公司在罚单所提及事件发

生以后，坚持“当下改”与“长久

立”紧密结合，不断完善内控案防

机制，加强员工行为管理，深化以

案促改，深入反思警醒，开展警示

教育活动，通过从严执纪问责、加

强合规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员工

合规意识。

记者发现，同样在 7 月受到

处罚的还有兴业消费金融公司，

其因未按规定及时终止与存在

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第三方机

构合作；合作机构管理不审慎；

将贷前调查关键环节外包；违规

改变信用保证保险赔付条款；贷

款“三查”不到位，贷款资金由他

人归集使用并偿还，被处以罚款

170 万元。时任兴业消费金融股

份公司昆仑业务部总监被处以

警告。

兴业消费金融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高度重视监管意见，认真

反思，在现场检查过程中即立查

立改，并成立专项整改工作小组，

制定整改计划和具体措施，当前

已按监管要求完成全部整改工

作。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将

严格落实监管要求，全面加强风

险管控，提升风险经营能力，扎实

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促进

业务高质量发展。

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

师王蓬博表示，从今年来看，消费

金融公司处罚内容存在一些共性

问题，例如，监管要求消费金融公

司确保合作机构与合作事项符合

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已经

成为消费金融公司处罚的重灾区，

值得各大从业机构关注。”冰鉴科

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诗强表示，

消费金融公司被处罚主要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办

法》第21条和46条第五项展开，即

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这与前

几年的处罚理由大致相似，值得从

业机构关注。

不过，也有消费金融公司内部

人士向记者坦言，消费金融公司内

部系统不如银行系统建设完备，银

行的监测比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完

善。“对于贷后管理，绝大部分消费

金融公司能做到的无非提醒或者

回访。”

记者从一家银行系消费金融

公司也了解到，其对贷后的账户资

金流向监控、贷后用途主要也是采

取电话回访、贷后用途凭证核查等

措施。

王诗强进一步解释道：“根据

相关政策，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严

格遵守审慎经营规则。但是，审慎

经营规则包涵的内容比较多，包

括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

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风险

集中、关联交易、资产流动性等内

容，建议各大消金公司针对该办

法进行内部专项培训，以便降低从

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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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遭下调 幸福人寿化解违约资产临考
逐渐推动业务转型

要逐步消化历史问题，还需发

展保险主业，不断提升业务价值，

增加现金流流入。

据了解，幸福人寿通过完善现

有业务渠道建设、调整产品布局等

措施，以价值型业务为负债端主要

发展目标，拉动续期保费收入规模

持续增长。

幸福人寿年报数据显示，2021

年—2023 年实现保险业务收入分

别 为 131.27 亿 元 、198.30 亿 元 、

224.87亿元。同期，净利润分别为

5.16亿元、1.71亿元、-1.40亿元。

营销渠道方面，幸福人寿主要

通过银行、个人代理及保险经纪等

渠道开拓保险业务，其中银保渠道

为最主要的业务销售渠道。

偿付能力报告数据显示，2023

年，幸福人寿以分红险为主的趸交

业务有所下降，使得当年趸交保费

收入有所下降，即传统寿险现金流

持续增加，万能险和分红险现金流

账户处于净流出状态。

联合资信评级报告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年末，幸福人寿传统寿

险占比同比提高 7.69 个百分点至

82.81%，主要系增额终身寿险保费

收入增长所致，万能险占比下降

5.35 个百分点至 1.20%，同期分红

寿险占比同比下降 2.16 个百分点

至10.58%。2023年，幸福人寿不断

加强期缴保障型产品的销售，保单

期限结构持续调整，13个月保单继

续率有所提升；25个月继续率保持

较高水平。

随着幸福人寿保单期限结构

的持续调整，幸福人寿新单业务主

要为五年交、六年交的中长期产

品，负债端久期较长，同时2023年

中长期产品新增较多，负债久期较

2022年也有所拉长。

幸福人寿也在 2023 年年报中

表示，根据保险风险监测指标情

况，2023 年结合自身实际采取措

施，防范和化解保险风险，包括继

续深入贯彻“回归本源、价值转型”

的产品理念，加大疾病、医疗、养

老、寿险等保障型产品开发，通过

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提高持续健康

发展能力。

2024年以来，幸福人寿仍以传

统寿险为主要产品销售类型，银保

渠道仍为保险业务主要营销渠

道。2024年前三月，幸福人寿实现

保险业务收入 89.39 亿元，净利润

3.42亿元。2024年一季度，累计净

现金流 35.23 亿元，累计净现金流

为正。

幸福人寿在偿付能力报告中

称，从2024年一季度流动性压力测

试结果看，公司整体流动性状况良

好，流动性风险可控。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偿付能力

动态监测和协同机制，及时研判存

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统筹资产负

债管理等各个领域的工作，动态调

整业务、财务和投资政策。合理控

制业务规模，优化负债结构，在保

证公司现金流不发生风险的前提

下，对业务规模进行有效控制；继

续控制市场风险最低资本较高的

权益类资产占比，控制权益价格风

险最低资本占用；优化资产配置，

缩小资产负债久期缺口；继续压降

公司销售成本及负债端资金成本，

提高公司盈利水平；研究制定符合

监管规定的、切实可行的再保险方

案，构建起有效的资本补充机制。”

幸福人寿进一步称。

监管趋严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

鹏表示，罚单数量和罚金的增加是

监管机构对消费金融公司加强监

督和管理力度的直接体现。这表

明监管机构对消费金融市场的规

范发展更加重视，对违规行为采取

更加严格的处罚措施，以维护市场

秩序和消费者权益。

“消费金融公司应建立健全内

部控制机制，确保各项业务操作符

合监管要求。这包括完善业务流

程、加强风险管理、提高信息透明

度等。通过加强内部控制，消费金

融公司可以降低违规风险，提高业

务运营的稳健性。并且加强员工

培训，提高全体员工的合规意识和

风险意识。员工是公司业务运营

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合规意识和

风险意识对公司合规工作的成效

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加强员工培

训，消费金融公司可以确保员工在

日常工作中能够自觉遵守合规要

求，降低违规风险。”王鹏强调。

在王鹏看来，关注重点风险领

域与及时跟进监管动态也是必不

可少的。“消费金融公司应针对监

管处罚中常见的问题和重点领域

进行专项合规检查和整改。例如，

信贷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

是监管机构关注的重点，也是消费

金融公司容易出现违规问题的领

域。因此，消费金融公司应加强对

这些领域的合规管理，确保业务操

作符合监管要求。”

“此外还需要关注监管机构的

最新政策和指导要求，及时调整和

优化合规管理策略。监管机构会根

据市场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需

要不断更新和完善监管政策。因

此，消费金融公司需要保持与监管

机构的沟通联系，及时了解最新的

监管动态和政策要求，以便及时调

整和优化自身的合规管理策略。”王

鹏补充道。

王蓬博表示，从近期多件罚单

可以看出监管从严的态势。“即使

是行业头部明星企业，也会一视同

仁的信号。这也说明监管在落实

和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长

牙带刺’的精神。”

王蓬博建议，消费金融公司应

加强与合作机构的管理，强化合规

意识，对一些此前已经披露出的共

性问题予以重视，将具体责任落实

到相关负责人并加强内控管理，对

内部出现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置。

此外，消费金融机构要重视贷

款全周期检查，贷前调查要重点保

证贷款信息资料的真实性，贷中检

查则要注意风控管理，准确评估放

贷风险，也要注意制度上的审核和

放款分离，贷后则要注意跟踪检查，

同时要加强行业信息共享，避免过

度授信、多头授信。

可以看到的是，在近年合规工

作稳步推进过程中，行业也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近日中国银行业协会

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

告（2024）》（以下简称《报告》）显示，

2023年消费金融公司加大消费信贷

供给力度，资产规模和贷款余额双

双突破万亿元，分别达到12087亿

元和11534亿元，同比增长36.7%和

38.2%，高于经济恢复速度，为恢复

和扩大消费需求作出了积极贡献。

股权和人事存变

幸福人寿偿付能力报告披露，

其股东股权未来或存在一定变数。

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幸福人

寿共有 18 家股东，其中诚泰财险

和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莞交投”）为第一、二

大股东，分别持有幸福人寿30%和

20.995%的股权。

根据偿付能力报告数据，2024

年一季度末，幸福人寿全部股东中

共有3家股东将其股份对外质押，

被质押股份数为24.95亿股，占全部

股本的比例约为 24.64%。全部股

东中共有 5 家股东所持股份被冻

结，被冻结股份数约为26.93亿股，

占全部股本的比例约为26.59%。

其中，幸福人寿第三大股东三

胞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幸福人寿

14.182%股权，全部遭质押和冻结，

目前该集团仍在推进债务重组。

深圳市亿辉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亿辉特”）所持幸

福人寿9.271%股权全部遭到冻结，

其中约有 64.51%股权被质押。深

圳市拓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拓天投资”）所持幸福人

寿约7.19亿股中有62.94%被质押，

12.69%被冻结。

曾经在 2022 年 11 月，深圳亿

辉特和深圳拓天投资两家公司拟

计划转让所持有的幸福人寿股

权。据北京产权交易所披露的幸

福人寿股权转让项目公告，上述

两家公司合计出售幸福人寿约

16.58 亿股股份，约占幸福人寿总

股本 16.375%。不过，从最新偿付

能力报告来看，相关股权并没有成

功转手。

需要注意的是，中债资信在幸

福人寿2018年资本补充债2024年

一季度定期跟踪评级信息公告中

透露，2023 年 9 月，深圳亿辉特拟

将其持有幸福人寿的4.66 亿股股

份（占比4.60%）以抵债方式转让给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目前仍在办理转股备案，股权转让

进展及对公司股权稳定性的影响

值得关注。

幸福人寿董事会成员方面，近

期亦存在较大变动。

7月15日，幸福人寿发布的重

大事项信息披露公告［2024］3 号

显示，幸福人寿第五届董事会由

13名董事组成，2024年1月1日至

2024年7月12日，共有4名董事王

慧轩、柏凌、陈沁、马 辞去幸福

人寿董事及相关职务，1 名董事

高雪君新任公司董事职务。2024

年内，董事会累计变更人数超过

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其

中在 3 月 20 日，王慧轩辞任幸福

人寿董事、董事长、董事会战略与

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等相关

职务。

截至发稿，幸福人寿并未公开

宣布董事长一职候选人。据幸福

人寿披露，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裁、首席投资官廖定进，主持公

司经营管理全面工作，分管人力

资源部、总裁办公室、董监事会办

公室、战略规划部、投资管理中心

工作。

截至 2024 年一季度末，幸福人寿违约资产合计账面余额为

54.30 亿元。

2024 年以来，幸福人寿仍以传统寿险为主要产品销售类型，银保渠道仍为保险业务主要营销渠道。

幸福人寿董事会成员方面，近期亦存在较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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