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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家企业获“准考证”

目前，上交所已经受理的科创

板上市企业申请的数量共有50家，

总募资额度达到484 . 71亿元。

从行业来看，位居第一位的是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数量达到16家；专用设备制造

业以13家位居第二；排在第三位的

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共计有8

家。

值得关注的是，还有5个行业目

前均只有1家企业。比如，天奈科技

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交控科技属于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铂力特

属于通用设备制造业，美迪西属于

研究和试验发展，福光股份属于仪

器仪表制造业。

从企业注册地来看，数量最多

的为上海，共计有10家；北京、江

苏和广东，各有8家。另外，浙江有

4家，福建、湖北和山东各有2家，

天津、湖北、安徽、四川、黑龙江

和陕西各有1家。

从保荐机构来看，中信证券和

中信建投证券位居前两位，分别是7

家和6 . 5家(中信建投其中一家为联

合保荐)，中金公司位居第三，有5

家。

从企业选择的科创板上市标准

看，选择第一套标准的有40家，即

“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

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

润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或者预

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最近

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

人民币1亿元。”

对此，业界认为，这是意料之

中的事情。因为这些企业很多都是

原来在IPO排队，符合主板、中小

板或创业板的上市标准，在规模、

资产状况、赢利性、规范性表现较

好，符合科创板上市第一套标准。

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选择第一套

标准的企业会是主流。

另外，选择第四套标准的有6

家，选择第三套标准的有3家。

值得关注的是，还有 1家公

司——— 优刻得选择第二套标准。根

据公司的表决权差异安排，共同实

际控制人季昕华、莫显峰和华琨三

人，合计持有9768 . 82万股特别表决

权股份，公司剩余2 . 66亿股为普通

股份，特别表决权股份拥有的表决

权是普通股的5倍。因此，上述三人

对应的表决权比例分别为33 . 67%、

15 . 52%和15 . 52%。

9家企业“已问询”

3月22日首批受理的9家企业，

目前均已进入到“已问询”阶段。

节奏紧凑程度，让市场对即将到来

的科创板充满期待。

不过，目前，上交所并未公布

所问询的内容，同时，也没有企业

回复的内容公布。

此前，有接近上交所的人士向

记者透露，现行的IPO审核会披露

问询内容，但不披露企业的答复内

容。科创板是上交所的问询和企业

的答复都会披露，这样做的目的，

一方面是让发行审核工作高度公

开，接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通

过将问询内容的公开，让保荐机构

等的执业水平、专业能力、勤勉尽

责等情况，都置于公众之下，促进

其执业水平的提升。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称，以信息

披露为核心的审核问询，是在科创

板试行注册制改革的“灵魂”。这

样的审核过程，是一个提出问题、

回答问题，相应地不断丰富完善信

息披露内容的互动过程；是震慑欺

诈发行、便利投资者在信息充分的

情况下做出投资决策的监管过程。

“整个问询的关键环节均向全

市场公开。投资者通过整个问询过

程，对申报企业有了更透彻的了

解，给出他愿意‘买’这家企业的

价格，给企业定价。这就是公众监

督的‘合力’所在。”上交所相关

负责人表示。

“三委”名单公布

为确保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公开发

行自律委员会组建工作公开、公

平、公正，切实发挥“三委”在推

进科创板建设和试点注册制工作中

的重要作用，上交所依据相关制度

规则，制定工作方案，经过相关程

序，产生了第一届上市委、第一届

咨询委、第一届自律委委员名单。4

月4日，“三委”名单正式向社会公

布。

第一届上市委由3 8名委员组

成，委员来自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高校、市场机构、证监会

系统相关机构，以兼职为主，委员

来源分布广泛，有充分的代表性，

具有履行职责所要求的任职资格。

第一届咨询委由4 8名委员组

成，委员来自高新技术产业企业、

投资机构、科研院所等，委员来源

分布广泛，有充分的代表性，为科

创相关领域的专家。委员均为兼

职，以个人专家身份履行职责。

咨询委委员将按照规范程序承

担咨询委工作，为科创板建设、科

技创新相关技术或产业化应用的先

进性或领先性提供咨询意见，为审

核工作提供专家支持。

第一届自律委由3 5名委员组

成，包括34名市场机构委员和1名上

交所委员，其中，市场机构委员由

股票市场买方、卖方各17家市场机

构组成，均为股票发行一级市场主

要参与主体。日前，第一届自律委

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选举产生

了1名主任委员和4名副主任委员，

讨论通过了自律委工作规则。

上交所表示，后续，将强化委

员履职的纪律要求，规范委员的履

职方式，确保上市委、咨询委、自

律委规范高效运行。

系统专项测试正进行

科创板的一系列配套规则已经

相继推出，相关的准备工作正稳步

推进。此前，上交所表示，后续将

尽快发布科创板股票上市审核问

答、企业上市推荐指引、发行承销

业务指引、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细

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通知等配套

细则和指引，保障这项重大改革的

各项制度安排尽快落实落地。

除了多项配套措施已经推出，

专项测试也正处于“进行时”状

态。据中国结算此前透露出来的消

息，4月份将组织安排4次全天候测

试，5月份将组织3次全网测试及1次

通关测试。

此前，上交所透露，科创板交

易系统在加紧改造调整中，预计5月

底准备就绪。

业内人士认为，从过往新上业

务的安排看，安排通关测试意味着6

月份前，科创板交易系统将准备就

绪。 (朱宝琛)

50家科创板受理企业
拟募资逾484亿元

今年一季度，财险公司依然

是银保监会处罚的重点。

据记者统计，今年一季度，

银保监会共处罚了36家保险公司

(不含保险中介)，合计罚没2192 . 6

万元。其中，21家财险公司合计

被罚1504 . 4万元，占68 . 6%，接近

七成； 1 5家寿险公司合计被罚

688 . 2万元，占比为三成。

从保险公司被罚原因来看，

财险公司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

通过车行、电网销渠道向客户赠

送车辆维修保养服务、加油卡、

充值卡等合同外利益；编制或者

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和

资料；农业保险承保理赔档案不

真实、不完整等。

而寿险公司违规主要集中

在：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的高管

人员；未按规定报告股权变更事

项；分支机构临时负责人任期超过

3个月；利用业务便利为他人牟取

不正当利益；委托未持执业证书的

人员从事保险销售；编制、提供虚

假报告、报表、文件或者资料等。

财险公司吃55张罚单

21家公司被罚1504万元

总体来看，各地银保监局一

季度开出的罚单中，涉及产险公

司的有55张，违规问题主要集中

在农业保险、车险两项业务上。

其中，在15张涉及农业保险的罚

单中，一半问题出在农业保险承

保理赔档案不真实、不完整上。

因农险被罚的公司中，农险

问题档案占检查档案的比例最低

的公司也有11 . 6%，最高的达到

43%。比如，经内蒙古银保监局检

查，人保财险兴安盟分公司2016年

1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的问

题档案有266份，占检查承保理赔

档案的比例为43%，该公司及相关

责任人合计被罚59万元。

除农险外，车险违规也是今

年一季度的重灾区，不少财险

公司由于虚列、套取费用后用

于车险手续费竞争被处罚。涉

及的两大违规行为是“给予投

保人、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约定

以外其他利益”与“编制提供虚

假资料”。

比如，山西银保监局调查发

现，某上市险企晋中支公司存在

下述违法行为：一是给予投保

人、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

其他利益。2017年12月份，该险企

在“营业费用——— 业务宣传费”

财务会计科目下列支费用10 . 83万

元，用于向投保人发放预付费

卡，涉及保单419件次、投保人419

人次。二是编制提供虚假资料。

2017年12月份，该公司在“营业费

用——— 业务宣传费”财务会计科

目列支和预提费用90 . 7万元元，用

于购买预付费卡，并直接向与其

有代理业务关系的销售人员发

放。

实际上，车险违规多与车险

市场手续费恶性竞争有关。华创

证券分析师洪锦屏认为，当前车

险市场恶劣竞争主要原因有两

点：一是前两家巨头竞争激烈，

力保市场地位，中小公司不得不

跟进，而大型险企降价空间较

大，中小险企降价空间十分有

限，跟进费用竞争则亏损，不跟

进则丧失市场份额；二是车险产

品同质化严重，风险定价等技术

有待进一步改进，目前阶段大部

分险企没有清晰的、适合自身发

展的战略定位，只能通过费用投

入的手段竞争市场份额。

15家寿险公司

合计被罚688万元

今年一季度，尽管寿险公司

被罚金额不及财险公司，但也有

15家公司被罚688 . 2万元。

在今年一季度的所有罚单

中，某寿险公司在3月份收到了

2019年开年以来最大一笔处罚金额

的罚单，共计被处罚金140万元，

成为了今年以来被处罚金额最多

的一家保险公司。

3月28日深圳银保监局行政处

罚信息(深保监罚〔2019〕9号)显

示，上述寿险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存在未按规定使用经备案的保险

条款、编制虚假资料两宗违法违

规行为。该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

理也因此被撤销任职资格。

除此之外，今年以来银保监

会对寿险公司的处罚又有新变

化：超过10位保险代理因为保险

销售误导被处罚，而此前对保险

机构个人的处罚多针对分支机构

的高管人员，鲜有大量基层营销

员因为销售误导被罚。

具体来看，2月27日，湖北银

保监局连发12张罚单，处罚对象

均是保险营销员，包括两家上市

险企旗下寿险公司的 1 2位营销

员，处罚金额在1000元-5000元不

等。被罚的原因包括阻碍投保人

如实告知，诱导投保人不如实回

答回访问题，隐瞒与保险合同有

关的重要情况，夸大解释保单现

金价值、产品收益，赠送投保人

礼品，承诺买保险送欧洲游等。

总体来看，被罚原因均与销售误

导有关。 (苏向杲)

随着2018年年报的披

露，多家上市银行掀开了信

用卡业务面纱。记者统计发

现，中、农、工、建、交、招商、

中信、平安、浦发、浙商等银

行披露了2018年信用卡业务

状况，其中五家银行信用卡

发卡量迈入“万亿俱乐部”。

在流通卡数量增速方面，部

分银行的流通卡数量同比增

长超过30%。然而在发卡量、

交易额上升的背后，不良率

的攀升也成为信用卡业务发

展的隐忧。对信用卡市场未

来的发展，分析人士认为，商

业银行应聚焦场景化搭建，

通过打造日常高频场景的生

态圈来扩大零售业务规模。

发卡量增长迅猛

在具体的发卡量方面，

工商银行依然稳居首位，截

至2018年末，该行信用卡发

卡总量达到1 . 51亿张。位居

第二的是建设银行，信用卡

累计发卡1 . 21亿张，净增1447

万张，同比增长13 . 5%。从累

计发卡数量来看，2018年继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

行之后，中国银行、农业银行

的卡量规模均迈入了“万亿

俱乐部”。

信用卡交易额方面，截

至2018年底，招商银行全年

实现信用卡交易额3 . 8万亿

元，平安银行全年实现信用

卡交易额超过2 . 7万亿元，同

比增长76 . 1%。此外，光大银

行、中信银行交易额均突破2

万亿元。

在流通卡数量增速方

面，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平

安银行三家银行的流通卡数

量同比增长均超过30%。其

中，规模最大的依然是招商

银行，截至2018年末，招商银

行信用卡流通卡数8430 . 44

万张，较上年末增长34 . 98%；

流通户数5802 . 93万户，较上

年末增长23 . 61%。增速最快

的则是浦发银行，流通卡数

量同比增长39 . 5%，流通卡数

为3750 . 36万张。

信用卡发卡量、交易额

的增长也提升了各家银行分

期手续费和利息等方面的收

入。具体来看，招商银行2018

年信用卡利息收入459 . 79亿

元、非利息收入207 . 22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16 .29%、38 .95%；

浦发银行信用卡业务全年实

现总收入552 . 78亿元，同比

增长13 . 39%；光大银行信用

卡营业收入实现3 9 0 . 3 9亿

元，同比增长39 . 43%；中信银

行 实 现 信 用 卡 业 务 收 入

460 . 23亿元，同比增长17 . 81%。

不良率抬头

与信用卡交易额同步获

得增长的还有信用卡透支余

额。央行近日发布的《2018年

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

示，截至2018年末，全国银行

卡在用发卡数量为75 . 97亿

张，同比增长13 . 51%。人均持

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 . 49

张，同比增长16 . 11%。银行卡

应偿信贷余额为6 . 8 5万亿

元，同比增速约为23%。尽管

相比前一年36 . 83%的增速有

所放缓，但整体而言仍处于

规模扩张阶段。体现到各大

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两

家国有大行透支余额突破

6000亿元级别，招商银行、交

通银行两家银行也突破5000

亿元级别。

然而在发卡量、透支余

额、交易额上升的背后，不良

率的攀升也成为信用卡业务

发展的隐忧。国有大行方面，

部分银行未公布信用卡不良

率数据，从已公布的信息来

看，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不良

率均有所下降。截至2018年

末，农业银行信用卡不良率

为1 . 66%，同比下降了0 . 33个

百分点。交通银行信用卡透

支不良率为1 . 52%，较上年末

下降0 . 32个百分点。

从股份制银行公布的信

用卡不良率数据来看，中信

银行、浦发银行、浙商银行、

平安银行、民生银行2018年

末不良率均较上年末有回升

趋势。

具体来看，中信银行信

用卡不良贷款余额为81 . 95

亿元，不良率为1 . 85%，同比

上升0 . 61个百分点；浦发银

行2018年信用卡不良贷款余

额78 . 32亿元，不良率1 . 81%，

较上年末上升0 . 4 9个百分

点；浙商银行信用卡不良率

为1 . 06%，与上一年同比增长

0 . 2个百分点。民生银行2017

年信用卡不良率就已突破

2%，截至2018年底为2 . 15%，

较上年末增加0 . 0 8个百分

点；平安信用卡不良率为

1 . 32%，较上年末上升0 . 14个

百分点。招商银行相对平稳，

截至2018年末，该行信用卡

不良贷款率为1 . 11%，与上年

末持平。

就2018年多家银行信用

卡不良率攀升的情况，麻袋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分

析称，“主要受宏观经济下行

影响，另外有一些股份制银

行信用卡此前发展战略较为

激进。”

共债风险引关注

对不良率攀升的原因，

平安银行在年报中提到，主

要受到宏观经济下行、共债

风险爆发等外部因素影响，

消费金融全行业的风险都有

所上升。

国泰君安研究所银行组

此前指出，共债是指在多个

平台上同时存在债务的现

象。典型共债者的产生，往往

来源于超出收入能力可负担

的消费需求，进而产生借贷

需求。套利投资者的出现以

及共债者将贷款挪作他用，

使得整个共债风险链条变得

异常脆弱。

“面对复杂变化的市场

环境，我们仍将进一步保持

信用卡业务的投入力度，并

有信心通过持续强化精细化

管理，将业务风险控制在合

理水平。”中信银行行长方合

英在2018年中信银行年报致

辞中也表示，受现金贷等行

业乱象影响，国内信用卡贷

款不良率有所提升，市场上

出现了一些对于信用卡风险

的担忧情绪。但对比国际经

验看，当前中国居民杠杆率、

信用卡应偿余额占比、人均

持卡量等前瞻指标仍处于较

安全水平，信用卡业务仍有

广阔发展空间。

关于信用卡市场的未来

发展，苏筱芮认为主要存在

三个重点，“一是聚焦场景化

搭建，通过打造日常高频场

景的生态圈来扩大零售业务

规模；二是加强科技应用，依

托金融科技，发挥其在信用

卡使用中的赋能作用，例如

客户服务中的语音交互等；

三是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

在风控流程中的参与度，通

过精细化运营提升运作效

率。” (孟凡霞 宋亦桐)

不良率抬头
信用卡争夺战后遗症

一季度36家险企被罚近2200万元
财险公司罚金占七成

科创板的推进蹄疾步稳。自3月22日以来，截至小长

假前，短短10个工作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受理了50家

企业的科创板上市申请。不过，受理只是拿到了“准考

证”，对企业而言，要真正登陆科创板，后续还有5个步骤

需要完成。

与此同时，记者梳理后注意到，仍有部分配套措施

等待公布，比如，科创板股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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