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招商银行信用(成都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待遇)

6月30日，上海银保监局发布公告称，招商银行因信用卡发卡授信不审慎，严重违
反了审慎经营规则，被责令整改并罚款40万元。

而根据招商银行此前公布的2021年财报，截至2021年底，招商银行信用卡流通数
量已经超过一亿张，全年信用卡业务各项指标也仍然保持业内领先。前后两条消息
放到一起，不由得令人怀疑，招商银行是否存在为了推动业绩增长，主动滥发信用
卡的情况。

与此同时，在6月27日登上热搜的，五矿信托和米哈游、莉莉丝两大游戏厂商的信
托纠纷案之中，招商银行或许也扮演着并不光彩的角色。

股份制商业银行领域的“零售之王”，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如此急功近利的缺
钱模样？

一、涉嫌多项违规操作，招商银行或将承担米哈游投资损
失

从财报来看，招商银行在2021年出现了明显的业绩增长。

2021年，招商银行的总营收首次突破3000亿元关口，以14.04%的同比增长幅度达
到了3313亿元。同时，归属净利润也以近9年中最高的同比增长幅度23.2%，首次
突破1000亿元，以1199亿元的成绩延续了高盈利记录。

基于良好的业绩表现，截至2021年12月31日，招商银行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为8018亿元，相比于2020年净增加2490亿元。

尽管这份高速增长的背后，主要是2020年疫情导致经济下行，银行业整体表现欠佳
，进而在2021年出现强势反弹。
但是短时间内高幅度的业绩提升，往往也意味着大量隐患的残留。

尤其是近期接连发生的众多事态，很难说不是招商银行自身隐患的一场集中式爆发
——

1.财务管理不专业，五矿信托案暴露多项违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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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闲置资金用来购买低风险、稳定收入回报的信托产品，算得上是较为主流的投资
方向。而在主要的信托产品购买渠道中，凭借着金融信誉、客户资源等多方面优势
，银行代销模式，也广受投资者和信托公司的信任。

只不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银行作为代销机构，并不能参与到信托产品的具体运作
之中，而且在代
销过程中，也有着如实披露其所
掌握信息的义务。
同时按照银保监会的规定，银行如果没有对信托产品进行尽职调查和风险评级，将
会被认定为侵犯投资者权益，并按照违规过错程度，由银行对投资者进行赔偿。

在那一场轰动业界的米哈游、莉莉丝起诉五矿信托案件中，涉事的“鼎兴”系列产
品投资方向为房地产融资，总规模超过23亿元。然而根据网络爆料，在出现逾期前
，该系列产品被招商银行认定为“R3稳健类固收产品”，并以基金名义进行出售。

而且个别投资者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声称招商银行理财经理在推荐和引导购买的过
程中，并没有提及具体产品信息，导致投资者对该产品没有抵押信用产品的事实并
不知情。同时在销售过程中，也没有依据基金销售规定，进行录音和录像的证据留
存，涉嫌实质性违规。

尽管尚且不能确认这些爆料内容是否属实，但自2021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招商
银行已经有多款房地产相关信托产品，例如华夏幸福、恒大成都天府半岛、中航信
托、山东国际信托等，先后出现了逾期违约。

考虑到银行在信贷产品销售过程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招商银行的财务管理是
否足够专业，早已遭到了各方面的质疑。

2.授信管控不足，信用卡中心被罚凸显审核环节缺失。

在早期拓展市场的阶段中，为了争夺客户资源和刺激持卡人消费欲望，大部分银行
对于授信额度的态度都是向高额聚集。等到信用卡市场进入存量竞争时代，为了维
持竞争力，高额授信的情况依旧较为常见。

即便监管
部门加强了对授信
额度的管控，也仍然有许多银行不为
之所动。
除了招商银行外，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南洋商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都
曾因为信用卡授信不尽职、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违法事实遭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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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额度的失控，作为信用卡申请渠道的用户资料审核环节，可以说担负着直接的
责任。就如同开闸放水一般，如果招商银行真的在审核环节有所缺失，或者刻意放
松限制，那么流通卡数突破一亿张的成绩，很难说不会掺杂太多水分了。

除了外部因素和历史遗留问题招致的隐患，高层人事变更所引发的动荡，或许也是
招商银行现阶段的弱点所在。

二、高层人士变更引发动荡，零售银行增长触及天花板

2022年4月18日，招商银行前任行长、董事田惠宇，突然宣布辞职。

作为在招商银行转型“零售银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田惠宇任
职的9年中，帮助招商银行实现了质的飞跃。再加上，其人曾先后担任过上海银行
副行长、建设银行北京分行行长等职务，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人脉资源，在招商银
行中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如此重量级的高层管理人士离职，免不了要造成大范围的业务影响，以及各个层面
的人事变更。

尤其是宣布辞职前，在4月8日招商银行35周岁生日中，田惠宇还在以行长身份发表
致辞。因此在18日当天，招商银行的A股股价直线下跌，最大跌幅一度达到了8.65
%，在19日港股开盘后也出现了最高11.46%的高台跳水。

而且自18日A股跌破45元关口、20日港股跌破50港元关口后，通过天眼查可以发现
，招商银行的股价仍然在持续下跌。
尽管在5月中旬跌至谷底后开始向上攀升，但至今都没有恢复到4月之前的水平，市
值更是在股价波动中多次跌破万亿。

在这样的形势下，接任行长的“老招行人”王良，所要面对的虽然不能算是一个烂
摊子，但其所承受的压力，或许并不比田惠宇刚刚加入招商银行时来的轻巧。

而在这份压力下，整个招商银行似乎都陷入了焦虑之中，而更多经营层面的问题，
也跟着浮出水面。

1.房地产信托违约率增高，零售业务受平安银行追赶。

身为零售转型的标杆银行，招商银行近些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始终维持在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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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长期居于全国榜首。

但是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招商银行与房地产相关的理财业务资产约为1008亿元
，违约率约为0.2%。身处行业寒冬期的房地产，近期以来已经曝出了大量债务危机
，进而导致信托违约情况也越来越频繁。

同时，
招商银行信托
业务增长主要依靠高净值人
群，以及1.73亿零售客户。
然而受到疫情和国际形势的双重影响，资本市场整体趋向于低迷，购买信托产品的
零售客户也在持续下降。

相比之下，零售银行领域，招商银行的主要竞争对手平安银行，2021年零售客户增
长速度为10.3%，代理基金收入增速8
2.7%。
对比招商银行的9.5%和30.5%，平安银行正在持续缩短差距，甚至隐约已经有着反
超的趋势。

2.居民杠杆率触及天花板，风险管理成本上升。

根据苏宁数据研究院的统计数据，从2015年第四季度2020年第四季度，我国的居
民杠杆率从39.2%快速增长至62.2%。
但是整个2021年四个季度中，杠杆率基本维持不变，短期内似乎都没有进一步上升
的势头。

这也意味着招商银行的核心零售业务，尤其是消费贷款，很可能已经接近居民负债
的极限范畴，暂时看不到更多的上涨空间。存量市场中，招商银行也面临着估值下
滑、营收停滞等风险，接下来的经营重心，或许也更倾向于风险管理。

可是，综合招商银行在五矿信托案件和信用卡管控中的表现，真的能够平稳度过即
将到来的“瓶颈期”吗？

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参考资料：

《万亿招行新掌门，遇到麻烦事》——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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