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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管再开银行罚单逾百张 涉房信贷违规仍是重点 

新年伊始，银保监会披露 2021 年的最后一批罚单，其中涉及银行及

其从业者的超过百张，处罚日期均在 2021 年 12 月底。据统计，今年以来，

截至 2022年 1月 9日，监管部门共披露 110张对银行及其从业者的罚单，

其中银保监局本级披露 13 张，银保监分局本级披露 97 张。从处罚时间来

看，前述罚单均在去年年底开出；从类别来看，被处罚银行机构涉及开发

性金融机构、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及农村信用社等。

从处罚原因看，除了涉房信贷违规外，罚单还重点关注了贷款“三查”不

尽职、贷后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处罚力度明显加码，除了“禁止从

事银行业工作”外，也不乏百万元级别罚款。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

究中心副主任陶金对记者表示，在信贷规模和投向进行精准调节的同时，

总量的信贷扩张有可能在未来加强。这将进一步提升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

和风控工作的监管强度。加之金融稳定仍然是重要的政策目标，对商业银

行的资金监管强度也会加大。（证券日报） 

二、银保机构迎更严关联交易监管 关注新型关联交易 

公开征求意见后，银保监会于 14 日正式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共七章六十八条，包括总则、关联方、关联交易、关联交易

的内部管理、报告和披露、监督管理、附则等，将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业内专家指出，《管理办法》对于将一些新型关联交易形式纳入其中，

反映了关联交易管理针对现实风险最新变化情况的相应优化和调整。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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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推动银行保险机构完善关联交易管理机制，强化全生命周期的关联方

和关联交易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针对目前市场关注的通过关联交易，转

移或套取资金、违规授信等行为，《管理办法》也做了严格的禁止性规定。

银保监会表示，《管理办法》顺应行业发展需要，注重借鉴国内外制度经验，

覆盖银保监会监管的各类银行保险机构。一方面力争实现监管标准一致性

基础上的差异化监管；另一方面明确了监管总体原则，重点防范向股东及

其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风险，避免多层嵌套等复杂安排。（财联社） 

三、延安必康：公司股票可能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1 月 13 日晚间，延安必康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在此之前 1 月 4 日，深交所要求延安必康逐笔披露两项担保的具体

情况并进行说明，同时全面自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在过

去的 2021 年，延安必康股价曾迎一波大涨，三个多月足足翻了 3 倍多。

不过，目前延安必康已经较 2021 年 9 月底的高点回调 30%。实际上，在

延安必康收到深交所关注函之前，就已经负面消息缠身。2021 年 12 月 31

日，延安必康就收到证监会陕西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经

查，延安必康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相关信息披露违规和未按

规定披露对外担保事项的问题。在此之前，延安必康因 2015 年至 2018 年

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未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

况。陕西监管局决定对延安必康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除行政处罚，2020 年延安必康还陷入了深交所的关注函旋涡，据统计，



 

 - 4 - 

2020 年延安必康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关注函有 7 封。（每日经济新闻） 

四、强化风险意识 警惕信用卡积分变现乱象 

为了遏制“羊毛党”扰乱信用卡市场秩序，已有多家股份制银行调整

信用卡积分规则，而打击猖獗的变现“灰产”需要监管和银行的多方努力。

业内人士称，积分是信用卡的一种主要营销方式，但长期以来被违规利用

现象屡禁不止，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有利可图。信用卡积分不但能够获得相

应的物质奖励，还有可能和套现等灰黑产业结合，比如个人信息泄露、银

行成本增加、被洗钱等违法行为利用等。近年来，银行已经开始重视调整

类似的积分政策。比如更加精细化运营存量用户，将用户积分分级细化，

升级相关风控举措；积分和实际场景消费更加紧密联系。从持卡人角度来

说，业内人士进一步指出，持卡人面临两方面风险，一是违规交易信用卡

积分被银行采取相应手段的风险，二是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甚至被不法利

用的风险。银行要提升持卡用户的数字素养，强化积分规则的告知与风险

意识的建立，要针对此类行为设立相应的投诉、举报制度。（北京商报网） 

五、世行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新兴经济体面临“硬着陆”风险 

美联储加息举措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这可能是 2022 年全球

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主要风险。当地时间 1 月 11 日，世界银行在最新一期《全

球经济展望》报告中称，面对新冠病毒变体的“新威胁”以及不断加剧的

通胀、债务和收入不平等，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报告》将

2021-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从 2021 年 6月预计的 5.7%、4.3%、3.3%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6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