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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进入“深水区”消金不良处置多元化
本报记者 郑瑜 北京报道

日前，网上拍卖平台阿里拍卖

网上出现了多件四川锦程消费金

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程

消费金融”）对借款人的贷款债权

转让信息。网上信息显示，锦程消

费金融采取竞价转让方式处置这

些个人贷款债权。这些关于自然

人的个人抵押债权件均金额普遍

较小，比如在一则关于李某（化名）

的债权转让介绍中，债权本金为

2.8万元，本息合计为3.3万元。

受限于中国银保监会《消费金

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消费金融贷

款单人上限为20万元，在不良处置

方式上，从传统催收拓宽至拍卖网

站上进行小额的债权分笔协议转让

的模式，锦程消费金融有何考虑？

为了进一步了解锦程消费金

融对个人贷款不良处置的布局思

路，《中国经营报》记者向锦程消费

金融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尚未

收到回复。

值得注意的是，年初以来多家

消费金融公司也在不良处置上布

局了与传统委托外部机构催收不

同的措施。比如，有华南地区消费

金融公司在今年上半年招标中引

进非诉司法调解科技平台，还有银

行系消费金融公司开始进行电子

存证技术的探索布局，采用电子数

据上链等模式，探索溯源解决纠纷

机制的建设。

新动作之下，行业正在面临着

什么变化？

盈利空间收窄

记者采访多位行业人士了解

到，在不良处置朝着传统催收方式

以外的拓展背后，消费金融市场自

年初以来，整体也在悄然发生着变

化。“去年以来各地监管口头指导

消费金融要压降利率，降低各项成

本是目前主要的工作方向。”

有消费金融公司高管坦言：“消

费金融市场目前竞争态势激烈，获

客成本高、息差收窄等问题都对消

费金融公司展业提出了考验。”

某头部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

最新公布业绩显示，2022 年上半

年，其虽然在盈利方面同比增长超

过10%，但是在净利润方面却同比

下降超过七成。

上述消费金融公司透露，今年

上半年来，其进行了压降贷款利

率，降低客户贷款成本等举措，“上

半年新发放贷款综合定价同比下

降1.41个百分点，持续压降利率，

旨在让利消费者。”

上述高管告诉记者：“当前小

额贷款公司加速退出市场，过去一

些互联网金融平台转型助贷，消费

金融市场贷款需求向其他持牌机

构转换，但是也对客户质量的把关

提出了严峻考验，在各部分成本上

升之下，每一个环节的精细化运营

都至关重要。”

从数据来看，根据人民银行发

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

行情况》，同样作为消费金融产品

的信用卡，截至一季度末，信用卡

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 926.76 亿

元，较去年四季度增长7.71%，占信

用卡应偿信贷余额比例为1.09%。

“我们2022年第一季度逾期90

天以上贷款增加了将近一个百分

点，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有主要

服务金融机构与消费金融信贷撮

合业务的平台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

会专家安光勇认为，银行等金融机

构个贷资产质量呈现下行趋势，这

对于处理个贷不良资产的机构而

言，意味着市场存在不小上升空

间。“如何能够迅速、准确、批量地

对这些不良资产进行定价，将是最

大挑战。如果要想做好这一点，必

须要借助个人征信公司，以及相关

模型的力量。”

多因素助推规模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上半

年，共 44 家证券公司作为绿色公

司债券主承销商或绿色资产证券

化产品管理人，承销（或管理）74

只债券（或产品），合计金额为

906.17亿元；2021年上半年，共37

家证券公司作为绿色公司债券主

承销商或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管

理人共承销发行 43 只产品，合计

金额为671.53亿元。

可以看出，不论是参与主体还

是绿色债券的规模，都在快速增

加。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这一现

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标准的同

一。兴业研究首席绿色金融分析师

钱立华向记者表示。2021年4月，新

版绿色债券标准《绿色债券支持项

目目录（2021年版）》发布，实现了我

国各类绿色债券标准的统一，结束

了原来不同绿色债券标准共存的情

况。同时，新版绿色债券标准实现

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有利于吸引

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绿色债券市场进

行投资，以及提升中国在绿色债券

标准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重庆理工大学发规处研究室

主任、民建重庆市巴南区调研委委

员王文涛也告诉记者，近期《中国

绿色债券原则》正式发布，其中明

确提出了“绿色债券的募集资金需

100%用于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产

业、绿色经济活动等相关的绿色项

目”，已经初步实现了与国际标准

的有效衔接（在此之前，我国的绿

色债券的募集资金只需50%~70%

用于绿色相关项目，国际标准是

95%~100%），打消了境外投资者对

我国绿色债券的投资顾虑。

与普通债券对比，绿色债券为

发行端带来哪些益处？钱立华认

为，从发行端来看，对于发行人的优

势体现在部分地方出台的贴息、补

贴等激励政策，以及效率较高，比

如，上交所设立绿色公司债券申报

受理及审核绿色通道，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的《非金融企

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中

也明确规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施

行绿色通道，专人全程跟踪注册评

议，提高注册效率。同时，相较于可

比的普通债券，绿色债券的发行利

率较低，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

本，即有一定的绿色溢价。

除了发行效率与成本之外，中

投协咨询委绿创办公室副主任郭海

飞还告诉记者，绿色债券发行期限

一般比普通债券更长一些，一般为5

年、7年以上，甚至还有10年、20年

以及永续债，发行规模也较大。

消费金融市场目前竞争态势激烈，获客成本高、息差收窄等问题都对消费金融公司展业提出了考验。

多方加快搜寻破冰之法

多重因素叠加背景下，降低成

本的需求自然而然地传导到了后

端，其表现之一便是各方开始探索

不良处置方式创新。

“通过互联网面向全国展业，

借款人分散，一个一个起诉，抛开成

本不谈，时间也拖得太久了。”不仅

仅是锦程消费金融，多位业内人士

表示，当前大部分消费金融也都在

加快探索除了电话催收与诉讼催

收方式之外的逾期贷款解决路径。

根据多家消费金融公司公布

的招标公告，目前在非诉讼类的催

收业务外包服务采购项目上中标

候选人的类型除了传统的催收服

务外包公司，也出现了律师事务所

的身影。

“金融企业传统的委托外包公

司进行催收，本身不具备强制力，而

且金融机构对第三方催收机构的

管理约束也一直存在痛点。随着

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的出台与完

善，一方面是外包催收作业容易触及

红线，另一方面是传统催收的手段被

划定诸多限制后，效果也难以实现。”

有互联网金融领域律师说道。

前述律师透露，当前律所接受

此类业务其实就是“赌概率”，前期

基本不收费用，等到回收欠款后，再

按回收款的比例收取律师代理费。

不过安光勇认为，基于个贷不

良资产其单笔额度小，所耗费的精

力较大等，国内律所处理个贷不良

资产的模式还是难以形成规模。“案

件本身规模小，很难平衡成本。”

在律所之外，出现在消费金融公

司采购项目公示候选人名单的，还有

负责司法调解技术服务的科技公司。

“人力耗费与批量仲裁后的执

行是问题的关键。”有刚刚中标某

消费金融公司催收项目的科技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位地方法院人士告诉记者：

“近年来新兴经济发展迅速，金融

贷款合同纠纷标的额呈现小额化

趋势，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实

施之后，传统的催收方式受到严

格限制，而逾期合同中，当事人处

于失联状态的占比较高，在诉讼

过程中，也对法院的送达和执行

提出了难题。基于司法处置压

力，当前一些省市法院和银保监

局等政府部门都开始探索共治模

式，联手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等，

科技公司作为技术支持，一起帮助

金融机构缓解面临的问题。”

“此外，还应该加快完善法律

法规和相关规范框架，让愿意进

入不良处置领域的企业和机构切

入该行业。缺乏能够提供个贷不

良资产相关数据的个人征信机构

和相关业务，将会导致无法有效

地进行个贷不良资产的处理，以

及缺乏相关的定价模型和相关技

术，以及相关的交易市场等，都是

需要考虑的问题。当前出让方信

息提供不充分的现象的确存在，

如何能够迅速、准确、批量获取更

多相关信息，将会成为不良资产

处理中的核心内容。但这些其实

都涉及个人征信相关业务。”安光

勇进一步补充。

基于个贷不良资产其单笔额度小，所耗费的精力较大等，国内律所处理个贷不良资产的模式还是难以形成规模。

绿债规模大增
长期稳定收益特征初现
本报记者 蒋牧云 张荣旺

上海 北京报道

绿色债券规模正在快速增长

中，近日中证协发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2022年上半年度，绿色公司债

券、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合计金额

906.17 亿元；对比上一年同期的

671.53亿元增长明显。

在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向

《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绿色债券

的标准统一以及政策激励共同推

动了绿色债券的规模实现超常规

增长。一方面，绿色债券可以减少

企业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对于

投资端而言，可以在获取相对稳定

收益的同时践行社会责任。

不过在绿色债券信息披露环

节中，关于资金使用过程中和项目

建设完成运营后的实际环境效益

并没有披露，大部分也没有跟踪监

测，因此绿色债券所产生的实际环

境效益尚不明确，导致了绿色项目

的判别难度增加。

恒昌公益志愿者们学习制作草方格沙障

恒益未来·“益”起种 恒昌公益探访阿拉善“一亿棵梭梭”践行ESG

解码新十年 恒昌为沙漠治理插上公益翅膀

“万顷海浪成黄沙”“大漠腾格

里，一汪月亮湖”……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最西部的阿拉善，不仅集草

原游牧文化、大漠风光、戈壁神韵、

原生态湖泊风光等于一体，还是一

片公益热土。2004年6月，近百名

企业家齐聚于此，共商中国荒漠化

和沙漠化治理，捐资亿元，发起成

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共同承

担企业家社会和环境责任。如今，

随着“双碳”战略目标持续推进，可

持续发展理念不断升温，践行ESG

理念已成为企业的必修课。

8月6日，由北京恒昌公益基金

会（以下简称“恒昌公益”）组织发

起的为期3天的“恒益未来·‘益’起

种”——恒昌公益阿拉善“一亿棵

梭梭”探访活动圆满结束。这是继

2021年8月恒昌公益向北京市企业

家环保基金会（简称：SEE基金会）

捐赠10万元，并启动“恒益未来 绿

水青山”助力SEE“一亿棵梭梭”项

目以来首次组织发起的公益探访

活动，也是恒昌客户尊享服务中的

首场公益志愿者活动。探访期间，

近20位恒昌公益资深志愿者、“云

杉大使”以及“恒友汇”客户志愿者

（以下统称“恒昌公益志愿者”）从

全国各地共赴阿拉善，开启了一段

深度体验、凝聚共识的公益之旅。

放眼世界，荒漠化是人类面临

的共同挑战。据国家林草部门相

关人士介绍，全球110多个国家中

有近20亿人口受荒漠化影响，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20亿美元。

中国作为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

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严重

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达261万

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27%，形

势严峻。曾有专家测算，阿拉善地

区的生态状况会直接影响到周围

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所以，

恢复阿拉善地区生态屏障，不仅是

荒漠化防治的重中之重，对全国的

经济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恒昌公益相关负责人就此表

示，荒漠化不仅关乎生态环境，更关

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自启动

“恒益未来 绿水青山”ESG项目以

来，恒昌公益在阿拉善地区已累计

种植1万棵梭梭树，累计种植面积

约205亩，实现固沙约10万平方米，

为荒漠化防治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恒昌公益希望通过此次探访活动，

充分发挥自身平台力量以及资源优

势，创新公益形式，拓展公益内涵，

持续打造“带动员工做公益、带动客

户做公益、带动合作伙伴做公益”的

可持续公益发展格局，同时，也希望

以深度体验的公益互动和尊享服

务方式，带动更多合作伙伴、客户，

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调动

更多力量参与“双碳”行动，助力“一

亿棵梭梭”项目早日达成目标！

恒益未来·“益”起种

“只有真正看到浩瀚苍茫的沙

漠，以及拼命扎根、倔强生存的梭

梭树，才知道生命的韧性和顽强！

才知道‘绿进沙退’‘防风固沙’是

多么紧迫！”从公路到戈壁荒滩再

到阿拉善SEE公益治沙示范基地，

恒昌公益志愿者不仅被阿拉善雄

浑苍茫、辽阔大气的壮美风光所震

撼，同时也被严峻的荒漠化现状深

深触动。

公开资料显示，阿拉善盟总面

积达 27 万平方公里，1/3 是沙漠，

1/3是戈壁，1/3是荒漠化草原，生

态脆弱区占到整个面积的 94%。

此外，由于地处亚洲大陆腹地，常

年干旱少雨，风大沙多，蒸发强烈，

且土地多含盐碱，普通植物难以成

活。然而，就在这种气候恶劣、土

地贫瘠的生态环境下，却生长着很

多沙生植物，其中最广为大众熟知

的就是梭梭树。

初见梭梭树时，它并不起眼，

枝干纤细、不足 1 米高，在浩瀚的

沙漠里显得弱不禁风。事实上，

它却是当之无愧的“沙漠植被之

王”。梭梭树生命力极其顽强，尽

管它的种子存活时间非常短，但

只要有一点水分，就能很快发芽

生长，且根系极其发达，可深入地

下十几米，有效防止沙漠中的水

土流失。除了生态价值，它的经

济价值也不容忽视。“寄生在梭梭

树附近的肉苁蓉，是传统的名贵

中药材，素有‘沙漠人参’之美誉，

药用价值极高。随着乡村振兴的

全面推进，‘内蒙古肉苁蓉’作为

地理标志产品，也被视为带动农

牧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

重要载体。”阿拉善SEE基金会工

作人员现场介绍。

正值盛夏，无边无际的沙漠炙

热滚烫、热气逼人，恒昌公益志愿

者一行人在阿拉善 SEE 基金会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观摩制作草方格

沙障的全过程，并分成两组学习开

沟壑、铺干草，制作草方格。草方

格沙障不仅是来年种植梭梭树必

不可少的前期准备工作，也是一种

防沙固沙、涵养水分的有效治沙方

法。它利用废弃的麦草、稻草等材

料一束束呈方格状铺在流动的沙

丘上，再用铁锹将其 1/2 轧进沙

中，然后将附近沙子拨向稻草根

部，使稻草牢牢地直立在沙地上，

形成“挡风墙”，以削弱风力的侵

蚀。现场，恒昌公益志愿者们满腔

激情、干劲满满，汗如雨下也不停

歇，年仅 4 岁的志愿者也不觉劳

苦，共同点亮了沙漠里最显眼的一

抹希望之光。

追寻公益足迹 传承公益精神

荒漠点翠，致敬初心。“一亿棵

梭梭”项目由阿拉善SEE公益机构

于 2014 年正式发起，计划用 10 年

时间恢复阿拉善关键生态区域200

万亩以梭梭为代表的荒漠植被，防

止荒漠蔓延。得益于一代又一代

SEE会员及社会各界人士的耕耘和

努力，其影响力不断扩大。截至

2021年底，“一亿棵梭梭”项目累计

在阿拉善关键生态区种植以梭梭

为代表的沙生植物超过7510万棵，

不仅成为阿拉善地区荒漠化防治

的典范，还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近期发布的旗舰报告《全球

土地展望2》中，入选为示范案例。

“一路追寻公益足迹，既是追

忆，更是致敬。恒昌公益将继续保

持逐光而生、向善而行的初心，以实

际行动做绿色环保精神的践行者。”

恒昌公益相关负责人表示，恒昌公

益一直高度重视环境责任，并积极

倡导“环保向善”理念，例如：帮助重

庆酉阳绿色有机农业快速发展，带

动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助

力“双碳”目标实现；通过“保护生态

环境”“倡导绿色生活”等环保公益

活动引导绿色生活，助力绿色经济；

通过会员服务线上平台，鼓励带动

更多爱心人士认捐梭梭树；在全国

各地职场持续推行“熄灯一小时 低

碳我先行”“无纸化办公”等绿色低

碳行动，助力企业节能减排……

凝聚共识，恒益未来。位于腾

格里沙漠腹地的月亮湖景区，既是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沙漠深度旅游

体验地之一，也是阿拉善SEE公益

精神的起源地。经过一整天的实

地探访、沙漠深度体验，恒昌公益

志愿者们不仅对荒漠化防治现状、

“一亿棵梭梭”项目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传承

公益精神、践行ESG理念等可持续

发展议题也达成了更多共识。

月光下，篝火旁，恒昌公益志愿

者结合各自公益实践为大家奉上了

一场精彩的思想盛宴。“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公益事业是一段润物细

无声的旅程，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

都应该对自然心存敬畏”“可持续发

展作为破解全球性问题的‘金钥

匙’，正在成为全球共识。”

探访活动结束后，恒昌公益志

愿者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意义非

凡，不仅体验了一次难忘的沙漠之

旅，更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未来，恒昌公益志愿者

将以更大的热情、更强的情怀和担

当投入到环保公益事业中，广泛发

动更多社会爱心力量，以实际行动

守护绿水青山。

据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

测结果显示，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面积分别年均减少2424平方公里

和1980平方公里。恒昌公益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公益之旅虽然结束，

但ESG实践才刚刚开始。恒昌公益

将继续践行ESG理念，带动更多人

参与到荒漠化治理，为神州大地添

绿，为美丽中国筑梦！恒益未来·“益”起种——恒昌公益阿拉善“一亿棵梭梭”探访合影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