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揽存”找保险公司“帮忙”

利息差最高达到几十万
� �

保险资金正在成为银行揽储新的资
金来源。 近日有消息显示，一些身负考核
重压的银行开始将“吸存”目标瞄向保险
公司。 部分险企的分支机构以

4%～5%

的
利率向上级总公司申请款项借给银行，

而只能从银行拿到不到
1%

的活期存款
利率。

记者在市场调查了解到，一到年末，

有不少保险公司接到银保渠道合作银行
的“请求”，要求帮忙临时解决存款压力，

而时点存款的现象较集中于保险公司县
市级分支机构层面。 消息人士向记者爆
料，“临近银行的考核时点， 一家省级保
险分公司最高收到过来自市县级公司、

营销网点等上百亿元的资金需求。 ”

为保渠道险企借钱给银行
据业内人士介绍，市县级保险公司或

者营销网点自身没有大笔的资金短期“借
给”银行，需要向上级总公司申请资金支
持。而资金申请成功的背后，是县市公司向
上级总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借款利息，而
这个借款利息与市场上银行间同业拆放

利率一致。 以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至少有
4%～5%

的借款利息，而他们只能从银行拿
到不到

1%

的活期存款利率。

如果说保险公司愿意将巨额资金临
时“借给”银行救急是为了维护与银行之
间在银保渠道上的关系，那么，保险公司
不得不支付的几十万元利息差， 究竟由
谁来填？

“银行找保险公司帮忙解决存款压
力已不是新鲜事。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坦
言，现在银行在和保险公司“谈判”的时
候表述相当直接：“你给我多少存款，我
给你做多少业务量。 ”

利息差最高达到几十万
记者了解到， 很多保险公司都会为

了维护银保渠道关系， 向总公司提出资
金申请。 “银行也会象征性地口头承诺在
来年更多销售我们的产品， 尽管只是口
头承诺， 但是为了维护关系借个一天两
天的也就借了。 有些银行甚至提出不给
钱就不合作， 所以我们只能将整个利息
差算在总的营销成本当中， 自己承担这

笔费用，最高可能达几十万。 ”

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是随时变化
的，而且越到季末、年末，银行最缺钱的
时候利率越高。

银保渠道困境难解
有分析师表示，受销售环境所限，银

保渠道未现反弹迹象， 且下滑幅度有所
扩大。 业内人士表示，现在整个银保市场
也很无奈， 所以保险公司只能在经营上
加强管理，将优势资源集中。 面对被广大
消费者诟病的银保销售误导， 业内人士
表示，“现在银保渠道销售的多是投资型
的保险产品，而保障类型的较少，目前所
面临的困难是银行网点众多，客流量大，

而保障类型的产品不是短短几分钟能够
讲明白的， 加上银行理财经理在销售保
险产品时本身不专业， 造成产品的销售
困难。 所以在银保渠道销售的主要是一
些相对简单而且承保条件不那么复杂的
投资型保险产品。 这也是在产品销售时
容易将保险产品和一些银行理财产品归
为一类的原因。 ” （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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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市场配合好一加一结果会大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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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财经年会
2013

： 预测
与战略”在北京举行。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
长成思危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十八大”

提出要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如果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和市场看不见的
手配合得好， 会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结
果，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成思危说， 十八大报告有两句关键
的话，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
革方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句重
要的话，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处
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要更加尊重市
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这句话据
我所知，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

因为在中国， 政府相对于市场是处

于强势的， 实际上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也是两个方面，市场要发挥作用，政
府要发挥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 市场要
发挥促进经济效益的作用。

成思危指出，现在有一种误解，有的
人说西方就是纯粹市场经济， 甚至有人
说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其实这个看法
是片面的， 实际上任何社会只是政府的
指令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 世界上
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

所以政府是看得见的手， 和市场看
不见的手， 在经济中是相互发挥着不同
的作用。 而这两只手之间谁强一点，谁弱
一点，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成思危说， 我们曾经研究过这个问

题，分三种类型，一种叫安克鲁撒克逊，

一种是莱茵模式，像德国，法国，政府管
得多一点， 一种是东亚的模式， 就像韩
国，新加坡政府管得多一点，中国政府管
得比那些国家又更多一点。 所以从传统
来看，政府对于市场是处于强势的。

他表示，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和市场看不见的手配合得好， 会起到一
加一大于二的结果， 能够更好地促进经
济的发展。 但是如果配合得不好，市场的
效率就会下降， 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
到损害。 所以十八大报告把这个关系作
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提出来，而且强调
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
是非常重要的。 （据《财经》年会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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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投资
需防六大陷阱

李剑
� �

当下的艺术品市场鱼龙混杂，一些造假、贩假者
通常会通过给赝品安上一个假身份、 推荐藏品时讲
述甚至编造一些奇妙的故事、 假作真或真作假等手
段，牟取暴利，藏家需小心提防。

一、警惕“假书”。 为了给赝品安上一个假身份，

一些造假、 贩假者常常通过非正规渠道编印非法出
版物，将赝品与真品混杂在一起，博取收藏投资者的
信任，然后高价售出，牟取暴利。

二、少听“故事”。艺术品收藏讲究流传有序。为
了达到这一目的， 一些人在推荐藏品时往往会讲述
甚至编造一些奇妙的故事， 例如由某个时代流传至
今，由某著名收藏家鉴定等。

三、谨慎对待作品关联人的鉴定结论。眼下的艺
术品市场上，一些艺术家、艺术家亲属或其他相关联
人会出于某种目的，将假作真或将真作假。

四、警惕“天价鉴定”。 部分文化机构利用藏家
“藏有所值”的心态，安排所谓“鉴定专家”为其鉴定
藏品，随后报出诱人的参考价格，引诱藏家签订委托
拍卖的合同，以骗取服务费。 事实上，拍卖公司主持
的文物艺术品拍卖虽然也有鉴定环节，但一般而言，

其鉴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确定标的是否能达到拍卖
要求。

五、警惕拍卖会前滥收服务费用。一些运作不规
范的拍卖公司， 在艺术品拍卖前会向委托人收取鉴
定费、评估费、宣传费、图录费、保管费等诸多费用。

事实上，按照国内拍卖行业的惯例，拍卖公司只在拍
卖后向委托人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 大多数公司则
承诺未成交不收费。从海外市场来看，拍卖公司也没
有事先收取服务费的惯例。

六、警惕非拍卖企业举办的非法拍卖会。通过拍
卖方式买卖艺术品时， 委托人或竞买人应选择具有
拍卖资质的拍卖企业， 若为文物则应当选择具备文
物拍卖资质的企业，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于
一些所谓文化公司、 咨询公司等不具备拍卖资质的
机构作出的“帮助拍卖”宣传和承诺，以及一些非法
的拍卖会，投资者需提高警惕。

（作者系建行理财师，具有九年理财业务经验，

擅长投资组合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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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质检部门拟拒受理“知假买
假”申诉】质检总局

26

日就《产品质量申诉处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列出“申诉人
购买产品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产品存在质量申诉
所涉质量问题的”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不予受理申
诉。专家：或使商家钻空；“知”与“不知”假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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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社科院报告建议人均住房超
40

平方米部分征房产税】社科院
28

日发布报告，提出
应及时推广沪渝经验，对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用房超
过

40

平方米部分，无论住房为何种产权性质，均应
按评估价格征收税率较高的保有环节房产税，且新
增商品房和现有存量房均纳入征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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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塑化剂的天空】

20

年前启动
相关研究，

5

年前科学家预警，

18

个月前台湾事
发，

17

个月前行业自查， 塑化剂的安全风波还
是从白酒行业开始，不期而至。 目前，塑化剂的
风险评估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总量暴露评
估”，即人们从不同食品中摄入的塑化剂总量不
明，而目前最大的风险就在于这种“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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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随着房地产政策法规的
逐渐完善， 炒房的人越来越少，不
过，另一样东西逐渐进入大家的视
线，那便是“炒金炒银”。 南京六合
的于女士最近向媒体反映：自己今
年

9

月投入了
15

万元钱炒白银，

如今却亏得只剩下万余元。而这一
“悲剧” 都源于她在今年接到的一
个“银行活动短信”。

（据《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