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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金融

《安徽银联·卡世界》是由中国银联安徽分公司创办的，为广大银行

持卡人精心打造的时尚消费指南读本，结合银联特色及银联移动支付

产品优惠活动，为读者带来全方位用卡资讯和云闪付APP使用攻略，

同时在杂志中融入现代流行元素，让读者走进一个丰富多彩的“卡世

界”。这里有你想了解的银联产品知识，也有你

想看到的世界美景，更有吃喝玩乐购等全方位

的指南。《安徽银联·卡世界》2020年第四期已经

上线，快扫一扫二维码阅读吧！更多资讯可以

关注“银联安徽”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安徽银联·卡世界》

安徽金融时尚第一读本

发展体系日趋完善
整体规模与增速保持中部领先

过去五年，安徽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增至17类、

198家，保险市场主体增至128家，银行业保险业从业

人员约57万人。全省首家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

和理财公司顺利开业，股份制银行机构持续下沉，外

资保险省级机构从5家发展至10家。

全省银行业资产、负债余额从2015年末的4.52

万亿元、4.36万亿元，增长至2020年 11月末的7.77

万亿元、7.46 万亿元，年均增速分别达 11.44%和

11.34%。银行业存款、贷款余额从2015年末的3.48

万亿元、2.61万亿元，增长至5.75万亿元、5.25万亿

元，年均增速分别达10.57%和15%。全省保险业原

保费收入从2015年末的698.92亿元增长到2020年

11月末的1317.5亿元，年均增速达13.52%。

发展质量持续提高
改革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全省保险业累计赔付支出2206.6亿元，提供各

类风险保障82.66万亿元，有力保障经济社会稳健运

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品种和范围进一步扩大，全

省农业保险在全国率先实现大宗农作物承保面积超

过1亿亩，主要农作物保险基本全覆盖，粮棉油大宗

农作物保险的覆盖率超过90%。大病保险实现全省

全覆盖，基本医保经办实现提质扩面。推进财产险市

场改革，深化应急、食品等领域责任险发展，推动车险

综合改革顺利落地。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签单从“十三

五”期初2016年的8300余家增长至2020年1-10月

就签单达4.25万家，提供风险保障额度从2016年的

164亿元提升至当前的2015亿元，5年间增长12.3

倍；十三五期间累计承保各类生产经营主体10.02万

家，提供风险保障3774亿元，有效覆盖煤矿、非煤矿

山等九大高危行业领域主体1.3万家。

安徽银保监局制定贯彻落实信访、举报、消费投

诉处理办法，建立多元化解金融纠纷平台和机制。推

动徽商银行等银行相继出台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省

联社改革方案纳入全国首批试点，财产保险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有序推进，并探索将党的建设与公司

治理有机结合，持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金融活水滋润实体经济

大力推进普惠型小微企业监管考核，强化监管

引领，推动信贷资源向小微企业倾斜，全省小微企业

贷 款 从 8101.96 亿 元 增 长 到 1.76 万 亿 元 ，增 幅

117.28%，涉农贷款余额从8503.67亿元增长到1.59

万亿元，增幅87.06%，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增

速保持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在保证贷款增速高

于平均的基础上，贷款利率明显下降。通过设立机构

网点、流动服务等方式，实现了“乡乡有机构、村村有

服务”，解决了金融服务覆盖“最后一公里”问题，实现

全省乡镇及行政村银行保险服务全覆盖。

全省贷款保持年均14.64%的增长速度，为全省企

业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金融资源。尤其加大基础设施

短板等领域支持力度，强化制造业企业金融服务，全省

制造业贷款余额从4162.34亿元增长至5807.55亿元，

2020年前三季度增量创近年新高。突出支持先进制

造业和产业集群，加大研发贷款投入，发展科技保险、

专利保险积极推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新材

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试点，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指导

保险机构在高新区等科创聚集区设立科技型特色支行

14家，科技保险支公司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规模

达1272.68亿元，较2015年末增长104.98%。

风险防控持续加固
构筑防范金融风险安全网

坚持监管关口前移，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推

动优化省联社在线交易风险预警系统，开展农商行、

村镇银行资产负债全面排查，全面实施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科学推进重点机构风险

处置，制定高风险机构三年处置规划，实行高风险机

构名单制管理，顺利完成4家农村银行风险处置，稳

妥推进皖江金融股权变更，基本完成安邦集团在皖分

支机构风险处置。有效提升监管工作成效，着力加强

资产质量监管，提高资产分类准确性、有效性，逾期

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比例下降至87.91%。

持续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过去五年累计推动

处置不良资产1679.64 亿元，有效盘活存量信贷资

源。联合推动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全省94家P2P

网贷机构已经全部停业退出，互联网金融风险形势根

本好转。全省银行贷款不良率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等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聚焦“一体协同”
支持安徽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会上，安徽银保监局副局长施其武指出，在推动银

行业保险业支持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方面，安

徽银保监局强化“五大建设”，在协调发展中提升服务

能力；做好“四项工作”，在监管引领中坚定战略方向；

突出“三个聚焦”，在重点中发展特色金融。

合肥部分银行养老理财产品
覆盖面窄 保障程度不足

近日，记者就合肥高新区部分银行的养老理财产品

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多数银行暂未推出养老理财产

品，少数银行推出了养老型理财产品，理财经理对于养

老理财产品也没有较高的推介热情，推荐导向较多为银

行代销保险推荐，且产品额度较少。

通过对比部分普通的银行理财产品可以看出，目前合

肥市场部分银行养老理财产品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产

品投资期限整体偏长，一般投资期限超过1年；二是收益

率相对较高，一般可以达到年化收益率4%至6%。对此

情况，华泰证券固定收益团队表示，在全国市场现有的银

行养老理财产品中，投资期限在1年以下和3年以下的产

品数量占比分别为87.2%和94.0%，资产投向集中于高流

动性、短期固定收益类资产，与现有普通理财产品的区分

度不大，导致养老理财产品特色不鲜明、缺乏吸引力。

“小杨经理推荐的这个养老理财产品投资期限是3年，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0%至4.5%，除了期限长点、收益率高点

以外，与其他理财产品没有什么明显区别，都是到期还本付

息。”家住合肥市高新区市民朱明玉对记者说。记者发现，目

前合肥市场部分银行的一些养老理财产品虽然在产品名称

上体现了“养老”这一主题，但实际上并没有设置养老保障的

金融功能；一些养老金融产品覆盖面窄、保障程度不足。

此外，分析人士称，当前银行养老理财产品存在同质

化、销售人员认知不足等问题。记者在去合肥市高新区各

家银行询问养老理财产品时，银行理财经理会出现对于养

老型理财产品认知不足，对消费者上门询问相关产品时解

释不清等情况。

金融支持养老事业
产品设计应完善养老功能

金融如何支持和服务养老事业？对于老百姓而言，

最为直观的还是各种养老金融产品。总体来看，养老金融

市场需求较大，但优质供给不充足，市场潜力仍未得到充

分释放。“养老金融的服务对象是老年人群体，金融产品和

服务只有满足这部分群体的需求，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

养老金融在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上的统一。”招联金融首

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国人养老准备报告》建议，金融机构应有针对性地

加强对养老金融产品功能和特点的研究，积极开展产品和

服务方面的创新，在以保障为主的产品功能设计上，充分

注意到居民在养老阶段最主要的需求是健康保障，在设计

相关金融产品时，可多与居民的健康保障需求相结合

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表示，监管层将稳步推进创新

试点，选择少数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先行

开展养老金融试点。支持相关机构发展体现长期性、

安全性和领取约束性，真正具备养老功能的养老金融

产品，包括养老储蓄存款、养老理财、专属养老保险、商

业养老金等，力争通过示范引领，为养老金融全面发展

探索出一条新路。 ■ 朱慧之

12月15日，安徽银保监局召开“安徽银保监局推

动银行业保险业支持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

闻发布会，会上记者了解到，安徽银保监局公布了“十

三五”成绩单，安徽银行业保险业保持稳健发展、量质

齐升，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开

放、服务民生等方面交出亮眼答卷。会上还重点介绍

了安徽银保监局目前推动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长三角

一体化的相关情况。 ■ 杨平 记者 董方

近期，针对老年人金融服务的“数字鸿沟”话题引发各

方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包括银行养老理财在内的养老金

融成为市场热议话题。今年以来，银行机构争先布局养老

金融，推出各类养老理财产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多层次、多

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业内人士认为，健全养老理财市场，

为老年群体提供专业化、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金融服务

已成为当务之急。

安徽银保监局：

“一体协同”日趋完善加快安徽融入长三角

养老型理财产品引热议
合肥市场有待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