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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震慑力持续释放。为进
一步规范银行保险机构股东股权
行为，5 月 31 日，银保监会公开了
第五批共 43 名重大违法违规股
东。加上此前公开的四批，银保监
会已公开了124名重大违法违规股
东，其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16个
方面。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专
家表示，打击股东违法违规，一方面
需要提升监管效能，确保违法成本
高于违法收益；另一方面也需要激
活银保机构内部风险控制的有效
性，从源头上强化股东准入机制。

监管“零容忍”信号明确
重大违法违规股东曝光

股东股权和关联交易违规行
为是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的主
要表现形式，是引发金融风险的重
要源头之一。

近年来，银保监会高度重视股
东股权监管工作，并列入年度安排
中。2021年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明
确提到“加强股东穿透审查，依法
规范大股东行为，持续清理违法违
规股东，建立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常
态化公开披露机制。加强关联交
易监管制度建设和系统建设”；
2022 年银保监会工作会议强调，

“筑牢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防
火墙’，加强对股东的穿透式监管，
严防银行保险资金被用于盲目‘加
杠杆’”。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今年3月
2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曾表
示，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三会一
层”必须健全，严格按法律规范。
更重要的是吸取过去教训，对股东
进行严格审查。不能再形成一股
独大，关联交易，挪用资金，直接把
银行资金或者是保险费用于加杠
杆，用于搞其他投资，要防止出现
这种局面。

针对银行业保险业股权乱象，
银保监会重拳出击大力整治。截
至目前，已公开五批重大违法违规
股东，共计124名股东，其中包括17
位自然人，107家法人。

记者梳理五批情况注意到，银
行保险机构股东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主要包括以下 16 个方面：入股
资金来源不符合监管规定；违规
代持银行保险机构股份；隐瞒关
联关系；存在严重逃废债行为；股
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挪用、占用资
金；违规安排未经任职资格核准
的人员实际履行董事、高管职责；
违规转让股权；利用平台虚构业
务进行融资；拒不按照监管意见
进行整改，不配合监管部门开展
风险处置；违规将所持股权进行
质押融资；违规开展关联交易或
谋取不当利益；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存在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行
为；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行政许可；
编制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关联股
东持股超一定比例未经行政许
可；单一股东持股超过监管比例
限制。

“上述行为严重损害了银行和
保险公司的资金安全和金融消费
者权益，同时，影响银行保险市场
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还会助推金融
风险，把某个银行或保险公司的个
别风险进一步放大，使风险外溢。
此外，还会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
长刘俊海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综上，监管坚持对股
东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零容忍”
态度。

涉及多家农村中小银行
监管严格约束大股东行为

此次公开的第五批重大违法
违规股东中，涉及多家农商行和村
镇银行小股东。

事实上，中小银行公司治理也
是监管关注的重点之一。在 5 月
20 日银保监会召开的通气会上，

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
年以来，银保监会重点查处大股东
违规质押、股权嵌套、股权代持等
股权问题，通过信贷、债券、贴现等
手段违规输送利益问题，以及内部
人控制和大股东操纵掏空机构等
问题。

关于下一步工作，银保监会相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
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其中包
括，严格约束大股东行为，强化关
联交易管理，防止其不当干预机
构内部经营管理；鼓励优质银行、
保险公司和其他适格机构参与并
购重组农村中小银行，会同相关
部门落实鼓励中小银行兼并重组
支持政策，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原
则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兼并重组和
区域整合。

“要将上述工作做实做细，需
升级监管手段，转变监管思路，铸
造监管合力，提升监管效能。”刘俊
海建议，可通过派驻专门工作团
队，或委托独立第三方，包括专家
学者、律师和会计师以及银行界专
业人士等，对公司的整改进行第三
方监督。同时，激活公司内部风险
控制的有效性，让股东会、董事会、
监事会各司其职，各行其道，让股
东会在重大决策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压实董事会功能，每个董事和
高管都能诚实守信，勤勉尽责，自
觉抵制不合法不合规的投资人进
入到银行。

股东违法违规原因众多
需多方合力堵住风险源头

当前各类股东违法违规现象
背后的原因众多。

一家小型寿险公司管理层人
士告诉记者，部分公司在筹建或进
入保险业之初的目的和动机不纯，
或是没有深刻理解行业发展规律，
比如，单纯地以为保险公司是“现
金奶牛”，可对股东的主业产生协
同共振效益，但保险公司发展初期
乃至中期，都需大量现金流和资本
金，不仅不是“现金奶牛”，还需不
停“输血”。

在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
理咨询合伙人周瑾看来，险企股东
违法违规归根结底是少数股东仍
将保险公司作为“融资工具”，利用
关联交易违规挪用和占用资金，甚
至为了达到该目的，不惜采取违法
违规方式获得股东身份，通过违规
的人事任命来获取对公司经营尤
其是资金运用的控制力。

北京东卫律师事务所资本金
融部主任盛海波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法律实务
的角度建议银行保险机构从以下
方面规避股东违法违规行为：首
先，银保机构应严格遵守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以及行业监管规定，
合法合规运营。其次，银保机构从
设立之初就应避免一股独大，股东
之间要相互制约。此外，赋予董事
会、管理层一定的独立性和中立
性，避免大股东控制董事会、管理
层。再者，银保机构应对存量的股
东借款和相关业务进行审查，严格
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应流程、回避程
序、审批手续等。

在刘俊海看来，堵住风险源头
最重要的是做到两升两降，即提
高违法的成本，降低违法的收益，
确保违法的成本高于违法的收
益；提升守信收益，降低守信成
本 ，确 保 守 信 收 益 超 过 守 信 成
本。他建议，可将公众举报的监
督机制与专门的行政监管机制有
机结合，激活人民群众和新闻媒
体监督的积极性。此外，还可进
一步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引进
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使组织能
够在决策时恪守程序严谨，内容
合法的原则，禁止各种不法行为
通过股东会决议或组织决议穿上
马甲招摇过市。

“监管层面，还要强化股东资
质的审查和审批，加大监管力度
和巡查力度，发掘多种线索打击
关联交易。与此同时，也要制定
银保机构股东的履职考核机制。”
盛海波说。

银保机构股东
16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曝光
专家建议强化监管与激活内控形成打击合力

本报记者 吴晓璐

5月 31日，国务院发布《扎实稳住
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提出，提高资
本市场融资效率，科学合理把握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IPO）和再融资
常态化。

Wind 资讯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
月，A股共有138家新股上市，合计募资
2741.73亿元，同比增长 74.34%。接受
采访的专家表示，未来资本市场仍需提
升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股权融资对实体
经济的支持力度。

科创板和创业板
IPO数量融资规模占比高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A股每月
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 31家、17家、
37家、36家和17家（合计138家）。

以行业划分，上述 138家上市公司
中，通信、电子、石油石化、医药生物和
基础化工等 5个行业募资额均达到 200
亿元以上，分别为 547.60 亿元、472.41
亿元、322.92亿元、274.13亿元和210.80
亿元。而去年同期，仅电子行业募资超
过了200亿元。其中，3家公司 IPO募资
超过百亿元，中国移动、中国海油和晶
科能源 IPO 募资分别为 519.81 亿元、
322.92亿元和100亿元。

从上市板块选择看，138家公司登陆
沪深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分
别为23家、46家、57家和12家，分别占比
16.67%、33.33%、41.30%和 8.70%；募资
金额分别为 1009.23亿元、945.43亿元、
769.32亿元和17.95亿元，占比为36.8%、
34.48%、28.06%和0.65%。其中，科创板
和创业板新股数量、募资金额依旧占比
较高，分别达到74.64%和62.54%。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汪惠青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
IPO在数量和融资规模上占比较高，从
外因来看，主要得益于注册制下审核效
率以及更加重视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放
宽了对企业盈利的要求。

“从内因来看，在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推动下，战略新兴产业的经营预

期向好，他们的经营特征与科创板和创
业板的属性高度契合。而内外因素叠
加影响下，导致科创板和创业板新股数
量、募资金额相对领先。”汪惠青进一步
表示。

据记者梳理，在138家公司之外，截
至 6月 1日，共有 49家公司已吹响A股
上市的号角，其中邦德股份将于 6月 2
日登陆北交所，募资 1.63亿元；18家公
司已完成发行未上市，合计募资 145.58
亿元；2家正在发行中；另有 28家公司
已注册生效并获得 IPO批文但尚未发
行，分别拟登陆沪深主板（1家）、科创板
（12 家）、创业板（12 家）和北交所（3
家），计划募资合计309.79亿元。

“从拿到批文到挂牌上市，要经历
招股意向书、询价发行、发行完成和申
请上市几个过程，一般要一个半月至两
个月左右的时间。”某投行人士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目前，每周每个交易所会
有 2家到 3家公司拿到 IPO批文或注册

生效，从时间来看，目前有 28家拿到批
文还没发行是正常的。另外，今年以来
A股波动较大，上市公司也更倾向选择
一个自认为较好的时机挂牌上市。

强化投行执业质量评价
新股发行市盈率回归

今年以来，注册制下新股破发频
现。Wind资讯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
共有 38只新股上市首日破发，5月份仅
有 2只。从发行市盈率来看，5月份启
动招股的公司中，科创板和创业板发行
市盈率显著下降，平均市盈率分别为
69.97倍和 26.87倍，而前 4个月分别为
85.96倍、51.97倍。

“之前新股破发比例较高，监管层
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采取措施进一
步引导新股发行市盈率回归合理。”上
述投行人士表示，从市场角度来看，近
期询价时机构投资者逐渐降低报价，目

前发行定价还是遵循不超过“四个中位
数”原则，机构报价降低后，引导定价中
枢下移。两者作用，导致 5月份新股发
行市盈率降低。

“但是，这是波动的，当市场认为一
级市场定价较低，投资者打新热情提升
后，新股定价可能会随之提升，所以新
股发行定价也是处于动态波动中。”上
述投行人士进一步表示。

4月下旬，上交所组织多家券商召
开座谈会，考虑将大比例破发等指标纳
入主承销商执业质量评价等。5月 27
日，证监会表示在系统内印发了《证券公
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内部控制现场检查
工作指引》，明确五种应当开展现场检查
的情形，包括投行执业质量评价低。

谈及今年资本市场股权融资趋势，
汪惠青表示，随着注册制持续推进、再融
资政策松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
措施有序落地，股权融资、直接融资支持
实体经济的质效将不断得到提升。

年内138家新股募资额增长74.34% 直接融资持续赋能实体经济

本报记者 谢若琳

六一档是亲子观影的最佳时间，
也是一年之中动画电影上映的重要档
期。今年6月1日，有4部新片上映，大
多是以儿童为导向的动画电影，叠加
上周上映的《哆啦A梦：大雄的宇宙小
战争2021》，动画电影成功为暑期档创
造了良好的开局。

动画电影是电影市场重要组成部
分，但自2019年暑期档上映的《哪吒之
魔童降世》后，国内动画市场破圈者寥
寥，即便是在业内备受赞誉的《白蛇2:青
蛇劫起》，票房收入也止步于5.8亿元。

那么，《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出圈
是偶然还是必然？下一部爆款动画何
时才能到来？

“哆啦A梦”如约而至

截至6月1日19时，电影票房收入
5062万元，尽管不及去年同期的1.44亿
元，但在全国影院营业率70.2%的背景

下，也实属来之不易。
一位数据平台分析师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今年“六一”儿童节当
天是星期三，因为不是节假日因此潜
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预计动画电
影的观影热潮将延续到未来两周。

回顾往年六一档，“哆啦A梦”系列电
影已成为该档期票房支柱之一。自2017
年六一档上映《哆啦A梦：大雄的南极冰
冰凉大冒险》以来，此后每年六一档，“哆
啦A梦”系列电影都如约而至。

今年也不例外，灯塔数据显示，今
年六一档票房收入TOP3分别为《哆啦
A梦：大雄的宇宙小战争2021》（1537万
元）、《坏蛋联盟》（1485万元）、《海底小
纵队：洞穴大冒险》（634万元）。

“目前国内电影市场已经显露出
对动画电影的认可，一些针对成人市
场的动画电影也开始受到青睐，因此
国产爆款动画的出现并非偶然。”上述
数据平台分析师表示，但是国内动画
创作团队还未形成如皮克斯、迪士尼
动画这样工业化产线流程和IP宇宙，

这就导致内容品质并不稳定。

国内动画市场仍有空间

事实上，横向对比，国内动画电影
市场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西部证券
研报指出，过去十年，中国、美国和日
本的动画电影市占率平均值分别为
10%、16%和27%。

该研报显示，国内动画电影市场
供给相对不足。目前国内专门从事动
画电影的人才较少，优质团队稀缺，国
产动画数量保持在30部/年到40部/
年。也由于供应较少，国内动画电影
面临的竞争弱于发达市场。

一位动画公司创始人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动画电影的
成本和真人电影存在较大差异，成功
的系列可复制性强，但创新成本较高、
周期更长，一部动画电影成本动辄上
亿元，创作周期也至少需要2年起步，
这就劝退了一批创业团队。

“目前国内较为知名的动画创作

团队大多依附于上市公司，如光线传
媒旗下的彩条屋；或是成功人士的二
次创业，如追光动画由土豆网创始人、
前CEO王微创立。”上述创始人进一步
表示，即便是国外成熟的动画团队，起
步也是非常困难的，比如皮克斯最初
被迪士尼收购前，依靠的是乔布斯个
人“输血”。因此，下一部爆款势必出
自现金流稳定的团队之手。

此外，国内动画产业链上，前期的
IP创作不够饱和。《2021年中国动漫制
作行业短报告》提出，中国动漫制作行
业需在前期创作增大投入，以实现内
容创作水平提升。数据显示，我国动
漫企业将70%至80%的资源投入到中
期制作环节，而剧本创作等环节投入
仅占5%至10%。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动漫行业
正迎来一轮市场热潮。天眼查数据显
示，我国现有超158万家动漫相关企
业，其中2021年新增58万余家相关企
业，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我国已新
增46万余家动漫相关企业。

六一档票房破5000万元 中国动画电影的春天来了吗？

本报记者 谢若琳
见习记者 王 君

6月1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醒
消费者，要把安全健康放在首位，尤其
在选购“儿童食品”时，要查看配方。

据悉，目前我国尚无“儿童食品”相
关标准及规定，“目前市面上的儿童食
品配方、标识参差不齐，消费者还需有
火眼金睛。”中国品牌研究院研究员朱
丹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儿童食品
行业国家标准还未出台，行业乱象丛
生。不过随着各项行业标准的推出，儿
童食品赛道将迎来更规范的发展。

儿童食品消费猛增

儿童节来临，亲子家庭依旧是儿
童节消费主力。记者从美团方面获
悉，儿童主题套餐订单量同比去年增
长56.78%，消费用户增长81.22%。

事实上，在儿童节的前两周，儿童
食品消费增速已经明显提升。京东方
面表示，儿童食品销量环比增长47%，其

中饼干蛋糕、休闲零食、坚果炒货最受
小朋友们欢迎，销量占比分别达27%、
16%和12%。除此之外，冰淇淋、果冻布
丁、牛肉小食的销量也飞速增长，成交
额分别环比增长132%，63%和51%。

“年轻一代的父母们逐渐认识到
儿童饮食健康的重要性，乳制品、益生
菌、冲饮谷物等具备营养健康属性的
儿童饮品广受欢迎。”京东方面相关负
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儿
童节前两周益生菌饮品和冲饮谷物成
交额分别同比增长89%和54%。

从年龄上来看，26岁至35岁的女
性成了儿童零售消费的主力群体，占
比达69%，她们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
有精细养娃的意识，愿意在儿童饮食
上支出，且在购买儿童零食方面更看
重安全、营养、健康等。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大孩子”们
也选择借机回味童年。

大众点评数据显示，在“六一”儿
童节前两周，“童年怀旧好去处”的搜
索量环比前一月同期增长了126%，其
中，80后、90后的用户贡献了近九成搜

索量。同时，以童年回忆、童年味道为
卖点的“怀旧套餐”团购订单量上涨了
340%，主打回忆风的童年怀旧零食主
题店成为儿童节期间的热门去处。

行业趋于规范化发展

《儿童零食市场调查白皮书》显
示，目前我国儿童零食市场规模约为
休闲零食市场规模的1/10，预测2019年
至2023年间，儿童零食市场将以10%
至15%的复合年增长率稳定增长，市
场预期超6000亿元。

资本市场也闻风而动。据《证券
日报》记者梳理，2021年以来，奶酪博
士、小黄象、秋田满满等近20家儿童食
品企业相继获得投资机构青睐。其中
窝小芽、哆喵喵完成3轮融资，窝小芽
最新一轮融资达到亿元级。

在朱丹蓬看来，儿童食品企业受
到资本青睐是必然的。“这个细分赛道
属于蓝海市场。而未来，中国儿童食
品也会往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资
本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据悉，我国首个《儿童零食通用要
求》团体标准于2020年出炉，结束了儿
童零食国内标准的真空局面。时隔两
年，2022年5月17日《儿童零食通用要
求》修订版发布，同时，儿童食品相关
团体标准《“食育加佳”认证通则》《儿
童糖果巧克力通用要求》也一起发布。

事实上，对家长们来说，准确分辨符
合儿童饮食标准的食品往往有些难度。
根据叮咚买菜近日针对家长们展开的

“儿童食品消费问卷”调查，仅54%的家
长表示在购买儿童食品时，会查看配料
表和营养成分表。

“并不是商品名中含有‘儿童’的
就一定适合儿童，最重要还是看配料
表。”叮咚买菜食品研究院负责人申强
表示，因此，叮咚买菜“宝妈严选”在业
内率先将配料表、营养成分表放在商
品页首页，并且配上注册营养师的解
说，帮助家长辨别。

朱丹蓬认为，“新出台的团体标准
在原有标准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细化，
是旧标准的落地版，预计2024年国标
才能出台。”

儿童食品消费赛道增速显著 行业国家标准尚未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