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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范“黑天鹅” “灰犀牛” 最高检发声 

最高人民检察院 12 月 23 日召开党组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研究检察机关深化落实的举措。会议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

深入分析经济发展中可能进入司法、检察环节的风险隐患，把困难和问题

估量得更充分一些，把思想准备、政策准备、工作准备做得更充足一些，

以检察能动履职，促进防范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事

件。要积极参与处置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维护经济金融和社会大局稳定。

要坚持“严”的一手不动摇，坚决依法打击严重违法犯罪，特别是要把更

利于社会内生稳定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得

更实，维护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对食品药品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

法权益行为，要积极提起公益诉讼，促进恢复和扩大消费。要突出防范金

融风险，对标党的二十大报告“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部署，

持续推动落实“三号检察建议”，加大反洗钱力度，筑牢金融安全法治防

线。（中国证券报） 

二、银行不良率稳中有降 12 家银行房地产不良率超 2% 

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组成部分，记者近日梳理了 20 家主要上市

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末，这 20 家银行

不良贷款余额为 17951.64 亿元，同比增加 868.46 亿元。可以看到，这些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增量占比均低于其资产规模占比。就当前较为突出的

房地产贷款情况而言，截至 2022 年 6 月末，这 20 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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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2.77 亿元，占比为 12.1%，高于贷款余额占比，且不良贷款余额同比

增加接近 800 亿元(个别数据缺失)，占比超 90%。对比来看，占据不良贷

款大头的制造业不良贷款余额，截至 2022 年 6 月末，20 家银行余额为

3365.14 亿元，同比减少超过 650 亿元。在支持实体经济、疫情形势、延

期还本付息等多种因素和政策的影响下，近年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不断增长，但不良率保持稳中有降。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三

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29912 亿元，不良率为 1.66%，同比去

年三季度末分别增加 1577 亿元、下降 0.09 分百分点。（21 世纪经济报道） 

三、债基再遭大额赎回 3 个月内规模锐减 60 亿 

根据 12 月 20 日中信建投基金公告，因中信建投景晟债券基金于 12

月 19 日发生大额赎回，19 日起提升基金净值精确度。待大额赎回对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再产生重大影响时，再恢复基金合同约定的净值精度。

从 19 日净值走势来看，并没有明显异动。根据数据，12 月 19 日该基金 A

份额和 C 份额分别微涨 0.03%和 0.02%，截至 19 日近 1 月来累计下跌 0.10%

和 0.13%；近 3 月来累计下跌 0.32%和 0.38%。该基金是一只成立于今年

6 月的次新债基，成立时规模高达 80 亿元，但在三季度时就遭遇大额赎回，

截至三季度末规模已不足 20 亿元。这并不是个例。11 月以来遭遇大额赎

回的，还有华安安浦债券、中融恒阳纯债、汇安嘉盛纯债、申万菱信稳益

宝债券等基金。万幸的是，这并没有“伤筋动骨”。公募分析认为，11 月

这轮债市调整与基本面关系不大，更多是基于理财赎回和防疫、地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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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预期所作出的负反馈，叠加年底机构止盈，也会加剧债市投资者的离场

情绪，利率底部抬升。往后看，短期内债市或已进入配置交易阶段。（券商

中国） 

四、理赔渎职暴露管理漏洞 保险理赔员索贿遭重罚 

虚列费用、虚假承保、虚假退保、虚假理赔和虚挂保费的“五虚”问

题是保险公司经营中的顽疾，常常作为被监管处罚的因素，出现在银保监

会以及地方银保监局的处罚公告中。但在 11 月的罚单中，一项因理赔员渎

职，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处罚，出现在罚单中，触目惊心。据山

西银保监局的处罚公告，永安保险太原中支理赔服务中心人伤调查岗员工

刘某，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数额达 194866 元，构成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没收违法所得。此外，11 月

罚单中，还出现了利用职务便利在业务活动中泄露客户信息，其责任人分

别被禁业 3 年、10 年的严重违规事件。从累计情况看，截至 11 月底，保

险业罚单金额约 2.56 亿元。其中，11 月当月罚单金额同比略有增加。记

者发现，11 月没有银保监会会级罚单，地方银保监局层级的罚单数量与往

月相比，有所上升。（金融时报） 

五、“滞胀”风险下全球经济复苏承压 

在经历了前一年的艰难复苏后，2022 年，世界经济再次步入危机边缘。

世纪疫情跌宕反复、地缘政治冲突升级、供应链挑战加剧、通胀压力持续

攀升等多重冲击下，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滑。为对抗高通胀，各国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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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0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