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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冰

银行APP正在持续“瘦身”。
2021 年 12 月 24 日，建设银行发布关于龙支付

APP（个人版）迁移的公告称，龙支付APP功能将迁移
到中国建设银行APP和建行生活APP，各大应用商店
内龙支付APP将无法下载。

2022年1月4日，《证券日报》记者在华为应用市
场及苹果APP Store查询后发现，龙支付APP皆已查
询无果。

随后记者通过建设银行官方客服了解到，目前龙
支付APP已在各大应用商店下架，其所有功能、权益、
场景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APP和建行生活APP中的
龙支付模块继续使用。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已有多家银行发布迁移或终
止旗下APP服务的相关公告，其中包括兴业银行、邮
政储蓄银行、广发银行等。

龙支付APP推出5年后下线

2016年 11月份，建设银行正式宣布推出龙支付
APP。建设银行推出的这个统一支付品牌，整合了现
有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等全系列产品，具备建行钱包、
建行二维码、全卡付、龙卡云闪付、随心取、好友付款、
AA收款、龙商户等八大功能。

5年后的 2021年 12月 24日，建设银行发布公告
称，龙支付APP将不再更新，后续将逐步关停各项服
务，龙支付APP将无法注册、登录及使用。

经常使用龙支付APP的王小姐，对此次龙支付
APP的迁移表示很高兴。她对《证券日报》记者称，

“现在银行APP太多，很多功能比较重复，将龙支付
APP归入建设银行APP后，很多功能在一个APP内就
可以完成，这样更方便了。”

在大多数业内人士看来，建行下线龙支付APP并
不意外。一方面，银行整合APP功能便于集中资源，
精准发力；另一方面，近年来电子支付功能大幅提升，
银行其他功能越来越丰富，已没有必要单独发展支付
APP。

《证券日报》记者对相关信息梳理后发现，建设银
行并非首家进行APP“瘦身”的银行，仅 2021年就已
有多家银行发布过旗下APP“瘦身”的公告。其中，8
月份，兴业银行发布公告称，终止兴业企业银行APP
服务，相关功能已迁移至兴业管家APP。10月份，邮
储银行表示，将于 11月 17日起停止邮储生活APP的
注册和支付服务；自12月22日起停止其全部服务，并
关闭该APP的下载入口。12月 18日，广发银行也停
止广发直销银行APP服务，将相关功能迁移至广发银
行APP。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在线上获客和运营日益重要的趋势下，手机银行成为
各家银行开展业务的核心发力点。在业务平台和场
景平台上，不同银行的策略有所差异，一些“迁移”或

“瘦身”行为主要发生在这两类APP中。通过这些策
略变化，将原本分出来的金融业务平台、场景平台整
合进手机银行，可以将各种资源集中，做大手机银行
数字化生态，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做减法”，实际上却
是在“做加法”。

整合优化APP功能成为趋势

近年来，银行大力发展手机银行业务，部分银行
以场景化、生态化、数字化为方向，探索提供多场景、
多行业、多渠道的线上金融服务。因此，一家银行旗
下有多款APP的情况十分普遍，难以避免地导致银行
APP功能出现重复、同质化等现象。

记者在多家应用软件商店搜索后发现，多数头部
银行旗下均有 3至 4个APP，类型涵盖个人类、企业
类、生活服务类、贷款类等诸多细分领域。记者下载
了多款银行APP，在体验后发现，同一银行旗下的各
个APP之间细分边界并不明朗，很多业务有重叠现
象，同质化程度较高。其中，这些APP绝大部分都包
含了贷款、理财、支付等功能。

使用率不高、体验感不好，让很多用户对银行
APP颇有怨言。用户张先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现在很多银行APP名称相似，在使用过程中感觉各
个APP的功能都差不多。有时候所需功能仅在一款
APP 上方便使用，虽然使用频率不高，却又不能删
除。”

“银行整合集中 APP 功能或将成为趋势。随
着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银行也在积极探索精耕
细作，整合旗下 APP 有利于打通内部渠道，进而
为客户精准画像。”博通分析资深分析师王蓬博
表示。

王蓬博认为，“每家银行旗下不同类型的 APP
用户在一定范围内是重合的，这会造成资源浪费。
过于泛滥的银行APP，在给用户使用造成困扰的同
时，并没有达到银行想要的效果，这也是银行开始
对APP数量‘做减法’的原因。”

为了提升用户体验，银行整合和缩减APP数量
已成为趋势。早在 2020年 6月份，光大银行就曾发
布《关于阳光银行下线及相关功能迁移的公告》称，
已将阳光银行 APP 与手机银行 APP 完成功能服务
合并。

“从目前来看，银行不管采取的是多平台策略还
是集中发力手机银行策略，均有表现较好的案例。但
总体来看，还是与银行自身的资源禀赋、运用能力及
业务规模相关。”于百程认为，“对中小型银行来说，集
中资源聚焦于手机银行是比较合适的选择。与场景
的结合，可以采取开放合作的策略，不一定非要自身
开发运营独立的APP。”

王蓬博认为，银行对 APP 数量的缩减，也是对
APP 功能的优化。这说明，银行业务的重心开始
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移，以
APP 数量的“减法”换取功能优化的“加法”。预计
未来会有更多银行在整合 APP 功能和业务方面继
续跟进。

用数量“减法”换功能“加法”
又一国有大行旗下APP下线

本报记者 苏向杲

2021 年，保险板块（申万二
级）收获近10年来最大年度跌幅，
其跌幅仅次于教育板块，位列A股
各行业跌幅榜第二位。不过，在保
险股大跌之际，外资不仅没有对保
险股全线减持，还逆市加仓了部分
保险股。

东方财富 Chioce 数据显示，
2021年，外资加仓了中国人保、中
国太保、中国人寿和新华保险。截
至 2021年 12月 31日，外资对中国
人保和中国太保的持股量比 2021
年年初时分别飙增 91%和 39%。
与此同时，外资对*ST西水大幅减
持，年底持股量较年初骤降77%。

虽然外资在去年大幅加仓部
分保险股，但在研究机构和业内人
士看来，保险行业的形势并不乐
观。首先，由于 2021年一季度的
保费基数较高，2022 年一季度的
保费增速仍可能较低。其次，在投
资端，仍需警惕利率持续低位震荡
带来的负面影响。

保险业
受诸多负面因素冲击

2021年，受诸多负面因素的冲
击，保险股持续走低。东方财富
Chioce数据显示，去年保险板块整
体下跌39%。其中，中国平安、新
华保险、中国人保、中国太保、
中国人寿、*ST西水的涨幅分别
为 -39.23%、-29.22%、-24.44%、
-21.74%、-17.82%、19.19%。

保险股去年出现普跌行情，与
诸多因素有关：首先，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了居民购买力，保费收入
持续低迷；其次，互联网保险快速
发展，对传统重疾险产生替代作
用；第三，保险代理人数量大幅下
降，抑制了保费增速；第四，车险
综改后，产险保费收入增长承压；
第五，长端利率下行，地产市场信
用风险暴露，对保险业投资端造

成负面影响。
在中国人寿党委书记、总裁苏

恒轩等上市险企高管看来，疫情发
生后，居民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预
期增加，导致消费意愿下降。保单
作为非必需消费品，市场需求受到
压制。

创新型互联网保险的快速发
展，也对传统重疾险产品形成替代
效应。银河证券分析师武平平认
为，百万医疗险、惠民保等互联网
保险快速发展，对传统线下销售渠
道造成冲击。互联网保险通过提
高预定利率、节省人工核保成本及
银行通道费用等方式，降低了产品
纯保费与附加保费，让客户获得了
实惠，更易获得消费者青睐。

保险营销员一直是寿险业发
展的基石。但自去年以来，保险代
理人大量脱落，对保费收入形成冲
击。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中国
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新华保
险的营销员规模分别为 87.78 万
人、115万人、64.1万人、44.1万人，
相较 2019年末分别下降 14.26%、
16.55%、14.42%、27.23%。保险营
销员快速流失，对寿险业保费增速
形成抑制。

永达理总经理高伍季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保险营销员的人
海战术已遇到发展瓶颈，尤其是在
保险产品消费乏力的背景下，营销
员面临展业困难、人员脱落等实际
问题。

保险营销员大量流失，寿险业
保费增速陷入恶性循环。寿险保
单主要依赖于代理人线下面访展
业。2019年之前，寿险保单销售增
长主要靠代理人数量增长来推
动。2020年疫情爆发后，代理人线
下展业受阻，传统营销机制遭遇瓶
颈。代理人佣金收入主要来自新
单销售，保单销售受阻导致代理人
收入下降，引发代理人脱落及增员
难问题。各家险企已意识到，通过
人海战术增加保单销售的模式不
可持续，开始积极寻求对传统营销

模式的转型升级，通过主动清虚来
提升产能，加大了代理人脱落速
度，导致保费收入受到持续冲击。
根据上市险企现行的改革策略，预
计 2022年保险营销员仍可能持续
流失。

2021年，财险业保费增速也受
到车险综改的负面影响。2020年9
月份，银保监会实施车险综改，通过

“降价、增保、提质”让利于消费者。
受此影响，车险保费收入也持续低
迷。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1月份至
11月份，保险行业合计实现产险保
费收入10576亿元，同比下降3.3%。
其中，财险公司实现车险保费收入
6951亿元，同比下降7.07%。

除负债端外，2021 年险企的
投资端也持续承压。去年，华夏幸
福、恒大集团发生的违约事件受到
广泛关注，引发市场对险企投资端
的担忧。固收类投资占险资运用

资金总规模的八成左右，长债利率
下行压制了险企固收类投资收益
表现。而这些因素，今年仍有可能
继续对险企投资端形成负面影响。

总体来看，诸多负面因素对保
险股的负债端与投资端同时发力，
形成负面冲击，导致保险股股价也
大幅下挫。不过，在保险股估值持
续走低之际，外资机构并没有尽数
抛售保险股，反而逆市加仓4只保
险股，值得市场关注。

今年一季度保费
或继续承压

对投资者来说，外资“抄底”部
分保险股，并不代表如今“上车”保
险股就安全了。新华保险总裁李
全等为代表的多位上市险企高管
认为，寿险业需要过几年艰难的日
子，才能走出低谷。财险业受车险

综改的负面影响正在减弱，但能否
出现快速反弹还有待观察。从投
资端来看，压制保险业投资收益的
几大负面因素仍未消除。

展望 2022年，武平平认为，考
虑到去年一季度保费高基数、今年

“开门红”启动延迟、保险代理人队
伍转型成效短期难以显现等因素
的综合影响，预计 2022 年“开门
红”期间新保单数量仍将承压。但
随着险企推进代理人销售模式向
渠道销售模式积极转型，预计今年
的保单销售同比增速将呈现“前低
后高”的特征；进入下半年后，行业
保费收入和新业务价值都将逐渐
改善。

多位险资人士表示，利率下
行、权益市场波动加剧、资产荒等
因素将对险企投资端带来负面影
响，进而影响 2022年保险板块的
二级市场表现。

外资逆市加仓部分保险股
散户可以“跟车”吗？

本报记者 谢若琳

2022 年 1 月 3 日，耐看娱乐在
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招商证券国
际、中泰国际为其联席保荐人。该
公司是一家网剧及网络电影制作
商及发行商，专注于制作、发行或
共同投资网剧、网络电影、院线电
影。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以
2020年制作及发行网剧所产生的
收益计算，耐看娱乐在网剧公司中
排名第二；以制作及发行网络电影
所产生的收益计算，公司在网络电
影公司中排名第四。

财务层面，2019年、2020年及
2021 年前三季度，耐看娱乐分别
实 现 收 入 1.35 亿 元 、2.6 亿 元 及
2.62 亿 元 ；实 现 的 利 润 分 别 为
1927.3 万元、2584.5 万元及 3226.5
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耐看娱乐
的股东上联财务的关联公司优酷
也是公司最大客户，2021 年前三
季度，公司从优酷方获得收入 1.09

亿元。

背后的阿里身影
既是股东又是客户

耐看娱乐是一家传统的网剧
制作公司，经营主体为奈飞科技。
奈飞科技成立于2016年，创始人之
一为著名主持人张栗坤。2017年，
耐飞科技制作的首部网剧《艳骨》
在优酷播出，开启该公司的网剧制
作历史。随后，耐飞科技还出品了

《悍城》《亲爱的柠檬精先生》《扑通
扑通喜欢你》等网剧，以及《兴安岭
猎人传说》等网络电影。

其中，《亲爱的柠檬精先生》为
2021年中国票房最高的分账剧，票
房收入超过 5000万元；《扑通扑通
喜欢你》为爱奇艺平台2021年票房
最高的分账剧，票房收入约为 4500
万元；网络电影《兴安岭猎人传说》
是 2021年票房最高的中国网络电
影，票房收入超过4000万元。

2021 年 11 月 30 日，耐看娱乐

通过全资子公司耐看文化与耐飞
科技订立一系列协议，以向并表联
属实体的运营行使及维持控制权
以及获取其经济利益，并防止资产
及价值向耐飞科技股东泄漏。

和合首创（香港）执行董事陈
达对《证券日报》记者解释称，这是
个典型的协议控制结构，耐看娱乐
的实体经营者是耐飞科技，但耐飞
科技与大家常说的奈飞（Netflix）无
关，是两家公司。

从股权结构看，除大股东钟
山、张栗坤外，阿里影业的间接全
资附属公司上联财务也是耐看娱
乐的重要股东，而阿里旗下的优酷
还是耐看娱乐的重要客户。

招股书显示，2020年，公司从优
酷及关联公司获得收入为4580万元，
占总收入的17.6%，当年优酷是公司
第二大客户。2021年前三季度，公司
自优酷及关联公司获得收入1.09亿
元，占总收入比例提升至41.6%，优酷
一跃成为公司的最大客户。

耐看娱乐在风险提示中称，倘

若公司无法与优酷维持业务关系，
或若优酷失去其领先的市场地位或
知名度，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及经
营业绩可能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押注《你好，李焕英》
投资收入近3000万元

收入构成方面，耐看娱乐的收
入来源是网剧、网络电影、院线电
影、许可 IP及其他，其中最主要的
来源是网剧。 2019 年、2020 年、
2021年前三季度，公司的网剧收入
分别为 5914.9万元、1.68亿元、1.96
亿元，分别占公司总收入的43.9%、
64.8%、74.8%。

从收入层面，网剧可以分为三
种类型：分账剧、版权剧及定制网
剧。一位剧集制作工作室创始人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过去的
电视剧是 to B的生意，制作方的销
售对象是平台，只要平台买单就有
收入，这与电影的销售模式完全不
同。随着长视频平台亏损加剧，制

片方拿项目也不容易，未来 to C的
分账剧将成为主流，平台会给一部
分保底收入，其他的利润来源要靠
流量。也就是说，观众喜不喜欢决
定了剧的收入多少。”

据招股书披露的信息，“分账
剧、网络电影及版权剧的毛利率或
会大幅波动，波幅可高达约80%；而
定制网剧的毛利率相对稳定，可保
持在10%至20%的水平。”

过去几年，耐看娱乐的网剧收
入支柱是版权剧。2019 年、2020
年，公司的版权剧收入分别为 4610
万元、1.17亿元，占总收入比例分别
为 34.2%、45.2%。2021 年前三季
度，公司的版权剧收入占比骤降至
7.1%。公司将之归因为“2021年的
定制剧增多”。

此外，耐看娱乐的投资收益不
菲。2021年，《你好，李焕英》就为
公司带来近3000万元的投资收入，
其中包括公映前获得的保证收入
2020万元，以及公映后产生的投资
收入960万元。

耐看娱乐冲刺港股IPO：
去年前三季度收入2.62亿元 超四成来自优酷

本报记者 桂小笋

1 月 4 日晚间，ST 花王发布公
告，称被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
采取了责令整改的措施。原因在
于 2017 年收购郑州水务建筑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
水务）形成的商誉 1.81 亿元，在
2020年度商誉减值方面出现了违
规行为。

对于ST花王的举措，江苏监管
局认为，“影响 2020年年报所披露
财务信息的准确性。”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
律师对《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如

最终认定公司在商誉减值方面存
在违规，被不实信息误导的投资
者有权就受损失情况起诉要求
赔偿。

江苏证监局提及，ST花王2017
年收购郑州水务时，资产组构成为
郑州水务及其子公司郑州辉龙管
业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辉 龙 管
业）。2020年末，辉龙管业相关资
产已暂停生产，处于闲置状态，无
现金流入。ST花王在商誉减值测
试时，已将其作为非经营性资产从
资产组中剔除。但是，在2020年年
报财务报表附注中，ST花王称，商
誉减值测试的资产组与以前年度

保持一致。因此，商誉减值测试资
产组信息披露不准确。

此外，江苏证监局认为，商誉
减值准备计提不充分。ST花王最
终确定的郑州水务资产组可收回
金额为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预测依据为郑州水务在手订单，其
中包含 ST花王于 2021年 2月与郑
州水务签订的国家网络安全人才
与创新基地项目（以下简称武汉网
安）的工程建设分包合同2份，合同
金额合计9800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2020 年以来，
武汉网安一期项目一直处于停滞
状态，二期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尚未

确定，未能正常推进，上述分包合
同存在无法履行的风险。而 ST花
王商誉减值测试时未充分考虑上
述风险因素，商誉减值测试不审
慎，导致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影
响 2020年年报所披露财务信息的
准确性。

另需注意的是，ST花王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
意见审计报告，股票自 2021年 5月
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查阅当时的公告可知，在 2020
年年报中，因为实控人及控股股东
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事项，审计机构认为，无法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ST花王管
理层对当年度上述应收款项和合
同资产计提的信用资产减值损失
金额是否恰当，因此无法确定相关
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产生的影响。

除上述事项之外，公司目前
还存在着多项问题待解决，例如，
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晚间发
布公告，称收到农业银行丹阳市
支行发来的《贷款提前到期通知
书》，宣布合同项下贷款于 2021年
12 月 30 日提前到期，需归还合同
项下全部结欠本金 12300 万元及
利息。

商誉计提违规被证监局责令整改 ST花王隐患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