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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封满楼）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就业研究所与中国领先的职业发展平台
智联招聘昨天联合推出 2017 年第三季度 CI⁃
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统计显示，受
宏观经济增长的持续影响，第三季度企业招
聘人数出现小幅上升，而同期的求职申请人
数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使得CIER指数上升
为 2.43，表明当前就业形势呈现稳中向好的
态势较为明显。其中，专业服务/咨询行业景
气度呈爆发式增长，可能预示着现代服务业
的发展开始提速。

就业景气指数稳中有升
CIER 指数是用来反映就业市场景气程

度的指标，其计算方法是：CIER指数=市场招
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从就业市
场的景气指数来看，一季度 CIER 指数为
1.91，虽呈现季节性回落，但要高于去年同期
水平；二季度受企业用工需求增加，以及求职
申请人数下降的影响，CIER 指数上升至
2.26；进入第三季度，受宏观经济增长的持续
影响，企业招聘人数出现小幅上升，而同期的
求职申请人数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使得CI⁃
ER指数上升为2.43，表明当前就业形势呈现
稳中向好的态势较为明显。

一线城市用人需求首现负增长
按照 2017 年《第一财经周刊》最新发布

的“中国城市新分级名单”对 55 个样本城市
等级划分标准，一线城市为 4 个，占 7.3%，包
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新一线城市为 17
个，占12.7%，包括成都、大连、东莞、杭州、南
京、宁波、青岛、沈阳、苏州、天津、武汉、西安、
长沙、郑州、重庆。

2017 年第三季度的 CIER 指数呈现一
线、新一线、二线以及三线城市依次递增的
趋势。其中，一线城市的 CIER 指数为 0.68，
表明目前在一线城市就业市场相对饱和，企
业招聘需求人数要少于求职申请人数；新一
线 CIER 指数为 1.31，表明企业招聘需求人
数多于求职申请人数；而在二线和三线城市
中，CIER 指数平均值超过 2 甚至三线城市接
近于 3，表明在这些城市中，企业招聘需求人
数要明显多于求职申请人数，就业形势相对
较好。

值得关注的是，从智联招聘全网数据看，
一线城市用人需求也首次出现同比负增长，
为-7%，随着一线城市资源优化，户口指标压
缩，落后产业外迁，用人需求持续减少的趋势
继续存在。而二线和三线城市纷纷制定引才
计划，提出丰厚的待遇条件，以及吸引百万大

学生就业创业的扶持政策，未来人才流动有
望进一步向新一线城市加强。

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就业最旺
2017年第三季度就业景气最好的仍为互

联网/电子商务行业，CIER 指数由上季度的
9.06上升为本季度的 12.62，主要是因为该行
业的招聘需求人数上升了31.7%，而求职申请
人数下降了5.5%。其他就业景气较好的行业
为交通/运输、保险和中介服务等，这些行业与
上季度相比，排名变动较小。值得注意的是，
与2017年前两季度相比，专业服务/咨询(财会/
法律/人力资源等)行业的就业景气排名有明显
提高，CIER指数上升为 3.6，其中以新一线为
首的城市呈现爆发式增长。专家分析，随着城
市的快速发展，企业发展需要专业的咨询服务
来制定公司战略、调整薪酬和绩效方案，由此
引起该行业用人需求的快速增长。

在就业景气较差的行业中，电气/电力/水
利、航空/航天研究与制造、检验/检测/认证和
印刷/包装/造纸等行业的 CIER 指数仍然偏
低，这些多属于传统制造业，在产业升级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企业转型升级进程
缓慢，企业对于人才的招聘需求较小，造成了
就业形势相对较差的局面。

本报讯（记者 董乔志） 记者从市
南区获悉，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市南区人社局将于本月15日前开始受理
用人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岗位开发补贴
申报工作。

本次补贴申报范围为市南区注册用
人单位，符合本年度新招用青岛市户籍
（居民户）应届统招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毕业生实现首次就业、签订一年以上劳

动合同、按规定足额缴纳社会保险、按月
通过金融机构支付工资报酬、申报补贴
月份人员仍旧在岗等条件，补贴标准为
每人每月 600 元，补贴期限为 6 个月。招
用毕业生的报到证、就业登记、保险缴纳
应为同一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劳务
派遣机构和劳动人事代理机构。符合条
件的用人单位可到单位注册地街道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申报。

新一线城市专业服务/咨询业用人骤增 应届高校毕业生在市南就业
可享半年每月600元补贴

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及复印件）、经营地
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2）《用人单位招用市南区高校毕业
生就业补贴花名册》；

（3）青岛市就业登记花名册,毕业生
报到证、毕业证、身份证、户口簿（首页、
索引页、个人单页）复印件；

（4）每月毕业生工资银行转账凭证
复印件（加盖银行公章）；

（5）每月毕业生养老保险缴费截屏；
（6）毕业生在单位工作的场景照片；
（7）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居民变相加杠杆的风险受到了监管部
门的密切关注，在部分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
背景下，监管力度正在不断升级。

住建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近日联合部
署规范购房融资行为，加强房地产领域反洗
钱工作。包括严禁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
中介机构违规提供购房首付融资；严禁互联
网金融从业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违规提供

“首付贷”等购房融资产品或服务；严禁房地
产中介机构、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小额贷
款公司违规提供房地产场外配资；严禁个人
综合消费贷款等资金挪用于购房。

三部委还要求各地对违规企业、机构加
大查处力度。并将违规房企、中介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对违规的互联网金融从
业机构要列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重
点对象；将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小额贷款
公司等机构违规提供融资行为依法录入征

信系统。
此前，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长肖远企表

示，将严查挪用消费贷款资金，严厉打击“首
付贷”，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防止居民
杠杆率过快上升，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

“银监会目前已派出机构开展风险排
查，并加强规范管理和问责，严查个人消费
贷款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银监会相关人
士介绍。北京、深圳等地银监局 10 月份已
下发通知，要求对消费贷款资金流向等进行
排查，现阶段银行正在组织辖内支行根据要
求进行排查。

事实上，自 2016 年初到现在，我国已开
展了多轮对房产中介、网贷机构、银行等涉
贷机构的严查行动，坚决打击违规、投机行
为。去年 8 月，住建部、银监会等七部委联
合下发《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管理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房地产中介不得提

供或与其他机构合作提供“首付贷”等违法
违规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
示，这意味着，房地产调控正在深入，一方
面，通过限购、限售等行政手段加强监管，建
立租售并举长效机制，降低投机获利空间，
另一方面，金融层面重在降杠杆，把控投资
资金源头，促使房地产回归居住属性，降低
泡沫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董希淼也表示，监管层将对投机性购房
的金融需求持续密切关注和严控。银行需
要持续打击投资性需求，切断这方面的金融
供给。

姜超也表示，未来房地产销售将继续降
温，且监管机构严查居民短贷流向房地产，
再加上银行房贷额度受限，预计居民贷款增
速将趋于回落。

争议中的现金贷平台，伴随着监管趋
紧的风声，其资金来源正在收缩，扮演“输
血”角色的银行、信托等持牌金融机构态
度更趋谨慎。记者日前获悉，银行早已扎
紧口子，停止提供资金给年化利率超过
36%红线的平台。近期也有信托公司与
现金贷平台中断合作。

目前，监管方面尚无新动作落地，对
于现金贷平台的监管仍以一行三会等监
管部门公布的措施为准。

在争议未了、命运未决的关头，现金
贷平台与持牌金融机构的合作悄然生变。

“年化利率超过 36%红线的平台，银
行早就不给资金了。”某消费金融分期平
台人士告诉记者。

除银行之外，目前现金贷或者消费分
期平台背后“金主”还包括信托、消费金融

公司等持牌金融机构，以及P2P平台。
从趣店披露的招股书可见：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该平台 48.1%的放贷资金来
自银行、消费金融、信托等持牌金融机
构。“这不是孤例，行业都是这样，大多数
是小银行。”上述平台人士说。

现金贷和另一大资金供给方信托公
司的合作似乎也开始收紧。记者获悉，有
信托公司已停止与现金贷平台合作，而且
是规模较大的“头部”平台。主要是双方
合作条件未谈拢，该信托公司抬高了资金
成本。

某信托投行部人士告诉记者，该公司
曾考虑与现金贷平台合作，但现在完全放
弃，主要是无法容忍较高的坏账率。

这些持牌金融机构之所以愿意提供
资金，自然是因为现金贷业务的高回报。

从趣店半年挣 10 亿元，到拍拍贷半年赚
10.5 亿元，都足以印证现金贷的吸金能
力。“短期内能快速实现盈利，链条上的每
个环节都尝到了甜头。我们也在转现金
贷，这不需要场景，又能挣钱。”上述平台
人士透露，只是现在找低成本资金的难度
更大了。

某城商行资管部人士则告诉记者，对
于转型中的银行来说，与现金贷平台合
作，既可以增加资产规模，又能获取用户
资源。银行也比较挑剔，会对合作平台设
定合作准入条件，比如股东规模、治理结
构、风控模型、历史数据等等。

近期，央行有关负责人公开表示，包
括现金贷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
监管。可以预见，监管对现金贷业务的整
顿力度或将超过之前。

消费贷款资金违规流入楼市 手法隐蔽违约风险高

新一轮监管严查变相“首付贷”

据《经济参考报》《上海证券报》

住建部近日会同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部署规范购房融资行为，

明确严禁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违规提供购房首付融资；

严禁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违规提供“首付贷”等购房

融资产品或服务；严禁房地产中介机构、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小额

贷款公司违规提供房地产场外配资；严禁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等资金

挪用于购房。

这是近期多个中央和地方监管部门严查资金违规流入楼市的一

个缩影。此前，多地银监部门已经行动起来，严查消费贷款资金被挪

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监管高压之下，银行资

金违规入楼市的势头有所放缓，但仍有非持牌金融机构、中介公司、

地产开发商的产品以更为隐蔽的形式在市场上出现。

在房地产调控升级的大背景下，从今
年年初开始，监管层对资金违规流入楼市
进行了严控，尤其是近几个月，银行以及
一些非持牌金融机构的短期资金变相流
入楼市苗头渐显，监管力度也持续加码。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不少购房
者依旧迫切的购房资金需求，仍有少部分

“首付贷”产品出现在市场上，只是其形式
更为隐蔽。

记者最近一周以购房者身份咨询了
多家房产中介机构，在表示首付资金“差
一点”时，多数中介机构直言目前无法帮
忙解决资金问题，并表示公司明确规定不
得协助客户办理信用贷、消费贷等。

不过，仍有少部分中介工作人员表示
“可以帮忙”。“一般100万元以内的贷款都
比较容易解决。没房的话可以在几家合
作银行办理额度30万元左右的消费贷款，
还款周期最长5年。”一位中介工作人员直
言，“目前银行对这种贷款查得比较严，现
在审批下来也不太容易，但是我们还是能
帮着想一些办法。”

整体而言，在监管高压之下，购房者
想利用银行相对便宜的资金来凑足首付
款的难度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一些贷
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的资金流入楼市的
通道依然是“敞开”的。某融资担保公司
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该公司与一些银行
有合作协议，每年配合银行向外放款，但
贷款会进入征信系统。他介绍，通过该平

台借贷年利率达5.4%，单家银行个人最多
能贷 70 万元，多贷几家最多可以贷到 200
万元，200 万元以下不需要抵押物。“贷款
用途说明是消费或装修什么的，就能够办
下来。”他说。

与此同时，一些中介机构仍可以提供
所谓垫资服务，只是成本相对较高。“具体
操作就是先把房本抵押给我们公司，我们
提供垫资，然后在房屋过户后去银行办理
抵押贷款，再还垫资款就可以。一般这种
垫款期限在半年以内，利率差不多是年化
7%。”一位中介机构工作人员说。

“我们也能协助您通过担保公司办理
大额信用卡贷款套现，但是需要收取中介
费。”上述中介机构工作人员称，“现在查
得比较严，自己办理的话基本上不可能成
功，但我们可以帮忙做材料。”据了解，这
种贷款年限较长，能达到 30 年，贷款金额
为50万元至70万元。

另外，据记者多方采访获悉，房地产
开发商垫资首付的情形目前也仍然存
在。在一些位置比较偏远的北京郊区楼
盘，购房者需要支付的楼盘首付款仅需
10%，其余首付部分均由开发商先垫资。

“80 平方米左右两居首付不到 40 万元，可
以先交一半，另外一半开发商给垫上，然
后明年年底之前还清就行，没利息没手续
费，相当于首付是两年分期。”有中介机构
工作人员表示，这种楼盘一般买的人少，
所以这样操作的人也不多。

变相“首付贷”形式更隐蔽

今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更趋严
格，银行业不断压缩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规
模。多家 A 股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显示，
其上半年住房按揭贷款增速回落，新增房
贷占个人贷款的比重也较去年末有所下
降。央行数据也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以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住
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 26.2%，同比
增速较上季末低4.6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住户部门中长期贷
款增速回落的同时，住户部门短期贷款
的增速却明显上扬。根据央行的数据，
今年 9 月末，住户部门短期贷款同比增速
达 38.11%，增速较年初时上升 17.85 个百
分点；前三季度住户部门短期贷款新增
14926 亿元，较去年同期多 9428 亿元，达
到去年同期增加规模的将近 3 倍，并达到
去年全年增量的 1.5 倍。海通证券宏观
首席分析师姜超称，去年下半年以来银
行房贷额度逐渐受限，部分居民购房贷
款或借道短期消费贷款完成，导致居民
短贷高增长。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熊
启跃表示，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个人贷款
是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商业银行获得稳定
息差水平的重要资产类型。与国际领先
银行相比，我国银行业个人贷款占比和个
人贷款定价仍有一定的上浮空间，发展个

人贷款应成为未来银行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方向。“但是当前，国内个人贷款规模增
速过快，银行存在集中配置个人贷款的羊
群行为。大量资金涌入个贷市场，不排除
存在改变贷款用途的违规行为，这显然不
利于个贷市场整体的健康发展。”他说。

实际上，除了可被统计的银行体系的
资金，还有大量互联网金融机构、民间贷
款机构以及担保公司的资金也在流入楼
市，变相助推居民加杠杆购房，而这里面
的风险更不可被忽视。中国社科院国家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
中心发布的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指出，由
于消费贷款与按揭贷款的性质有所不同，
其利率与风险也相应大于按揭贷款，目前
不少消费信贷是通过向用户提供现金贷
款的形式投放的，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平台
提供的无担保、无抵押的信用贷款，放大
了未来可能的违约概率。由此所带来的
潜在风险应引起监管当局的足够重视。

“一些非持牌机构的借贷利率较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个人加杠杆较快的
话，一旦市场发生波动，其形成坏账的风
险也更高。而且这种场外的资金更为隐
蔽，一般也不纳入正式的征信记录，场外
资金一旦违约，必将波及银行体系内的资
金，容易酿成更大风险。”一位业内人士对
记者表示。

高利率资金场外违约风险更大

监管升级“多方位、多轮次”

＞＞＞＞ 新闻链接 现金贷平台迎来强监管
金融机构慎对合作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