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银行里卖虚拟货币吗

直播带货火遍全网，也成为各家银行拓宽销售渠道的途径之一。从去年开始，
国有大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中小银行纷纷试水，掀起“金融+直播”的营销
热潮，内容涵盖了金融扶贫、投资者教育、金融产品推荐等诸多方面。

在行业改革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各家银行都在探索新的业务转型模式，银行
开直播能否成功“带货”，新的业务模式是否合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金融+直播”的业务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规范。

销售模式创新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去年以来，各家银行纷纷发力线上业务，而“
直播带货”的方式成为不少机构的选择。去年8月，平安银行信用卡首次试水
多平台直播售卡，据该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天两小时的直播有超过400万人
次收看。以前办信用卡，基本都是在人流密集区采取“地推”和熟人“客推”
方式，加上银行柜台推销，而直播售卡打破了过去的固有思维，创新了销售模
式。平安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俞如忠表示，信用卡作为成熟的零售产品，也是
用户接受度最高的产品，采取直播“带货”的形式，能够在银行零售转型中发
挥“急先锋”作用。

除了平安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也瞄上了直播间，均借助直播界网红等开
展产品营销。除了自身的产品之外，银行直播带货最多的还有各类农产品。在
去年助力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国有大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借助自身的平台优
势，与各地合作推广直播销售各类农产品。如建设银行依托善融商务电商平台
推出“乡村善融”，为各类农产品举办直播带货活动，并将此类活动延续到今
年。今年前5个月，善融商务开展兴农活动89场，电商兴农交易额超过50亿元
。

中小银行也不甘示弱。近日，张家港农商银行承办的“食尚港城‘桃’你欢喜
”助农直播举行。据介绍，这是该行第三次开展助农直播，也是江苏省联社“
大美江苏乡村行”助农惠农直播活动的第22站。两个小时的助农直播带货累计
吸引23.3万人次观看，售出水蜜桃、黄桃、大米、林下鸡等农特产品6558件
，销售额超过29万元。

从助力脱贫攻坚到持续推动乡村振兴，银行通过助农直播等新形式不仅为一些
贫困地区的发展助力，也为自身积攒了人气。在业内看来，人气就是“流量”
，是银行获客的新渠道。这成为许多银行宁可赔钱也愿意通过直播“赚吆喝”
的主要原因。

转型步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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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纷纷试水直播营销，也凸显出目前行业加快零售转型的趋势。在各家银行
争取“流量”、加大获客力度的背后，比拼的是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以及各类业
务的高效协调能力。

直播等营销模式创新只是零售业务的第一个环节，引流之后，各家的综合业务
服务能力如何，才能决定能否留住客户。广发银行零售业务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以前简单的“存、贷、汇”经营模式已无法适应目前客户的需求，金融机构
需要提供更加符合行业特性和更加满足客户消费习惯的金融方案。

单纯依靠一个业务部门显然无法在行业零售转型的竞争中胜出。广发银行在开
展零售业务的过程中，公司银行和金融市场业务均为零售业务提供了支撑。上
述负责人表示，零售业务同时也是其他业务的延伸，一些公司银行和金融市场
业务在零售端也能够体现和提升效益，从而实现各个业务板块的协同联动。

不少银行在推动业务转型中都依托了集团的优势。俞如忠表示，与其他银行相
比，平安银行信用卡的差异化优势在于背后的综合金融平台，利用集团化资源
挖掘并满足客户需求，而平安银行背后是拥有70多家子公司金融业务的平安集
团。光大银行的零售业务转型协同了集团旗下的旅游、保险、养老等公司，推
出一系列活动，体现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中信银行行长方合英不久前也公开表
示，“集团协同”是中信银行最大的优势。

银行纷纷试水直播正是各家零售业务角力白热化的表现。借助直播营销，银行
正在加速业务转型。记者注意到，除了借助善融商务平台上的直播助农业务，
建行已经在零售业务方向上做出重大调整。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在今年年初
的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建行在助力乡村振兴中要把总量做“大”，通过产品服
务覆盖广泛的“三农”群体，把握住“小经济”中的大机会，为乡村振兴提供
创新解决方案。

以前银行总是盯着城市，业务主要在城市开展。但现在业内认为，随着金融科
技的发展，业务不断下沉，尤其是在零售端，广大的农村地区未来必然成为银
行零售发力的重要方向。

合规才能长远

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中的直播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隐忧，监管机
构去年以来多次发布相关风险提示。中国银保监会去年10月发布《关于防范金
融直播有关风险的提示》，指出直播主体和直播内容的合规性问题。随后，各
地银保监局也相继发布通知，规范直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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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消保局此前提示，与普通实物商品相比，金融产品更加复杂，有严格
的风险控制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需要特别注意直播的合规性。尤其是在
直播理财产品方面，目前监管明确商业银行不得通过电视、电台、互联网等渠
道对具体理财产品进行宣传，本行渠道(含营业网点和电子渠道)除外。

目前，金融直播大致可分为金融机构通过自有平台的直播和依托第三方直播平
台开展的直播。因为前者存在诸多监管要求，许多金融机构都选择了后者，即
与第三方直播平台开展合作。从市场现状来看，存在金融直播营销主体混乱，
无资质主体“鱼目混珠”的情况。

直播平台上，有些并不具备专业素养的人士自我包装为“理财专家”，对金融
产品进行不当解读、不当类比，由于直播平台受众广泛，金融知识薄弱、风险
防范能力差的用户很容易受到误导或欺骗。据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一些无资质主体擅自开展金融产品直播营销，涉嫌非法或超范围开展金融营销
宣传活动。甚至有所谓的“科技公司”“咨询公司”以投资虚拟货币、外汇、
网络理财为名进行诈骗。此外，有的直播平台信息设置混乱，没有清晰展示分
期、借贷等金融产品实际提供者，平台用户可能被营销氛围带动，在主体不清
、风险不明的情况下冲动消费。

对此类情形，一方面需要直播平台加强审查力度；另一方面，消费者也需要了
解通过第三方直播平台销售理财产品均属于违规行为，需要擦亮双眼，甄别销
售的主体以及是否具有相关资质。“对于行业乱象需要加强治理。”西南财经
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认为，应加强正确的理财观引导，并
做好产品的充分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强化金融广告营销资质的机构和个人的
资质审核，完善黑名单制度和建立相关惩戒机制。

另外，一些银行在自有直播平台上开展的农产品直播，也存在消费投诉的情况
。有消费者反映，存在退货、退款困难，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等情形。专家建议
，银行需要持续改善服务，提高自有平台的服务质量。直播为银行带来了新的
机遇，机构应将金融直播管理纳入风险防控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中，完
善相关配套机制，唯有合法合规开展金融直播活动，才能真正有效把握这一机
遇，助推业务转型发展。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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