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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银行、中信银行、邮
储银行等多家银行纷纷发布公告，
将对异常账户进行清理，一些长期
没有交易且没有资金的“睡眠账
户”，以及同一客户名下的超量账
户，都将被银行注销。

为什么要清理“睡眠账户”？
怎么看自己有没有“睡眠账户”？
如果自己的账户被别人冒用了又
该怎么办？

多家银行开始清理“睡眠账户”

近日，包括中信银行、建设银
行、邮政储蓄银行在内的到家银行
发布公告，开始清理“睡眠账户”。

中信银行明确，自2021年1月
8日开始，对账户余额低于10元人
民币（含）以下以及截至每年10月
底，账户连续两年（含）以上未发生
任何非结息交易的个人结算账户，
将被限制交易。

同一客户在该行持有一百个
及以上正常或未激活的个人结算
账户，也将被限制交易。

建设银行称，将在2021年1月
21 日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对长期
不使用的个人银行账户进行销户
清理，范围包括：截至2020年10月
31 日，连续三年以上（含三年）未
发生存现、取现、转账等主动交易，
账户余额为0，且无信用卡约定还
款、个人贷款还款等签约关系的借
记卡、准贷记卡、活期存折账户。

金融社保卡、公积金卡、军人
保障卡等个人银行账户不纳入本

次销户清理范围。
邮政储蓄银行公告显示，将于

2021年6月30日（含）前逐步分批对
同一客户名下个人结算账户超标准
（即Ⅰ类户1个、Ⅱ类户5个、Ⅲ类户
5个）数量进行清理。如账户存在上
述情况，本人持有效实名证件，尽快
到该行任意网点进行合理性登记、
降级以及销户处理。逾期未清理的
账户，该行将限制金融服务。

“睡眠账户”
成为电信欺诈重要工具

对于清理个人长期不动户及
个人开立多个结算账户的原因，中
信银行、邮储银行都在公告中明确
表示，清理行动是为了加强账户管
理，防范电信诈骗风险。

根据央行发布的《中国普惠金
融指标分析报告（2019年）》，截至
2019年末，全国人均拥有8.06个银
行账户，同比增长11.63%；人均持
有 6.01 张 银 行 卡 ，同 比 增 长
10.48%。

虽然人均账户数量增多，但是
其中有部分成为了“睡眠账户”，无
形中成为不法分子实施电信欺诈
的重要工具，对社会和个人带来极
大危害。

此次多个银行开始清理包括
“睡眠账户”和超量账户在内的异
常账户，对个人用户来说有助于防
范个人风险，避免自身账户被不法
分子利用，也为银行账户安全筑起
一道防线。 （据新浪财经）

多家银行出手清理“睡眠账户”
同一名下超量账户也将被注销

记者 1 月 11 日从银保监会官
网获悉，银保监会日前公布《关于
规范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有关问题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向行
业明确传达了短期健康保险业务
规范经营的信号。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行业健康保险业务快速发展，
年均增速超过30%，受到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但也存在较多突出问
题。例如，部分产品缺乏定价基础，

保额虚高；部分公司销售行为不规
范，把短期健康险当作长期健康险
销售，一旦赔付率超过预期就停售
产品，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利益；核保
理赔不规范；无序竞争，不利于全社
会形成正确的健康保险消费观念。

通知规范了产品续保，明确短期
健康险不得保证续保，严禁把短期健
康险当作长期健康险进行销售。同
时要求加大信息披露力度，要求保险
公司每半年披露短期健康保险业务

整体赔付率，接受社会监督。
规范销售行为方面，通知强

调，严禁捆绑强制搭售，限制消费
者购买产品和服务的权利。严禁
随意停售，保险公司停售短期健康
保险产品，应当披露具体停售原
因、停售时间，以及后续服务措施
等信息。规范核保理赔方面，要求
保险公司规范设定健康告知信息，
不得无理拒赔。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建议，消

费者在选购健康保险产品时认真
阅读产品条款，并重点关注产品的
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短期健康
保险产品的保险期间一般是在1年
及以下，且不保证续保。保险期间
超过1年的，或包含保证续保责任
的健康险，属于长期健康保险。同
时，对于费用补偿型的健康保险产
品来讲，其责任遵循损失补偿原
则，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重复理
赔，建议消费者购买此类产品时重

点关注保险条款相关情况，不建议
重复购买此类产品。

瑞再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短期健康保险已成为一些保险公
司的新增长点，但就目前市场而
言，产品同质性高、经营管理较为
粗放、产品端能力体系建设相对滞
后、渠道端依赖第三方互联网平台
等问题亟须解决。短期健康保险
由粗放模式向精细化细分市场发
展是大势所趋。（据《经济参考报》）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送走不
平凡的2020年，春节的脚步也越来
越近了，各大商家的年货季已经拉
开了序幕。从糖果、零食、瓜子、牛
羊肉到海鲜、牛奶、保健品，随着时
代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的年货清单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在疫情的阴霾尚未散去的当
下，人们的年货清单发生了哪些变
化？对市场保持敏锐嗅觉的商家
们做了哪些调整？让我们一起来
看一下。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置办年
货自然成为居民节日消费的重头
戏。在“年年有余”的寓意下，家家
户户的餐桌上自然少不了海鲜。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曾经备受
青睐的进口海鲜不再是年货清单
上的主角，而国产的贝类、虾类、带
鱼、平鱼等产品将在年货季迎来涨
价潮。

“在进口海鲜产品需求下降的
情况下，国产海鲜需求量上升，但
是受整体大环境影响，目前价格上
涨不明显。”渔肴鲜（北京）食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吴洋对记者表示。

近几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金枪鱼、三文鱼、银鳕鱼、牡丹虾、
波士顿龙虾、帝王蟹等进口中高档
海鲜逐步成为年夜饭餐桌上的常
客。在海鲜年货清单不断壮大的
同时，我国的海鲜食用版图也逐步
扩张。

“我国南北方在食用海鲜方面
有较大差异，南方居民的日常饮食
中水产品占比较高，北方居民的日
常饮食中牛羊肉拥有一定的比重，
但是近两年水产品的占比逐步上
涨，尤其是西北市场。”吴洋说。

据介绍，海鲜年货多以礼盒装
为主，一般从12月份开始进入海鲜
产品年货季。其中元旦前后为第
一波销售高峰，以公司福利形式居
多；第二波年货季则从农历春节前
两周开始进入销售高峰，并且会一
直持续到正月十五。

上海水产集团副总裁陈华丽对
记者表示，水产品年货市场往年都
是以原条鱼或原料为主。随着生活
节奏加快，消费者更加喜欢便捷的
烹饪方式，所以水产品深加工、精加
工、半成品、调味品等产品形式成为
水产品年货的发展趋势之一。

今年，进口水产品在年货市场

遇冷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考虑到进口水产品仍受疫情影
响，水产集团今年年货产品方面重
点以国产海鲜为主，主要有东海竹
节虾、鳗鱼干、黄鱼鲞、蟹粉、冻鲍
鱼、国产青虾仁、东海红虾仁，包括
鳗鱼丸在内的鱼丸系列以及传统
的鲳黄带等。”陈华丽说。

一边是线上线下渠道的严密
防疫管控，一边是消费者对进口水
产品的忌惮心理，这使得水产品进
口举步维艰。

销售受阻倒逼企业转型升级，
加强进口水产品新品、渠道的研发
成为企业的必由之路。渔肴鲜将
原有的进口水产品加工成即食类
产品，在渠道上从传统商超向餐饮
渠道拓展。

谈及春节前后水产品的价格，
吴洋介绍道，每年春节前，随着活
虾下市、需求上涨，冻虾价格都会
整体上涨。此外，国产鲳鱼、带鱼
的产季在9~11月，通常10~11月已
经完成收购，到年货季也会迎来价
格上涨，而黄鱼由于属于养殖类水
产，价格一般不会有较大上涨。

（据《国际商报》）

年年有“鱼”

国产海鲜渐成年货清单主角
国家统计局 1 月 11 日数据显

示，2020 年 12 月，猪肉价格止跌回
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环比
和同比均由降转涨。从环比看，
CPI 由 上 月 下 降 0.6% 转 为 上 涨
0.7%；从同比看，CPI 由上月下降
0.5%转为上涨0.2%。2020年全年，
CPI比上年上涨2.5%，维持在“2”时
代，远低于3.5%的通胀控制目标。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
师董莉娟表示，去年 12月，各地区
各部门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居民消费需求持续
增长，同时，受特殊天气以及成本
上升影响，CPI由降转涨。从环比
看，CPI由上月下降 0.6%转为上涨
0.7%。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4%转为上涨2.8%，影响CPI上涨
约 0.62 个百分点。随着元旦及春
节到来，消费需求季节性增加，同
时饲料成本有所上升，猪肉价格由
上月下降6.5%转为上涨6.5%。

“从同比看，CPI 由上月下降
0.5%转为上涨0.2%。其中，食品价

格 由 上 月 下 降 2.0% 转 为 上 涨
1.2%，影响CPI上涨约 0.26个百分
点。”董莉娟说。

董莉娟指出，食品中，鲜菜价
格上涨 6.5%，涨幅比上月回落 2.1
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 6.5%，涨
幅扩大 2.9 个百分点；牛肉和羊肉
价格均上涨 4.6%，涨幅均有扩大；
猪肉价格下降1.3%，降幅收窄11.2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下
降0.1%转为持平。非食品中，交通
和通信价格下降3.1%，其中汽油和
柴 油 价 格 分 别 下 降 14.8% 和
16.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1.3%；教
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涨0.9%。

“去年12月CPI同比显著回升，
主要是食品价格上升、原油相关非
食品价格上升带动。”交通银行金融
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表示。

展望 2021 年，唐建伟认为，受
翘尾因素影响，2021年一季度CPI
可能负增长，受需求恢复带动，二
季度之后CPI有望逐渐回升。

（据《经济参考报》）

猪肉价格止跌回升
CPI同比涨幅由负转正

2020年全年CPI上涨2.5%，维持“2”时代

银保监会：

短期健康险不得保证续保严禁随意停售

湾区“双雄”广州、深圳2020年
年底楼市、地市均走出紧俏行情，
北京交易量开始回暖，上海则正
在经历二手房大复苏……2021 年
的一线楼市，嗅到了局部涨价的
味道。

一波年末“翘尾”行情后，2020
年的北京楼市终于迎来近几年难
得的“丰收”。来自中原地产的数
据显示，2020年北京新房住宅实现
网签 4.9 万套，二手房成交 16.9 万
套，分别创最近5年和4年的新高。

这一成绩是在价格维持稳定
的情况下实现的。贝壳研究院指
出，2020 年北京新房成交均价为
48147 元/平方米，同比上涨 3%；二
手房成交均价60485元/平方米，同
比微跌0.5%。

价稳量升，被认为是北京楼市
调控的预期效果。

业界通常将 2017 年的“317 新
政”视为新一轮北京楼市调控的起
点。自“317 新政”出台至今，北京
楼市调控层层加码，并不断“查缺
补漏”。市场经历了三年多的横盘
期，并继续企稳。

以“317 新政”为界，2020 年北
京楼市的成交量已经创下本轮调
控以来的新高。其中，在“翘尾”的
12月，单月的交易量已经恢复到调

控前的水平。
就全国范围而言，北京楼市一

直有着“风向标”意义。严厉的调
控政策，以及供应关系的改善，被
认为是市场企稳的主因。

出于冲击业绩等原因，房地产
市场交易量往往会在年末明显升
温，业界将其称为“翘尾行情”。在
2020年，北京楼市从下半年已出现
明显的升温态势，年末的“翘尾”也
如期而至。

中原地产统计显示，2020年12
月，北京新房和二手房分别成交
6681 套和 20944 套，两者均创下

“317新政”以来的月度新高。
对于交易量的冲高，业界普遍

认为，这是由长期横盘后需求回
暖、疫情后需求释放、信贷政策宽
松等多项因素作用的结果。

贝壳研究院的统计显示，到
2020年 12月，北京首、二套主流房
贷利率同比均下降 15 个基点，这
也促进了刚需的大量释放。

事实上，去年上半年，市场流
动性一度十分充裕，即使货币政策
在年中转为中性，资金楼市的热情
仍然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三四
线城市经过前几年的棚改红利期，
市场反弹动力已经不足。因此，核
心一二线城市的房产便受到追捧。

北京楼市的升温，正是在这种
大背景下发生。但与广州等城市
一度出现房价过快上涨不同，过去
三年来，北京的房价一直维持稳
定，未出现大起大落。其中，部分
区域的二手房价格还出现下跌。

限竞房是指以“限房价，竞地
价”的方式拍卖土地，然后建成的
房屋。北京从 2017 年末开始大规
模出让限竞房地块，限竞房项目则
从 2018 年年中开始集中入市。贝
壳研究院指出，近几年限竞房占北
京新房供应的六成以上，大兴、丰
台、房山、昌平四个区是供应的重
点。到2020年，限竞房成交占比已
接近五成，大大改变了北京新房市
场的供应结构。

限竞房的冲击，带来一系列“多
米诺效应”。其中，对价格的平抑作
用最为显著。前述房企人士表示，
由于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水平，一个
限竞房项目，往往会影响到周边的4
到 5 个商品房项目的定价，并影响
到同区域二手房的报价。

他表示，由于供应量过大，已
有部分限竞房项目陷入滞销，但一
些优质项目已经成为市场的主
流。中原地产统计的“2020年北京
住宅销售额排行榜”中，前 8 名均
被限竞房项目获得。（据新浪财经）

一线楼市2020年末翘尾行情调查：

限竞房“多米诺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