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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财经

两年锐减8000万张
最近，有一组数据引来外界关

注，根据央行发布的《2024年支付

体系总体运营情况》，信用卡和借贷

合一卡数量变化显著，从2022年的

8.07亿张降至2024年的7.27亿张，

短短两年锐减8000万张。随着数量

的减少，许多银行也在主动收缩自

家的信用卡业务线。2025年开年以

来，交通银行关闭太平洋信用卡中

心的贵阳、南昌、深圳、兰州分中

心。华夏银行也在去年11月关闭了

信用卡中心青岛分中心，此前还关

闭了天津、广州分中心。蒙商银行

也关停信用卡中心的呼伦贝尔、呼

和浩特分中心。

此外，不少银行的信用卡App

也正式开始从各大手机平台的应用

商店中“隐身”。2024年“双十二”

当天，“渤海银行信用卡”官微发布

公告称，于当月30日起停止“渤海

银行信用卡”App的有关服务，并将

功能迁至“渤海银行”手机银行中。

截至目前，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中均

已无法搜索到“渤海银行信用卡”

App。更早前，上海农商行、北京农

商行、四川农商联合银行等也纷纷

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信用卡App停用

公告，信用卡功能向手机银行App

迁移成为普遍“解题方式”。多家银

行工作人员表示，App关停后，相关

信用卡的功能、权益及各项服务不

会受限。而像民生银行、东莞银行、

汉口银行、成都农商行、哈密市商业

银行等多家银行则对旗下直销银行

App进行整合优化。

对于多家银行诸如此类的调

整，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些措施的目

的还是降本增效。“当前信用卡市场

的存量竞争越发激烈，商业银行的

信用卡业务正逐步迈入精细化管理

与运营的新阶段。”资深信用卡市场

人士董峥就指出，多家银行陆续关

闭信用卡分中心，这一现象反映出

运营模式的转变。关闭分中心后，

银行可以借助数字化手段，开展智

能化营销与运营，从而实现客户获

取与活跃度提升，并推动信用卡业

务板块的降本增效。

用户权益同步缩水
除了在信用卡业务上的调整，

各家银行还在存量市场上动脑筋，

例如对信用卡权益进行“瘦身”。去

年以来，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华夏

银行、中信银行先后官宣调整信用卡

权益，调整内容主要包括交通出行里

程兑换、机场贵宾厅服务以及消费优

惠等。具体调整方式涉及权益内容

的变更、积分规则的修改以及权益服

务使用次数的减少等。

无疑，这一调整让不少用户觉

得信用卡“不再香了”。有网友指

出，当初在某银行开卡的权益丰富，

但现在经过调整，似乎也没那么吸

引人了。甚至有网友直言：“现在信

用卡的剩余权益已经越来越鸡肋。”

多重原因导致“失宠”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曾经火极一

时的信用卡“失宠”于市场呢？

有业内人士指出，部分银行或金

融机构过去为追求短期利益滥发信

用卡，导致市场上信用卡数量过多，

一些用户持有多张信用卡但实际使

用频率不高。随着监管要求银行对

业务规范管理、清理“睡眠卡”等，持

卡量有所减少。另一方面，移动支

付、第三方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的快

速发展，用户对实体卡需求减少。

早在2022年，监管部门就发布

《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

健康发展的通知》，着重要求银行对

长期“睡眠卡”（即连续18个月无交

易且余额为零的信用卡）进行清

理。通知发布后，部分银行的“睡眠

卡”占比情况不容乐观，有的甚至高

达30%。在此背景下，兴业银行迅

速行动，规定同一客户的持卡上限

为10张，其他银行也纷纷跟进，制

定了类似的限制措施。这一政策的

实施，对信用卡市场产生立竿见影

的效果。“一方面，大量长期闲置的

‘睡眠卡’被清理，直接造成存量卡

量的减少；另一方面，以往银行单纯

追求发卡数量的粗放式发卡模式也

受到有效抑制，整个信用卡业务朝

着更加规范、健康的方向发展。”有

业内分析指出。

另外，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蓬勃

发展，微信分付等各平台的互联网

信贷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这些

产品凭借便捷的申请流程、灵活的

额度设置以及贴合用户日常消费场

景的特点，吸引大量用户，为用户提

供了多元化的信贷选择，因此在一

定程度上抢占了原本属于信用卡的

部分市场份额，造成信用卡存量用

户出现流失。 本报记者 杨硕

尽管2月最后一天A股大幅下

跌，但2月份主要指数月K线还是

收出红盘，只不过涨幅缩小了。进

入蛇年，A股总体呈现稳健小幅上

涨走势，之所以出现这波行情，主要

是以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为代表

的科技股表现突出，引领大盘月K

线收阳，科创50指数和北证50指数

创出新高。不过，大盘时不时也会

出现跳水走势，2月最后一天尤其典

型，伴随科技股回调，大盘大幅下

跌，使得2月份涨幅收窄。

喜获“全月收阳”
上证指数2月份大部分时间呈

现稳健小幅上涨的走势。上证指数

2月以3270.16点跳空高开，最低下

探至3220.28点，最高上摸3388.78

点，不过，2月最后一天大盘跳水上

证指数下跌67点报收3320.9点，月

K线还是收出小阳线，2月份只上涨

了70点，月份涨幅为2.16%。

上证指数2月份这根阳线，实

体和上影线长度差不多，呈现冲高

受阻。从周K线看，2月份上证指

数周K线“三阳一阴”，头三周每周

涨幅均在1%左右，涨幅不大，本周

这根阴线下跌1.72%，把之前一半

涨幅回吐了。

尽管周五跳水，但从1月份中

旬以来，周K线已经形成一条上升

通道，本周的阴线还没有破坏这条

上升通道。

深证成指2月份以10237.71点

开 盘 ，最 低 10124.2点 ，最 高

11045.96点，2月最后一天大幅下跌

2.89%报收10611.24点，2月份涨幅

为4.48%。虽然周五暴跌缩小了2

月份涨幅，但是，2月阳线还是收复

了1月份和去年12月的失地，这样，

年K线已经转成阳线。

创业板指数2月份以2082.99

点开盘，最低 2054.37点，最高

2284.04点，2月最后一天暴跌

3.82%，报收2170.39点，月涨幅为

5.16%。创业板指数同样收复1月

份失地，年K线从阴线转成阳线。

中小盘股唱主角
2月份涨幅最大的是北交所，

北证50指数2月份报收1306.98点，

月涨幅高达23.53%。2月份的这根

大阳线，使得北证50指数已经超越

去年10月、11月的收盘位，创出月

收盘历史新高。

科创板表现也相当好，科创50指

数2月报收1078.8点，2月份涨幅为

12.95%。科创50指数2月份最高点以

及收盘位均创出去年9月以来新高。

也就是说，科创板和北交所均

打破去年10月最高点，出现突破

迹象，但主板目前依然是箱体震荡

格局，没有突破去年10月的高点。

这说明2月份行情主要是科技股和

小盘股行情。尤其是中小盘股表现

非常突出，成为行情主角，这一点在

中证规模指数得到验证，中证规模

指数中，2月份涨幅最大的是代表

小盘股的中证2000指数，虽然2月

最后一天下跌了4%，但该指数2月

份涨幅还是高达9.47%。代表大盘

股的中证100指数，2月份涨幅只有

3.11%。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主板依然是

盘整格局，要知道，2月份中国移

动、中国石油及农业银行等大盘蓝

筹股是下跌的，由此拖累了主板市

场。2月份中小盘股行情很热闹，

但没有大盘股的良好表现，主板指

数难以突破。

科技股遭遇炒作
春节期间两件大事对2月份A

股产生巨大影响，首先是DeepSeek

震惊全球人工智能行业，其次是宇树

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在春晚大出风头。

由此，2月份最热闹的是人工

智能、人形机器人等科技股，尤其是

人工智能板块，火爆异常，带动云计

算、算力、芯片等产业链股票全线上

涨，尽管本周出现回调，但这些股票

2月份涨幅依然巨大，如优刻得2月

份以155%涨幅位列沪深股市A股

涨幅第一。2月份涨幅超过100%的

13只股票，大部分是人工智能概念

股。机器人概念股长盛轴承2月份

涨幅也高达72%。

在中证主题指数中，中证数据

指数2月份涨幅超过20%，中证软

件指数、云计算指数、机器人指数、

芯片产业等指数2月份涨幅超过

10%。金融、消费、资源等板块2月

份表现平平。

由于2月份活跃的主要是中小盘

股，因此，2月份上涨股票数量非常多，

3775只股票上涨，上涨比例高达74%。

不过，科技股的过分炒作会产

生相应风险，2月份最后一天大盘

跳水，主要是大量科技股、概念股回

调。而2月份没有怎么上涨的金

融、消费板块，周五走势平稳，有的

还逆势上涨。

由于科技股已经涨幅很大，接

下来的3月份，究竟是继续炒作科

技股还是金融、消费等弱势板块走

强，是最大的看点。 连建明

我国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已进入

规模化退役阶段，全

面提升动力电池回

收利用能力水平尤

为重要。

近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健

全新能源汽车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体系

行动方案》（下称《行

动方案》）。会议指

出，当前中国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已进

入规模化退役阶段，

全面提升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能力水平

尤为重要。会议从

加强顶层设计、强化

标准研制等方面对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回收利用提出明

确要求。

一时间， 股动

力电池回收板块也

迅速作出反应：山东

圣阳电源股份有限

公司、旺能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宏远

工业区股份有限公

司一度迎来涨停。

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的平均寿命

通常在 至 年。根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规定，自    年起，

乘用车制造商需为

电池等核心部件提

供 年或   万公里

的质保。如今，“八

年之约”正陆续到

期，大量动力电池临

近退役。

动力电池的回

收利用主要分为梯

次利用和再生利用

两大路径。电池容

量在   %至   %之

间的电池可进行梯

次利用，重组后应用于应急电

源、储能设备等领域；而容量

衰减至   %以下的电池则进

行拆解回收，提取钴、镍、锂等

金属原材料，实现资源循环再

利用。

业内专家纷纷认为，未来

随着《行动方案》的实施，新能

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市场

更将迎来快速发展。

全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

用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

阔。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电

池回收利用委员会产业研究部

预测，    年，我国动力电池

退役量将达到  万吨，自    

年起，退役量将超过   万吨，

废旧电池回收利用行业产值将

超过    亿元。

事实上，巨大的市场前景，

已经吸引了众多企业布局。天

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我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

电池回收相关企业已经达到

  . 万余家。从企业年度注册

数量趋势来看，电池回收相关

企业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

其中    年暴涨 倍，    年

增长  %，并在    年达到顶

峰，年度注册企业超过 . 万

家。此后出现波动，    年新

增注册相关企业 . 万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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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股冲锋陷阵 2月A股收红盘

信用卡“退潮”：从滥发到精简
您是否还有使用信用卡的习惯？在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今天，信

用卡正呈现行业性“缩水”。在用户端，信用卡持卡量减少；在银行端，信
用卡App下架、信用卡分中心被关停的现象愈发普遍。

观察财经

下架App、关停分中心、清理“睡眠卡”

您在哪些银行开过户？这些账

户平时是否还在用？长期不用的账

户里有没有余额？此前，就有多家

银行发布公告称，将对“沉睡账户”

开展提醒提示工作。

所谓“沉睡账户”，是指客户在

多个银行开立多个账户，其中一些

账户并不经常使用，时间久了就会

被遗忘，最终变成所谓的“睡眠

卡”。一些银行会暂停“沉睡账户”

的部分业务，需要本人到网点激

活。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造成个

人资金闲置，还可能产生不必要的

费用，甚至带来一定安全风险。

如何查询自己名下是否有“沉

睡账户”？除了通过各家银行的自

有渠道，还可通过银联的渠道实现

一键查询。据悉，中国银联在中国

人民银行指导下，已联合商业银行

在“云闪付”   上推出便捷查询渠

道。银行卡用户下载“云闪付”

   ，绑定银行卡完成实名验证后，

可以在首页搜索“一键查卡”。记者

打开“云闪付”   后，按照相关指

引进入查询页面后发现，可以一键

查询   家银行的银行卡情况，整

个过程仅仅用时几分钟便在   上

看到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信息。

“睡眠卡”可以“一键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