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大行前三季净利同比增5.73%

利润总额逾9300亿元 “宇宙行”地位稳固

本报记者 薛瑾

截至10月30日晚间，六家国有大型银行今年三季报全部披露完毕。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前三季度六大行合计实现净利润9329.17亿元，同比增长5.73%；六大行营收总额接近2.5万亿元，业绩实现稳健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六大行今年前三季度总体资产质量稳定提升，金融科技成为普遍发力重点。

主要业绩指标稳中有升

数据显示，六大行前三季度的主要业绩指标稳中有升。 “宇宙行”工商银行再次在营收和净利润上拔得头筹。 营业收入方面，工商银行仍保持着王者地位，2019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6469.42亿元，同比增长12.11%，增速为六大行第一；营收规模“亚军”为建设银行，该行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5396.35亿元，同比增长7.66%。

中国银行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4163.33亿元，同比增长10.69%；农业银行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4749.81亿元，同比增长3.83%；交通银行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1762.93亿，同比增长11.70%；邮储银行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2105.58亿元，同比增长7.14%。

工商银行的盈利规模同样稳居六大行首位，该行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简称“净利润” ）2517 .12亿元，同比增长5 .04%；邮储银行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速最快，实现净利润 543 .44亿元，同比增长16 .33%。 建设银行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2253 .44亿元，同比增长5 .25%；中国银行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1595 .79亿元，同比增长4 .11%；农业银行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1817 .91亿元，同比增长5 .81%；交通银行前三季度

实现净利润601 .47亿元，同比增长4 .96%。

资产质量持续向好

今年前三季度，国有大行的资产质量实现了稳中有升，提质增效态势持续向好。 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中国银行不良余额为1765亿元，不良率为1.37%，比年初下降0.05个百分点。 该行加大不良清收处置力度，提高处置效率，1-9月累计化解不良资产945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82.24%，保持较高水平。

中国银行前三季度累计完成1000亿元境内优先股、400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以及400亿元二级资本债的发行，进一步优化了资本结构。 截至9月末，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5.51%。

分析人士表示，尽管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不良贷款总额较上年末有所增长，但不良率均较上年末下降，拨备覆盖率均较上年末继续提升，增强了银行抗风险能力。

截至三季度末，工商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397.85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7.01亿元，但不良贷款率为1.44%，比上年末下降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98.09%，比上年末提高22.33个百分点。 建设银行不良贷款额为2113.99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05.1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43%，较上年末下降0.03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为218.28%，较上年末提高9.91个百分点。

竞相发力金融科技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国有大行今年以来普遍发力金融科技，在该领域采取了多项举措，以科技力量促进发展新机遇的诞生。

中国银行在打造特色数字化银行的同时，不断推进手机银行线上产品和场景建设，上线ETC发行功能，实现与路网中心ETC互联网发行平台总对总互联，成为首批对接该平台的金融机构之一。 加大金融科技应用力度，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共同成立5G联合创新应用实验室，与中国银联等多家机构联合发布全新智能支付产品“刷脸付”等。

交通银行加速推进集团智慧化转型，在队伍建设、机构布局、营销拓展等方面深化科技赋能。 启动“金融科技万人计划” 、FinTech管培生工程、存量人才赋能转型“三大工程” ，为创新发展储备强大的科技生产力。 金融科技子公司启动创设，并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先行先试；新版手机银行也将于近期对外发布。

农业银行则是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第一经营战略” ，一批重大项目稳步落地。 初步搭建了线上化融资体系，打造了“农银e贷”线上融资品牌，线上融资规模较年初增长显著。 成功上线开放银行平台，场景建设快速推进。 此外，邮储银行也围绕用户、数据、流量、场景、平台、生态六大要素，推动金融科技应用不断深入。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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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报“全家福” ：头部券商强势领跑

中信证券成营收净利“双冠王”

□

本报记者 周璐璐 马爽

截至10月30日晚，36家A股上市券商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完毕。 按上市券

商母公司口径统计，今年第三季度，36家券

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921.53亿元， 实现归

母净利润243.12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无论

是第三季度还是前三季度， 上市券商的经

营业绩均称得上“亮眼” 。 但从净利润结构

来看，行业“马太效应” 越发明显，十家头

部券商净利润约占比行业的四分之三。

中信证券“双丰收”

按上市券商母公司口径统计， 今年第

三季度，36家券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921.53亿元， 实现归母净利润243.12亿元；

前三季度方面，36家券商营业收入、归母净

利润累计分别为2744.57亿元、797.27亿

元。 其中，中信证券三季度营业收入、净利

润均为行业第一。

数据显示， 有20家上市券商第三季度

营收超10亿元， 其中中信证券以109.83亿

元遥遥领先，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国泰君

安、申万宏源、东方证券、广发证券均超50

亿元。 从营收同比来看，兴业证券、南京证

券、东方证券、中国银河、太平洋等公司增

长较为显著，同比增幅均超100%。

第三季度净利方面，数据显示，36家上

市券商净利合计为243.12亿元，其中，中信

证券以40.77亿元高居榜首；华泰证券紧随

其后，为23.84亿元；海通证券、申万宏源、

国泰君安、中信建投、广发证券、招商证券、

中国银河、国信证券净利均超10亿元。从净

利润同比来看，15家券商净利润同比增幅

超100%，其中山西证券、东北证券增幅最

为显著，分别达1283.50%和1143.78%。 值

得一提的是，太平洋、中原证券、西南证券

均实现扭亏为盈。

从前三季度营收来看，36家上市券商

营收累计为2744.57亿元，10家券商超100

亿元，包括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

华泰证券、广发证券、申万宏源、东方证券、

招商证券、中国银河、兴业证券。 从同比变

化方面来看，兴业证券、太平洋、东方证券

同比增幅均超100%。

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方面，36家上市

券商净利累计为797.27亿元，其中，中信

证券以105.22亿元高居榜首， 海通证券、

国泰君安、华泰证券、广发证券均超50亿

元， 分别为73.86亿元、65.46亿元、64.41

亿元、56.16亿元。 从同比变化方面来看，

16家上市券商同比增幅超100%， 其中，东

吴证券、国海证券、山西证券、东北证券同

比增幅居前， 分别为382.23%、354.63%、

337.82%、220.33%。

“马太效应”越发明显

分析人士指出， 从券商净利润结构来

看，行业“马太效应”越发明显。

从前三季度利润看，中信证券、海通证

券、国泰君安、华泰证券、广发证券、招商证

券、申万宏源、中国银河、中信建投、国信证

券等十家券商累计净利达575.05亿元，占

行业净利润的72%。

从第三季度净利润看，中信证券、海通

证券、华泰证券、国泰君安、申万宏源、东方

证券、广发证券、中国银河、招商银行、中信

建投等十家券商的净利润总和为180.90亿

元，占行业净利润的74%。

业内人士表示，业绩数据凸显了“赚

钱” 大户多为头部券商，强者恒强格局依

然存在， 头部券商具有更雄厚的资本，在

直投、外延式扩张、海外并购及业务发展

上，将发挥出显著优势。 一些券商开始拓

展自己的优势领域。 例如，华西证券在其

三季报中表示， 公司通过加大对研究所

的投入， 实现了研究所业务的实质性转

变，这不仅是一次“补短板” 行动，而且

要把研究做成一项强势业务， 以应对行

业变化。

进出口银行推出

“进博融”专项金融服务方案

□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进出口银行10月30日宣布设立3000亿元支持进口专

项额度， 并推出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简称 “进博

会” ）量身定制的“进博融” 专项金融服务方案，以优质金融服

务助力第二届进博会成功举办。

“进博融”专项金融服务方案是中国进出口银行依托支持进

口领域融资的丰富经验，根据差异化市场主体及企业在贸易环节

不同的金融需求，在首届进博会金融服务方案的基础上，对支持

进口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优化整合、升级后推出的。 这一方案

将进一步延伸对进口领域的金融支持链条，为境外企业提供更加

多样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此外，中国进出口银行还将在进博会

场馆内设立综合服务区，向参展企业提供现场金融支持。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宁咏表示， 作为一家致力于推动对

外经贸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金融机构，服务进博会、支持扩大

进口融资与进出口银行职能定位高度契合， 进出口银行将责无

旁贷，一如既往地为进博会提供全方位、专业化金融服务。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刘福学表示， 作为世界上第一

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进博会对促进“一带一路” 国际

合作、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进出口

银行是服务对外投资与对外合作的重要金融机构， 在支持国际

合作和“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对外经贸发展和开放型经济建设

等方面具有较强优势。

中国进出口银行称， 今后将继续发挥服务外贸发展的独特

优势，聚焦国家建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提升进口金融服

务水平，在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等经贸往来、打造对外开放新高

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

本报记者 薛瑾

主要业绩指标稳中有升

数据显示， 六大行前三季度的主要业

绩指标稳中有升。“宇宙行”工商银行再次

在营收和净利润上拔得头筹。 营业收入方

面，工商银行仍保持着王者地位，2019年前

三季度营业收入为6469.42亿元，同比增长

12.11%，增速为六大行第一；营收规模“亚

军” 为建设银行，该行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5396.35亿元，同比增长7.66%。

中国银行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4163.33

亿元，同比增长10.69%；农业银行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为4749.81亿元，同比增长3.83%；

交通银行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1762.93亿，

同比增长11.70%； 邮储银行前三季度营业

收入为2105.58亿元，同比增长7.14%。

工商银行的盈利规模同样稳居六大行

首位， 该行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简称“净利润” ）2517.12亿

元，同比增长5.04%；邮储银行前三季度净

利润增速最快，实现净利润543.44亿元，同

比增长16.33%。 建设银行前三季度实现净

利润2253.44亿元，同比增长5.25%；中国

银行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1595.79亿元，同

比增长4.11%； 农业银行前三季度实现净

利润1817.91亿元，同比增长5.81%；交通

银行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601.47亿元，同

比增长4.96%。

资产质量持续向好

今年前三季度， 国有大行的资产质量

实现了稳中有升，提质增效态势持续向好。

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中国银行不良余额

为1765亿元，不良率为1.37%，比年初下降

0.05个百分点。 该行加大不良清收处置力

度， 提高处置效率，1-9月累计化解不良资

产945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82.24%，保持

较高水平。

中国银行前三季度累计完成1000亿元

境内优先股、400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以及400亿元二级资本债的发行，进一步优

化了资本结构。 截至9月末，中国银行的资

本充足率为15.51%。

分析人士表示，尽管工商银行、建设银

行、 交通银行等不良贷款总额较上年末有

所增长，但不良率均较上年末下降，拨备覆

盖率均较上年末继续提升， 增强了银行抗

风险能力。

截至三季度末， 工商银行不良贷款余

额为2397.85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47.01亿

元，但不良贷款率为1.44%，比上年末下降

0.08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为198.09%，比

上年末提高22.33个百分点。 建设银行不良

贷款额为2113.99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

105.1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43%，较上年

末下降 0.03个百分点 。 拨备覆盖率为

218.28%，较上年末提高9.91个百分点。

竞相发力金融科技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国有大行

今年以来普遍发力金融科技， 在该领域采

取了多项举措， 以科技力量促进发展新机

遇的诞生。

中国银行在打造特色数字化银行的同

时， 不断推进手机银行线上产品和场景建

设， 上线ETC发行功能， 实现与路网中心

ETC互联网发行平台总对总互联， 成为首

批对接该平台的金融机构之一。 加大金融

科技应用力度，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共同

成立5G联合创新应用实验室，与中国银联

等多家机构联合发布全新智能支付产品

“刷脸付” 等。

交通银行加速推进集团智慧化转型，

在队伍建设、机构布局、营销拓展等方面深

化科技赋能。 启动“金融科技万人计划” 、

FinTech管培生工程、 存量人才赋能转型

“三大工程” ，为创新发展储备强大的科技

生产力。 金融科技子公司启动创设，并在体

制机制创新方面先行先试； 新版手机银行

也将于近期对外发布。

农业银行则是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第

一经营战略” ，一批重大项目稳步落地。 初

步搭建了线上化融资体系，打造了“农银e

贷”线上融资品牌，线上融资规模较年初增

长显著。成功上线开放银行平台，场景建设

快速推进。 此外，邮储银行也围绕用户、数

据、流量、场景、平台、生态六大要素，推动

金融科技应用不断深入。

六大行前三季净利同比增5.73%

利润总额逾9300亿元“宇宙行”地位稳固

� 截至10月30日晚间，

六家国有大型银行今年三

季报全部披露完毕。 据中国

证券报记者统计，前三季度

六大行合计实现净利润

9329.17亿元， 同比增长

5.73%；六大行营收总额接

近2.5万亿元， 业绩实现稳

健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六

大行今年前三季度总体资

产质量稳定提升，金融科技

成为普遍发力重点。

‘

’

五大上市险企前三季净利2445亿元

四季度或增配A股

□

本报记者 程竹

截至10月30日， 五大A股上市险企均

已发布2019年三季报。 数据显示， 中国平

安、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保、新华保

险五大A股上市险企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2445.54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 上市险企利润大增一

方面是来自税收调减转回的政策利好影

响，中国平安和中国人寿的净利润中近15%

由税收调减转回贡献。 另一方面，各险企在

三季度投资积极换仓调整， 将仓位集中于

业绩稳健、高分红的优质标的，固收利息收

入和股息收入助其净利润进一步增长。

中国人寿净利增长190%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发现，从增幅而言，

中国人寿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人民币577.02亿元，同比增长190.4%，增

幅远超其他四家险企。 紧随其后的中国太保

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229.14亿元，同比增长80.2%。中国人保、新华

保险、 中国平安前三季度的归母净利润分别

为213.68亿元、130.03亿元、1295.67亿元，分

别同比增长76.3%、68.8%、63.2%。

东方金诚首席金融分析师徐承远表

示， 前三季度中国平安和中国人寿的保费

受益于续期保费的累积效应， 保持较快增

长。人保财险则由于车险市场增长乏力，保

费增速有所放缓。

从寿险业务保费来看， 今年1-9月平安

寿险实现保费收入3933亿元， 同比增长

9.21%； 中国人寿1-9月保费收入达4970亿

元，同比增长6.08%；人保寿险同期保费收入

达867亿元，同比增长2.60%。

权益类资产配置有所上升

分析人士表示， 从五大上市险企投资

收益情况看， 中国人寿主要固收类投资及

权益类投资收益均大幅增长。 其他险企投

资端改善空间有限，主要受益于市场行情。

从投资收益率来看，中国平安、中国人寿、

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的年化总投资收益率

分别为6.0%、5.72%、5.1%和4.7%。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五大上市险企三

季报发现， 险企三季度固收类资产投资小

幅下降，权益类配置有所上升，如中国太保

权益投资类资产占比14.5%，较上年末上升

2.0个百分点，其中股票和权益型基金合计

占比7.8%，较上年末上升2.2个百分点。

徐承远指出， 三季度险资在A股的配

置呈现分化，逐步减仓建筑和地产等标的，

持续加仓银行等业绩较有保障的金融股。

减持公司中位于前列的包括中国建筑和万

科A， 而平安银行和工商银行等金融蓝筹

股获得险资青睐。

四季度看好消费科技板块

徐承远认为，在保险业务方面，预计五

家上市险企均已完成当年计划， 将为明年

的“开门红” 做准备，今年第四季度的业绩

或将保持平稳增长。 在投资领域上，预计险

资在固定收益上继续偏好城投债， 在权益

市场上或将加大投资金融行业。总之，保险

投资更加偏好流动性佳、 股息率高和盈利

能力强的个股。 截至今年9月末，险资配置

于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为12.59%。

相关数据显示， 保险资金已经是资本市场

上仅次于公募基金的第二大机构投资者。

险资未来可能收缩固收类资产投资。

业内人士称， 目前固收类资产收益率和可

投资规模的下降会拖累保险公司的投资收

益率，而当前A股估值处于历史中低位，打

破刚兑后权益资产的性价比上升， 股票资

产等权益类资产将是保险公司收益率另一

个增长点。

北京某大型保险公司投资部相关人士

指出， 权益市场整体估值绝对水平处于合

理区间。 尽管较去年底吸引力已弱，但相对

债券收益率，股票仍有一定吸引力。

某华东地区保险机构投资人士认为，今

年四季度险资可能看好消费、科技相关板块，

目前这些板块估值仍处于历史较低区域，且

未来会有更多外资配置A股相关资产。

名称 2019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亿元） 2018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亿元）

工商银行 2517.12 2396.27

建设银行 2253.44 2141.08

中国银行 1595.79 1532.74

农业银行 1817.91 1716.11

交通银行 601.47 570.17

邮储银行 543.44 467.1

合计 9329.17 8823.47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 制表/薛瑾

六家国有大型银行前三季度业绩

中信证券收购广州证券获批

在粤证券经纪业务迈进第一梯队

□

本报记者 周璐璐

历时310天，中信证券向收购广州证券100%(不包括广州期

货99.03%股份及金鹰基金24.01%股权，下同)股权迈出决定性

一步。 10月30日晚，中信证券发布公告称，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9年第53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

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无条件通过。

中信证券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中信证券未来有望借助主

要股东以及广州证券在华南地区的客户网络， 充分发掘业务资

源，增强中信证券在华南地区、甚至是“粤港澳大湾区” 的核心

竞争力，进入在粤证券经纪业务第一梯队。

收购作价134亿元

去年12月25日，中信证券公告称，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拟收购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停牌。 2019年

1月9日，中信证券发布公告，拟作价不超134.6亿元收购广州证

券100%股权， 该交易对价包含广州证券拟剥离广州期货

99.03%股权、金鹰基金24.01%股权所获得的对价。

据中信证券此前公告，收购事项完成前，广州证券拟将其所

持有的广州期货99.03%股份以及金鹰基金24.01%股权剥离给

越秀金控，并根据经越秀集团备案的广州期货99.03%股份以及

金鹰基金24.01%股权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剥离对价，经交易

各方协商后确定为134.60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 这较此前越秀金控对广州证券收购价要低

不少。 此前，越秀金控收购广州证券的股权，整体估值近200亿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广州证券将成为上市公司直接及间接持股

的全资子公司。

交易金额高达134.6亿元也让这场收购受到市场和监管的

关注。 中信证券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保

持不变，原有业务实现的收入和利润受本次交易影响很小，营业

收入、净利润等各项核心财务指标变动均不超过10%。 因此，本

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不会造成较大影响。

提升华南地区竞争力

中信证券表示，广东省具备良好的证券业务发展基础，在广

东省营业网点布局具备一定竞争优势， 因而本次交易完成后可

明显提升中信证券在广东省及华南地区竞争力。 中信证券以

“成为全球客户最为信赖的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中国投资银

行”为发展愿景，为实现这一愿景，公司一直着力提升在粤、浙、

苏、京、沪等关键区域的市场竞争力、影响力、领导力。

业内人士称，从证券经纪业务来看，广东省证券经纪业务总

量亦在全国首屈一指，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有力的政策支持以

及庞大的证券经纪业务规模， 共同为广东省发展证券综合业务

和财富管理业务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广东省一直是中信证券

力求突破并深入发展的重点区域。

作为在国内证券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证券公司， 中信证券

在粤证券经纪业务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本次交易完成后，中信

证券在广东省（不含深圳）营业网点总数将由18家增至50家，

有望进入在粤证券经纪业务第一梯队。 与逐个新设营业网点方

式相比，本次交易可一次性取得广州证券的营业网点，可大幅减

少时间成本和运营成本， 快速提升中信证券在广东省的营业网

点数量、客户渠道，有助于提升中信证券在广东省的市场份额，

补强区域竞争力。 未来有望借助主要股东以及广州证券在华南

地区的客户网络，充分发掘业务资源，增强中信证券在华南地区

甚至“粤港澳大湾区” 的核心竞争力。

争做中介机构“排头兵”

业内人士称，从1985年第一家证券公司成立至今，中国证券

行业前后共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包括“银证分离”（1995至1996

年）、“增资扩股”（1999年）、“综合治理”（2004至2007年）、

“一参一控”（2008至2010年）和“市场化并购”（2014年至今）。

而中信证券从2004年开始， 便抓住了行业并购的机遇。

2004年起，中信证券陆续成功并购整合万通证券、华夏证券、金

通证券、里昂证券，扩大境内业务规模，并开启海外业务布局。

天风证券在研报中指出，中信证券能够顺利并购万通证券、

金通证券、里昂证券，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长期低迷的市场

环境。二是宽松的政策环境。三是实力雄厚的股东背景。四是前

瞻性的发展战略。 中信证券在稳健发展的同时制定了三大战略

方针，即大项目战略、大网络战略、大平台战略，并进行具体的有

步骤的实施。在外延并购的过程中，中信证券的收购战略是以沿

海为核心的沿海战略， 营业网点沿北京-山东-江苏-浙江-福

建-广东。

业内人士预计， 成功的并购整合使得中信证券不断将融资

优势、销售网络优势和资金优势紧密结合，最终实现公司规模与

盈利的稳步增长，从而适应行业的发展，成为中介机构中的“排

头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