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业绩陆续披露

多家上市银行实现营收净利双增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截至2020年1月16日记者发稿时，两市已经有9家上市银行发布业绩快报或业绩预告，A股上市银行的年报季拉开序幕。 整体来看，目前公布业绩的上市银行普遍业绩稳健，基本都实现了营收和净利润双增长，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营收净利双增长

目前已经发布业绩快报的银行，业绩普遍“喜人” 。 首家公布业绩快报的上市银行是成都银行。 2019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27.31亿元，同比增长9.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51亿元，同比增长19.40％。

常熟银行是首家公布2019年业绩的上市农商行，数据显示，2019年度该行实现营业收入64.53亿元，同比增长10.80％；归属于该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7.93亿元，同比增长20.66％。

分析人士表示，目前公布的城商行和农商行业绩增速突出，除了“靓女先嫁”效应外，这些银行多数位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基础和信用环境较好，城商行和农商行一方面“船小好调头”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长期根植本地的优势，发力中小微业务，在业绩成长方面表现突出。

中信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三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上海银行也公布了业绩快报。 其中，上海银行和平安银行均实现了营收和净利润双位数增长。 其中，平安银行2019年实现营收和净利润为1379.58亿元和281.95亿元，同比增长18.2%和13.6%。 上海银行2019年实现营收和净利润为498亿元和202.9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47%和12.55%，净利润首次突破200亿元。

2019年下半年登陆A股的浙商银行、渝农商行和邮储银行随IPO文件公布了2019年全年的业绩预告，浙商银行和渝农商行均预计2019年业绩为不确定，邮储银行预计2019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2766.55亿元至2792.65亿元，同比增长约为6%至7%；净利润为606.81亿元至617.27亿元，同比增长约为16%至18%。

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绝大多数银行资产规模稳步增长，资产质量持续改善，不良贷款率较2018年同期继续下降，拨备覆盖率较2019年初普遍增长。

其中，中信银行和成都银行2019年期末不良贷款率均下降超过10个基点，中信银行期末不良贷款率为1.65%，比2018年末下降0.1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75.25%，比2018年末上升17.27个百分点。 成都银行期末不良贷款率1.43%，较2019年初下降0.11个百分点。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上市银行2019年经营业绩有所改善，整体在保持平稳增长的同时，风险总体可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业绩稳健增长有两个原因，首先，银行2019年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央行保持了合理充裕的流动性，银行负债成本整体回落，银行净息差有所改善。 其次，2019年上市银行普遍加大了资本补充力度，资本充足率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加大，抗风险能力也在增强。

“降速”蓄力

分析人士表示，从6家上市银行披露的业绩快报而言，2019年四季度，银行业普遍出现了营收和净利增速环比下滑的趋势，这一点在大行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以中信银行为例，2019年前三季度，营收和净利同比增速分别为17.3%和10.74%，而业绩快报显示，2019年全年营收和净利同比增速分别为13.79%和7.87%，四季度环比降速明显。

有银行业人士指出，2019年四季度降速有两方面原因，当期银行的主要业务包括信贷投放等，规模要比前三个季度环比有所减少，将直接影响银行当期的营收和净利润增速。另一方面，四季度银行会进行拨备和加快不良资产核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2019年四季度的营收和净利润增长情况。

展望2020年，温彬表示，随着宏观经济逐步企稳，银行的资产质量有望持续改善，银行将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不过一个潜在利空因素是，按照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要求和降息预期下，银行息差预计会有所收窄。 但银行会通过加大差异化金融服务，在非利息收入方面寻求增长，从而确保银行整体营收和净利润保持稳定。 随着对不良资产认定进一步从严，预计银行2020年将加大拨备和核销力度，夯实银行资产质量，确保2020年业绩平稳健康增长。 同时，银行补充资产压力仍然较大，2020年仍将是一个银行通过多种方式补充资本的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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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子公司突围战：金融科技助力差异化发展

□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随着各家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渐次成

立，如何在大资管行业竞争中突围、如何获

取大量新客户特别是高净值客户、如何提供

有吸引力的独特性产品等问题接踵而至。

业内人士认为， 金融科技将在银行理

财子公司业务发展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

色，可赋能于银行理财全流程，解决痛点。

运用金融科技赋能

光大理财董事长张旭阳认为，下一个十

年的确定性是技术进步与数字化世界，现在

已经是智能化时代的起点。技术进步会带来

资管行业的投资方向变化，智能科技会带来

资管行业自身的数字化升级， 包括投研、投

资、营销服务、风控合规、运营和IT等方面。

分析人士表示， 对银行理财子公司而

言，金融科技不仅仅是开发和应用新技术，

更需要在新技术的赋能下对自身业务模

式、产品服务乃至运行机制进行变革，从而

实现核心竞争力提升。

毕马威中国金融服务业合伙人蔡正轩

介绍，一般理财流程核心为“设、募、投、管、

退” ，即产品设计、募集资金、投资研究、投

后管理以及退出分配。 这五个流程节点都

可以利用金融科技进行赋能，解决痛点。 比

如，可以通过金融科技实现精准营销，将以

前只能由高净值客户才能享受到的投顾服

务进一步下沉， 服务长尾人群千人千面的

投资服务需求。

在提升投研能力方面， 蔡正轩表示，产

品投资回报率长期高于竞争对手，就是理财

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银行理财子公司成

立之初，发行的产品大多以短期固收类产品

为主， 这里的问题在于产品容易出现同质

化。预计银行理财子公司在投研中将利用科

技作为差异化竞争过程中的重要特色，例如

通过机器学习使新的数据形式变得可分析、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与遥感卫星数据实时洞

察经济发展趋势、利用数字建模与人工智能

对不同期限的利率进行预测等。

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共赢

从已开业的理财子公司来看， 大多都

设立了金融科技部， 强调将金融科技作为

运营支撑。

毕马威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独立法

人理财子公司IT建设应科技规划先行，充

分利用银行已有的IT资产和架构标准，减

少不必要的业务和技术探索的时间， 缩短

IT建设的周期； 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与诉

求，寻找企业价值提升点，并向IT端映射，

业务与技术创新相结合。 科技上通过业务

敏捷化、应用组件化、平台化、服务化，打造

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能力； 面向业务场景

提供服务，支持业务系统分布式部署，保证

业务独立性，可进行弹性扩展；支持多业务

阶段拆分，集中配置管理，对公共服务进行

剥离，服务解耦并形成基础服务。

对于科技投入和IT系统建设，农银理财

总裁段兵表示，建立一个先进的系统要耗费

大量资源，国内很难有符合理财子公司或是

在资管行业中真正用得上的现成的系统。

对此，寻求与科技实力强的企业合作不

失为一个好办法。华夏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

理苑志宏认为，在金融科技领域存在着很多

优秀的企业，在其专注的领域内研发能力远

远超过理财子公司；还有许多专注于各类前

沿技术的科技公司，或许还没有涉足金融领

域，但某一项新技术的突破有可能引发金融

服务的颠覆式发展。这两类公司应该成为理

财子公司的合作伙伴，一方有技术，一方有

数据、有场景，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与共

赢发展的市场机遇。优秀的数据能力和金融

科技团队， 是理财子公司对外合作的基础。

具备了自身的核心能力， 保持开放心态，通

过优秀合作伙伴的赋能，银行理财子公司金

融科技战略前景光明。

此前， 光大银行与度小满金融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 将在金融领域全面深化战

略合作。 且度小满金融还将和光大银行理

财子公司深度合作，优势互补，探索多个领

域的合作空间。

营收增长25%

中信建投2019年净利达55亿元

□

本报记者 赵中昊

2020年1月16日晚， 中信建投证券发布了未经审计的2019

年年度业绩（合并口径）称，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年度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02亿元，与2018年的归

母净利润30.87亿元相比，增加了78.19%；营业收入为136.93亿

元，与2018年的营收109.07亿元相比，增加了25.54%。

行情向好推升各项业务收入

关于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中信建投表示，2019年度公司

积极把握市场机遇，各项业务发展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经纪业

务手续费、 投行业务手续费及自营投资业务等主要业务收入相

比上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Wind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中信建投稳居券商的股权

承销额排行榜前列。 具体来看，中信建投2019年股权承销额为

1209.90亿元， 承销家数为71家 ；2018年的股权承销额为

1538.35亿元，位居行业第二。

债券承销规模方面，Wind数据显示，中信建投自2015年以

来稳居券商债券承销金额前两名的位置，与中信证券不分伯仲。

其中，中信建投2016年债券承销额为4975.18亿元，承销债券只

数为532只，承销额与承销债券只数双双居首，承销额更是比排

名第二的中信证券高出31.70%。

持续推进130亿定增申请

此前在1月15日晚，中信建投发布公告，对证监会1月10日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中信建投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

准备工作的函》（简称“告知函” ）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业内人士表示， 这意味着中信建投130亿定增申请即将上证监

会发审会。

中信建投及相关中介机构在对告知函的回复中表示， 公司

无实际控制人符合其实际经营及治理情况，具有合理性；发行人

建立了完备的融资融券和股票质押业务管理制度， 严格管控业

务开展过程中的各类风险， 发行人融资融券业务和股票质押业

务总体上风险可控。

在告知函中， 证监会要求申请人中信建投结合与吕小奇两

融业务纠纷仲裁案、 与冯显超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纠纷仲裁

案，说明报告期相关风控情况。

中信建投表示，针对上述两起案件，公司正积极推进仲裁，

胜诉后将依法申请执行并处置相关资产。针对股票质押业务，公

司显著提高股票质押回购业务风控标准，提升项目整体质量；审

慎合理压缩规模，加强风险项目甄别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风险

处置工作；积极引进纾困机构，对解困无望项目立即启动司法程

序，有效控制了风险项目总体规模。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显示，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涉案金额

超过1000万元并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

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发行人对诉讼、仲裁案件的会计处

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建立了完备的融资融

券和股票质押业务管理制度， 严格管控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各类

风险，发行人融资融券业务和股票质押业务总体上风险可控。

1月拟发规模突破600亿元

短融券渐成券商补血“利器”

□

本报记者 罗晗

2020年开年以来，多家券商密集披露了拟发行短期融资券

的相关文件。 截至2020年1月16日，1月份券商短融计划发行规

模已达660亿元，月度发行规模处于历史高位。 2019年中以来，

券商短融规模已超过证券公司债，成为券商债务融资主要工具。

逾600亿元“短融大礼包”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16日，已有21家券商披露了23笔

短期融资券的发行计划，发行规模合计达660亿元（未发行债券

按计划发行额算）， 仅次于2019年10月份697亿元的券商短融

发行量。

分析人士表示，若无意外，今年1月的券商短融发行规模有

望进一步冲高，这还是在有春节假期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2020

年初券商短融发行力度明显加大， 相形之下，2019年1月仅5家

券商发行了110亿元短期融资券；环比来看，目前的短融规模已

经比2019年12月份505亿元的发行量高出30%。

事实上，2019年9月后，券商短融月度发行规模一直保持在

500亿元以上。 2019年6月为缓解部分券商的流动性风险，央行

接连提高国泰君安、 中信证券等头部券商的短期融资券余额上

限，通过头部券商向中小非银机构传递流动性。 此后，券商短融

规模一路增加。

2020年年初仍延续了这一态势。 此外，2020年初央行曾连

续多日停做逆回购，上交所国债逆回购利率于1月9日起集体上

行，1月14日资金面到达紧张时刻，GC007飙升至3.25%，非银机

构的流动性比较紧张。券商此时密集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助于纾

缓资金面。

券商发行短融募集的资金，一般都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而非

直接投入到两融业务。 国信证券1月16日披露的发行文件显示，

拟于1月20日起发行40亿元短期融资券，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短期资金用途。事实上，根据

《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证券公司不得将发行短期融

资券募集资金用于股票二级市场投资和为客户证券交易提供融

资等途径。

占券商发债规模“半壁江山”

自2005年国泰君安发行首单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以来，券

商短融已经历15年的成长。 2006年至2011年间，因市场环境变

化，券商短融暂停发行达6年之久，直至2012年才重启。2013年，

券商短融发行量从前一年的531亿元陡增至2906亿元，2014年

更是超过4000亿元大关，这一融资方式逐渐成为券商补充资金

的一大利器。

2014年之后，券商短融发行规模有所下滑，在2017年降至

低点，全年发行量不到400亿元。 2018年短融发行量回升至千亿

元级别，2019年则创下历年发行量新高，达4491亿元，这也部分

得益于券商短期融资券余额上限的提高。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短融券已超过证券公司债，成为券商的

主要债务融资工具。与普通公司债相比，短融成本更低。 2019年

6月至今，短融占券商债券发行规模比重基本都在50%以上。 而

此前这一现象出现，还是在2012年至2014年间，证券公司债尚

未发展成熟之时。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营收净利双增长

目前已经发布业绩快报的银行，业绩

普遍“喜人” 。 首家公布业绩快报的上市

银行是成都银行。2019年该行实现营业收

入127.31亿元，同比增长9.84％；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51亿元， 同比增

长19.40％。

常熟银行是首家公布2019年业绩的

上市农商行， 数据显示，2019年度该行实

现营业收入64.53亿元，同比增长10.80％；

归属于该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7.93亿

元，同比增长20.66％。

分析人士表示，目前公布的城商行和

农商行业绩增速突出，除了“靓女先嫁”

效应外，这些银行多数位于经济较发达地

区，经济基础和信用环境较好，城商行和

农商行一方面“船小好调头” ，另一方面

充分发挥长期根植本地的优势，发力中小

微业务，在业绩成长方面表现突出。

中信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三家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上海银行也公布了

业绩快报。 其中，上海银行和平安银行均

实现了营收和净利润双位数增长。 其中，

平安银行2019年实现营收和净利润为

1379.58亿元和281.95亿元， 同比增长

18.2%和13.6%。 上海银行2019年实现营

收和净利润为498亿元和202.98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3.47%和12.55%， 净利润首

次突破200亿元。

2019年下半年登陆A股的浙商银行、

渝农商行和邮储银行随IPO文件公布了

2019年全年的业绩预告，浙商银行和渝农

商行均预计2019年业绩为不确定，邮储银

行预计 2019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2766.55亿元至2792.65亿元，同比增长约

为 6%至 7% ； 净利润为 606.81亿元至

617.27亿元，同比增长约为16%至18%。

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绝大多数银

行资产规模稳步增长， 资产质量持续改

善， 不良贷款率较2018年同期继续下降，

拨备覆盖率较2019年初普遍增长。

其中，中信银行和成都银行2019年期

末不良贷款率均下降超过10个基点，中信

银行期末不良贷款率为1.65%，比2018年

末下降 0.12个百分点 ； 拨备覆盖率

175.25%， 比2018年末上升17.27个百分

点。 成都银行期末不良贷款率1.43%，较

2019年初下降0.11个百分点。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上市

银行2019年经营业绩有所改善，整体在保

持平稳增长的同时，风险总体可控，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业绩稳健

增长有两个原因，首先，银行2019年加大

了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央行保持了合

理充裕的流动性， 银行负债成本整体回

落，银行净息差有所改善。其次，2019年上

市银行普遍加大了资本补充力度，资本充

足率进一步提高，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加

大，抗风险能力也在增强。

“降速”蓄力

分析人士表示， 从6家上市银行披露

的业绩快报而言，2019年四季度， 银行业

普遍出现了营收和净利增速环比下滑的

趋势，这一点在大行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以中信银行为例，2019年前三季度，

营收和净利同比增速分别为 17.3%和

10.74%，而业绩快报显示，2019年全年营

收和净利同比增速分别为 13.79%和

7.87%，四季度环比降速明显。

有银行业人士指出，2019年四季度降

速有两方面原因，当期银行的主要业务包括

信贷投放等，规模要比前三个季度环比有所

减少，将直接影响银行当期的营收和净利润

增速。 另一方面，四季度银行会进行拨备和

加快不良资产核销，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

2019年四季度的营收和净利润增长情况。

展望2020年，温彬表示，随着宏观经

济逐步企稳，银行的资产质量有望持续改

善，银行将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度。 不过一个潜在利空因素是，按照降

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要求和降息预期

下，银行息差预计会有所收窄。 但银行会

通过加大差异化金融服务，在非利息收入

方面寻求增长，从而确保银行整体营收和

净利润保持稳定。随着对不良资产认定进

一步从严，预计银行2020年将加大拨备和

核销力度，夯实银行资产质量，确保2020

年业绩平稳健康增长。 同时，银行补充资

产压力仍然较大，2020年仍将是一个银行

通过多种方式补充资本的大年。

大银行2020年同业存单拟发规模放量

中小银行发行难度增加

□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 截至2020

年1月15日， 已有232家银行公布了2020年

同业存单发行计划，拟发9.19万亿元。 部分

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行拟发行同业存单规

模有所扩大，部分中小银行则有所收缩。

分析人士预计，2020年同业存单发行

整体规模将平稳上升， 但结构分化趋于明

显，中小银行同业存单发行或缩量。

银行申报额度现分化

对比2019年各银行申报的同业存单发

行计划后，记者发现：2020年银行的发行计

划可谓“涨跌互现” 。 四家大型银行的拟发

规模增幅接近或超过20%， 如农业银行披

露2020年计划发行6700亿元同业存单，明

显高于2019年的发行计划 （5500亿元）；

兴业银行2020年计划发行同业存单8500

亿元， 较2019年的6800亿元有较大增长；

招商银行2020年拟发行6000亿元，而2019

年的发行计划为5000亿元。

多家中小银行则选择了收缩计划发行

规模，如北京银行2020年计划发行3720亿

元同业存单，较2019年计划发行的4000亿

元略有减少； 江西银行2020年计划发行

620亿元， 较2019年的790亿元收缩明显；

苏州银行2020年计划发行550亿元，而

2019年该行计划发行690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在揽储竞争激烈、监管

规范结构性存款的环境下， 商业银行负债

端依然面临较大压力， 仍有动力发行同业

存单。

光大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预

计，在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流动性总体较宽

裕的情况下， 存单价格与同期限结构性存

款和大额存单仍有一定利差。 随着新LPR

机制实施，银行净息差存在下行压力，在负

债结构调整上， 存在通过存单发行替换

MLF和结构性存款等高成本资金的需求。

东方金诚首席金融分析师徐承远表

示， 部分中小银行减少发行额度申报的原

因在于市场流动性分层， 中小行同业存单

发行难度较大。 市场对中小银行的风险偏

好及资金拆出意愿降低， 对同业存单的需

求结构分化。 部分资产质量或公司治理存

在问题的中小银行资本市场融资受阻，表

现为同业存单发行成本大幅上升、 同业存

单发行成功率下降。

中小行同业存单发行料缩量

对于2020年同业存单市场态势， 徐承

远预计，整体规模将维持平稳上升，但结构

分化将趋明显。 首先， 大型银行 （主要为

AAA级银行） 发行规模将呈上升趋势，且

受益于充裕的流动性，发行成本降低。其次，

中小银行分化延续。小型银行同业存单的市

场需求偏弱， 预计发行规模将普遍下降；股

份行及城商行的同业存单仍有相对优势，再

加之负债端的压力， 预计2020年其同业存

单规模将有所提升。在流动性较充裕以及市

场利率下行背景下，预计中小银行同业存单

发行利率整体仍将处于较低水平。

“2019年‘同业刚兑’ 预期打破后，中

小银行同业存单发行受到冲击。”王一峰表

示，尽管在实施各类流动性救助举措之后，

存单市场交易有所恢复， 但流动性分层已

然形成。

王一峰分析，近期《关于规范现金管理

类理财产品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

见稿）》 要求现金管理产品投资于主体信

用评级低于AA+的商业银行的银行存款

与同业存单应当经本机构董事会审议批

准。 此举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现金管理类

产品配置中小银行同业存单的难度， 考虑

到银行理财是这些资产的主要资金来源，

中小银行负债压力可能进一步增加。 2020

年预计中小银行存单发行缩量， 较高的负

债成本和较大的资金补充难度将会推动中

小银行同业业务收缩和降低杠杆水平。

2019年业绩陆续披露

多家上市银行实现营收净利双增

� 截至2020年1月16

日记者发稿时， 两市已经

有9家上市银行发布业绩

快报或业绩预告，A股上

市银行的年报季拉开序

幕。整体来看，目前公布业

绩的上市银行普遍业绩稳

健， 基本都实现了营收和

净利润双增长， 资产质量

持续改善。

’

‘

名称

本期营收

（万元）

同比

增长率（%）

本期归母

净利润（万元）

同比

增长率（%）

本期加权平均

ROE（%）

中信银行

18,758,400 13.79 4,801,500 7.87 11.07

兴业银行

18,131,900 14.55 6,586,800 8.66 14.02

平安银行

13,795,800 18.20 2,819,500 13.60 11.30

上海银行

4,980,000 13.47 2,029,800 12.55 12.94

成都银行

1,273,100 9.84 555,100 19.40 16.64

常熟银行

645,300 10.80 179,300 20.66 11.71

数据来源/Wind�制表/张玉洁

部分上市银行2019年业绩快报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