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2022/8/31

星期三

A04

Advertisement

交行上半年业绩喜人

建设数字化新交行 保持先发优势

8月26日，交通银行发布2022年半年度经营业绩。 报告

期末，集团资产总额达12.58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7.84%；

集团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440.40亿元，同比增

长4.81%。

经受住了疫情考验，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加强风控，资产质量持续改善……今年

上半年，交通银行交出了一份让投资者满意的业绩答卷。 对

于未来的业绩增长引擎，交行也已着手推进，那就是建设数

字化新交行。

业绩可喜 未来可期

今年以来，交行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境内行人民币各项贷

款较年初增长8.69%， 同比多增1143亿元， 紧跟国家发展战

略，围绕制造业、绿色信贷、科技创新、乡村振兴、重点基建、央

行货币政策工具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 其中，交

行公司类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加4152.66亿元，增幅10.03%。

个人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加637.94亿元，增幅2.79%。

交行大力支持制造业、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加快金融

供给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和动能转换。 数据显示，报告期末，

境内行制造业贷款增长20.48%，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长

38.70%；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增长71.85%；绿色贷款增长

20.42%，其中清洁能源贷款增幅达29.76%。

展望下半年，交行副行长郭莽称，全年贷款增幅预计在

11.8%左右，“从对公信贷看，信贷需求和前期比，确实有所

下降， 但考虑到上半年对公信贷增量已经占到全年目标的

85%，后续增长压力不大。 从个人信贷看，非房消费信贷、信

用卡贷款需求正呈现恢复趋势， 因此未对全年信贷增长安

排进行比较大的调整。 ”

支持普惠 展现大行担当

受疫情影响， 普惠小微信贷成为各大银行发力的重点

领域。 但疫情过后，市场上也存在普惠小微经济体活性下降

的担忧。

对此，交行副行长周万阜表示，从交行情况来看，受上

海疫情影响， 普惠型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出现过增长放缓的

现象。 但5月以来，普惠小微信贷需求持续向好。

根据财报，截至6月末，交行普惠小微“两增” 口径贷款

余额4038.93亿元，较年初增幅接近20%；客户数24.58万户，

较年初增幅达15.84%。 “尽管上半年的实际增长与目标存

在一定差距，但全年仍要朝着目标努力，而实现目标最主要

依靠的动能就是数字化。 ” 周万阜进一步表示。

交行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各类外部平台对接、提

升数据运用分析能力，采用“线上产品+场景定制” 双轮

驱动模式， 通过标准化产品不断扩大小微客群服务面，通

过场景定制满足不同群体小微企业个性化金融需求，借助

企业级建模及场景化定制等数字化转型工具，实现特色场

景的快速组装与定制，更有针对性地服务制造业、科技创

新、乡村振兴、供应链、绿色发展、特色商户、新市民等重点

领域。

房住不炒 维护市场平稳

零售信贷方面。 6月末，交通银行房贷17家银行市场占

比较年初提升0.05个百分点， 提升幅度在17家银行中排名

第二。 消费贷款方面，6月末，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

当年增幅27.45%，增幅行业居前。

据周万阜介绍，从交行情况看，经过排查，交行涉及断

供楼盘开发商的贷款余额规模较小，整体风险可控。

“后续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滚动排查，强化按揭贷款项目

的风险监测，在当地政府总体安排框架下，遵循监管的指导

意见，配合地方政府积极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

依法依规做好相关金融服务， 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

发展。 ” 周万阜表示。

交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零售信贷方面下一步的主要措

施包括，一是住房贷款方面，坚守“房住不炒” 定位，因城施

策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积极支持刚需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 支持新市民安居置业需求， 做好住房贷款投放安

排；优化业务流程，提高业务效率。 二是非房消费贷方面，继

续精耕国内消费市场，丰富消费贷款品类，覆盖居民衣食住

行医全方位消费需求，做专做精做深新市民金融服务，满足

客户消费信贷需求。

加强风控 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今年上半年，虽然面临疫情等因素，交行资产质量保持

了稳中向好态势。 不良率、逾期贷款率均较年初下降；逾期

90天以上贷款余额占不良贷款余额比例55.92%， 较上年末

下降10.20个百分点，风险认定标准进一步趋严。拨备覆盖率

173.10%， 较上年末上升6.60个百分点。 这些显示交行自

2020年提出资产质量攻坚战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 采取的

严控增量、出清存量策略是比较有效的。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交行加大风险资产处置力度，发

挥总行专业化处置能力，推动重大风险项目处置落地，积极

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发行工作，提升不良处置成效。 报告期

内，处置不良贷款382.47亿元，实质性清收占比近47%，同比

提升约6个百分点。

关于资产质量展望，交行首席风险官林骅表示，今年下

半年资产质量管控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和压力。 但同时更应

该看到一些积极因素，比如国家宏观政策持续发力，各项稳

经济举措正在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原来产业链中一些堵点、

断点正在被打通和恢复，“我们预计， 银行整体借款客户的

内生经营和还款能力将保持稳定或有所恢复， 这对整体资

产质量走势是一个利好。 ”

交行行长刘珺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仍然长期向好。 在

他看来，第一，宏观政策面稳经济的一揽子政策逐渐在释放

出应有的作用；第二，基建特别是新基建方面的投资速度在

加快，成为稳定经济的重要抓手；第三，出口韧性逐渐显现；

第四，消费长期稳步的改善正走在相应的路径上。

先人一步 建设数字化新交行

数字经济时代， 商业银行的竞争已经由过去的单一产

品交易比拼，演变到综合化的服务场景生态的竞争。 目前，

交行已经把场景建设、 开放银行作为数字化新交行的关键

核心和重要的手段之一。 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引进来。交行已形成“一体、两翼、多点支撑”的场

景建设思路，以交通银行个人手机银行为主要载体，上线了6

大类，160余项非金融场景，服务涵盖了生活缴费、政务民生、

出行服务、健康医疗、餐饮娱乐以及住房安居等各个方面。

第二项工作，是走出去。交行加快在医疗、交通、教育、政

务四类服务场景布局，推出一体化金融服务方案。报告期末，

开放银行累计开放接口1,673个， 较上年末增长35.14%；报

告期内， 开放银行零售场景获新客户30.48万户， 同比提升

79.19%。 惠民就医在35个城市上线，累计签约约68万户。

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持续加强风控能力建设，建立分级

分类的合作机构准入模式，结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部署

风控策略，实现开放银行交易的多维和实时预警，提升开放

银行可溯源、可监测、可阻断的能力。

创新服务 保持跨境金融优势

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跨

境金融发展的空间较大。

近年来，交行围绕跨境融资、跨境人民币结算、汇率避

险、外贸新业态等四大重点推动跨境金融发展。 上半年，交

行国际结算量同比增长14.15%； 跨境贸易融资业务余额较

年初增长10.82%；跨境人民币收付量同比增长10.6%。

支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目前交行已实现对长三

角、大湾区、京津冀等重要经济圈的外贸新业态服务覆盖。

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市场采购贸易、新型离岸国际贸

易等新业态项目的业务量分别同比增长413%、114%、

70%、60%。此外，交行发挥总行在沪优势，在上海建立“跨

境金融一件事” 机制，成立由总行前中后台骨干和上海市

分行相关人员组成的跨境金融专班， 试点体制机制创新，

推动临港新片区成为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统筹发展的重

要枢纽。

交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外贸新业态

产品功能，推进相关业务在全国重点区域复制推广；丰富

国际业务管家系列适用场景，推进产品向公共事业、物流、

资本金等收付场景延伸拓展；灵活运用跨境金融项下各类

本外币融资产品，进一步支持进出口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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