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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面增加 特色险种频出

“小保单” 助力农险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薛瑾 黄一灵

近日，银保监会发文指出，保险公司要积

极推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 拓展完全成本保

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业务覆盖面， 因地制宜开

展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农险覆

盖面增加趋势显著， 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

险品种逐渐增多， 各地保险公司结合当地资

源禀赋， 通过保险手段转移特色产业生产经

营风险，并且加速融入科技手段。 专家预计，

未来借助农业保险，以“小保单” 带动“大金

融”的趋势将进一步加深，数字化转型也将进

一步加速，助力农险高质量发展。

品种覆盖面增加

时下， 春耕正在全国多地如火如荼开

展，农业保险越来越成为重要必备品。 近年

来， 多家保险公司通过扩大农险覆盖面、创

新农险品种、推动保险与其他金融工具融合

等方式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让广大农户更

加安心。

从粮食到蔬菜，从家禽到畜牧，从水果到

鱼虾，在田间地头、湖泊池塘、现代化养殖场，

保险业正在为农业生产编制一张更加密实的

风险保障网。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1219.4亿元，

同比增长25%，为1.7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

保障4.6万亿元。

多家保险公司农险多达上千款。例如，中

华保险农险产品条款超过2700个， 覆盖了

农、林、牧、渔220余个农产品品种，构建了成

本、产量、收入、价格指数、天气指数等完善的

保险产品体系。 2022年，公司保险保障范围

覆盖4.2亿亩耕地森林、7.3亿头（羽）畜禽，

为1783万户（次）农户提供了4806亿元风险

保障。

中国人寿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旗下财

险公司在售农险产品达2500余款，涵盖种植、

养殖、森林、涉农、渔业等各个领域，服务区域

覆盖全国1600多个县。

创新步伐不断加快

与此同时，“保险+期货” 等创新步伐也

在不断加快，相关业务在业内逐渐扩面，品种

覆盖玉米、白糖、大豆、棉花、苹果、天然橡胶、

鸡蛋、生猪等。

在新疆伊犁州昭苏县，今年年初，昭苏县

292户甜菜种植户全部收到了郑州商品交易

所2022年伊犁昭苏甜菜 “价格保险+期货”

试点项目的赔款，共计561.91万元。

此外， 农业保险在赋能农村普惠金融方

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专家认为，保

险的增信作用可以破除农业企业抵押物不足

的痛点， 撬动银行等其他金融资源进一步流

向农业，“农业保险+信贷”“农业保险+担

保” 等一系列新模式蓬勃发展。 业内人士表

示，应进一步提升保险与信贷、担保、期货等

金融工具的融合度。

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科技的助

力。专家表示，新兴科技越来越多运用到农业

保险中，为赔付率和农作物损失情况的测算、

加强自然风险监测提供精准依据。

近年来，农业保险“黑科技”频出。如中国

人寿推出“猪脸识别”AI物体识别技术，在理

赔过程中通过强化“生物智能识别技术”适用

场景， 支持能繁母猪点数及脸部识别功能，解

决理赔中的人工鉴别难、传统查勘时间长等问

题。 通常一到两天就能处理完毕，既提高了服

务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又实现了精准理赔。

中华保险实施了“数字农险” 工程，持续

推进农业保险数字化转型。 充分利用卫星遥

感、无人机、物联网、5G等技术，打造种植业

“空天地一体化” 按图作业的精准承保理赔

新模式。 首创“海洋牧场” 保险，运用科技手

段突破海水养殖保险承保理赔难题， 将风灾

和海水积温指数纳入保险责任范围。

“近年来，财险业积极开展防灾减损等风

险减量服务，引入了大数据、卫星、红外探测

等高科技手段，为提高社会抗风险能力、降低

社会风险成本发挥了积极作用。” 银保监会有

关负责人表示。

民营银行去年成绩单出炉

普惠小微贷款投放强劲

●本报记者 王方圆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全国19

家民营银行中，已有微众银行、苏宁银行、新网

银行、中关村银行、富民银行、梅州客商银行、

辽宁振兴银行7家银行披露2022年财务情况。

数据显示， 从经营业绩和资产规模来

看， 微众银行继续领跑，2022年净利润达

89.37亿元，年末总资产规模超4700亿元。信

贷投放方面，普惠小微依然是各家民营银行

的经营重点。

微众银行总资产超4700亿元

数据显示， 上述7家银行中， 多家银行

2022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资产规模等指

标实现同比增长。

整体来看，微众银行、苏宁银行较为领

先，资产规模均在千亿元量级。2022年，微众

银行营业收入 353.64亿元 ， 同比增长

31.03%；净利润89.37亿元，同比增长30%。

截至2022年末，该行总资产4738.62亿元，较

2021年末增长8.00%。 苏宁银行2022年营业

收入40.21亿元， 同比增长19.9%； 净利润

10.07亿元，同比增长67%。 截至2022年末，

该行资产总额1032.87亿元，增长2%。

新网银行、中关村银行、富民银行的资

产规模均超过500亿元， 且保持较高幅度增

长。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新网银行总资

产大幅飙升至848.2亿元， 较2021年末增长

48.5%；中关村银行资产合计615.17亿元，较

2021年的522.02亿元增长17.84%；富民银行

资产总额也达到548.7亿元。

梅州客商银行、辽宁振兴银行体量较小，

2022年营业收入、净利润指标实现飙升。 梅

州客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5.02亿元， 同比增

长75%；净利润1.7亿元，同比增长153.7%。 辽

宁振兴银行营业收入达到8.36亿元， 同比增

加11%；净利润1.03亿元，同比增长123.39%。

据辽宁振兴银行介绍，2022年该行营收、利润

等经营数据创历史新高，不良贷款率、拨备覆

盖率等指标也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普惠小微贷款规模大增

从信贷投放领域来看，普惠小微为各家

民营银行经营的重点领域。多家银行2022年

普惠小微贷款规模和余额大增。

“2022年，本行继续将信贷资源向小微

企业客户倾斜，对普惠型小微贷款实施单列

信贷计划，优先满足小微企业的信贷额度需

求。 ” 微众银行披露称，该行2022年全年发

放普惠小微贷款超4600亿元，2022年末普

惠小微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比重超40%。 信

贷利率方面，该行针对普惠型小微贷款制定

了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专项优惠措施，

普惠型小微贷款当年发放利率比2021年下

降0.05个百分点。

对于该行拳头产品“微业贷” ，微众银行

介绍，截至2022年末，“微业贷” 近100%的

小微客户为民营企业， 超70%的客户年营收

在1000万元以内； 服务两年以上的客户中，

仍在营的比例在95%以上， 通过对授信客户

的金融服务间接支持了超过1000万人就业。

苏宁银行和辽宁振兴银行也着重介绍

了服务小微客户的情况。 截至2022年末，苏

宁银行普惠小微客户在贷余额较当年年初

增长45.59%，累计普惠贷款突破1000亿元；

对公贷款增长117.49%至163亿元。 截至

2022年末，辽宁振兴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92.12亿元，较当年年初增加35.76亿元，增长

63.45%。 该行还表示，预计2023年末小微贷

款占比将不低于50%。

内部业绩分化明显

自2014年首批5家民营银行获批成立以

来，目前我国已有19家民营银行。 中国银行

业协会数据显示，2021全年， 民营银行实现

营业收入626.45亿元， 净利润总额135.50亿

元；截至2021年末，全国19家民营银行总资

产规模1.64万亿元，增长28.08%。

对于民营银行的未来发展，招联金融首

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民营银行发展受到一

定限制，存在渠道、品牌等劣势，市场竞争力

不够强，为民营企业服务的能力还有很大提

升空间，可鼓励民营银行开展产品创新。

“民营银行数量少、规模小，创新风险总

体可控，在监管上可允许民营银行在产品和

服务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并引导其完善资产

负债配置，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及信息安全保

障体系，合理管控流动性风险。 ”董希淼说。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民营银行内部业

绩分化较为明显。“2021年微众银行净利润

68.84亿元， 净利润在19家民营银行中占比

达50.49%。其余民营银行尾部生存空间被挤

压。 ”招商证券研报称。

对此，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

茂华认为，民营银行发展前景在于聚焦服务实

体经济，补短板、锻长板，应寻求差异化发展。

畅通乡村振兴发展血脉

农商行信贷投放力度加大

●本报记者 吴杨

作为县域“三农” 金融主力军，农商行在推进乡

村振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

发现，多家农商行“开门红” 表现超预期，存贷两端

皆实现同比多增， 且积极加大信贷投放至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 多家农商行高管在其2022年度业绩说

明会上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本地市场，树立差异化

竞争优势。

“开门红” 成绩单亮眼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开门红” 期间，多

家农商行在信贷方面提交了亮眼的成绩单。 截至3

月末，甘肃农信各项存款余额5910.3亿元，较2023

年初净增390.6亿元， 完成 “开门红” 计划任务的

195.3%；各项贷款突破4000亿元，净增253.9亿元；

广西都安农商行各项贷款达到62.25亿元，2023年首

季净增18414万元。 此外，武陟农商银行、济南农商

银行等一季度信贷均呈现“开门红” 。

此外，也有部分上市农商行在其2023年第一季

度业绩快报中透露了一季度“开门红”情况。 其中，

截至3月末，瑞丰银行总贷款1088.13亿元，较2023

年初增长5.75%；总存款1342.94亿元，较年初增长

8.59%；常熟银行总贷款2045.40亿元，较年初增长

5.74%，总存款2402.26亿元，较年初增长12.55%。

“信贷需求和线下展业不利因素逐渐消退，常

熟银行信贷投放增加料受益于此。 ” 财通证券非银

分析师夏昌盛表示， 常熟银行今年第一季度新增存

款267.81亿元，同比多增52.6亿元，“开门红” 揽存

进展顺利。

从一季度信贷整体投放情况来看， 信贷投放实

现“开门红” 。 央行4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

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0.6万亿元， 同比多增2.27万亿

元，当季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创新高。

创新产品层出不穷

多家农商行在信贷规模增长的同时， 信贷投向

领域也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 持续创新相关

金融产品。

例如， 广州农商行围绕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重点领域，着力加强金融支持，持续创新产品。

该行围绕汽车制造业方面，制定汽车产业工作方案。

截至2022年末，广州农商行制造业企业贷款余额逾

364亿元；战略新兴企业贷款余额约924亿元，已为

超220户“专精特新” 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支持，贷款

余额89.43亿元。

在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方面，也有银行有

所布局。北京农商行于4月14日推出“专精特新企业

信用贷” ，聚焦企业关键需求，解决“专精特新” 企

业融资难的问题； 重庆农商行在年报中表示，2022

年， 该行普惠型小微贷款户数和余额市场份额保持

重庆市前列， 服务全市30%以上的“专精特新” 企

业，制造业贷款余额亦位居重庆市前列。

此外， 多家银行也积极创新信贷产品， 引金融

“活水” 至“三农”领域。例如，湖南临武农商行主动

与临武（广东）商会对接，推广“老乡贷” 。 据介绍，

一季度以来，该行累计授信域外企业及个人123户，

授信金额5000余万元，用信2300余万元；北京农商

行创新推出“草莓贷” ，产品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

最长3年，专项支持北京特色农业发展。

银保监会4月14日发布通知称， 各银行要持续

加强监管考核引领，稳定增加涉农信贷投入，明确涉

农信贷、县域金融服务、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脱贫地

区金融供给、粮食重点领域信贷等考核监测目标。

深耕区域市场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 多家农商行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深耕区域市场的主责主业，服务区域实体经

济质效提升。提及未来如何应对激烈竞争，部分农商

行高管表示，要错位竞争，持续深耕区域市场，实现

差异化发展。

从披露的年报来看，2022年， 各家农商行不断

践行普惠金融，坚持主责主业，提升区域服务实体质

效。重庆农商行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427.34亿元；江

阴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截至2022年末，各项贷款总

额1031.3亿元，比当年年初增116.6亿元。 张家港行

大力实施“两小” 竞速战略，打造新的业务增长极。

截至2022年末，该行母公司口径小微金融事业部微

贷余额和小企业部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均突破

200亿元，合计455.83亿元。

展望未来，农商行该如何应对同业竞争、差异化

发展？ 多位农商行高管在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均

有所回应。 瑞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章伟东表示，

该行充分利用扎根区域经济、熟悉本地客户等优势，

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差异化服务。 2023年瑞

丰银行将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实情与公司发展实际应

对激烈竞争。

江阴银行董事长孙伟表示， 未来该行将坚守普

惠市场定位，立足“农小” 、专注“普惠” ，扎根“县

域” ，不断夯实做小做散的战略定力。 同时，充分利

用人缘地缘优势，减少银企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据介

绍，截至2022年末，该行江阴辖内存、贷款市场份额

分别为21.01%、16.16%，较当年年初分别提升6个基

点和47个基点。

股东纷纷增持 机构看好银行股估值修复

●本报记者 陈露

4月17日，银行股整体走强。Wind数据显

示，申万银行指数当日上涨1.81%，个股大面

积飘红。 不过，从估值来看，银行股仍相对较

低。 在此背景下， 今年以来有多家银行的股

东、高管出手增持自家银行股份。

业内人士认为，股东、高管出手增持，传递

出对公司股价发展的信心。展望未来，后续经济

持续改善有望推动银行板块估值继续提升。

多家银行股份获增持

4月17日晚，重庆银行发布公告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于2023年2月11日至4月14日期间以自

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494.48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1%，增持变

动比例超过1%。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水投

集团的持股比例从5%增加至6.0057%。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还

有兴业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重庆银行、

兰州银行等多家银行的股东、 高管出手增持

股份。 这其中，既有因触发股价稳定措施启动

条件而实施的被动增持，也有主动增持行为。

4月13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部

分监事及其他管理人员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其他方式增持合计不低于360

万元人民币的该行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24日，兰州银行

发布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成的公告称， 有关

增持主体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该行股份

806.04万股，占该行总股本的0.1415%，累计

增持金额人民币2757.89万元，成交价格区间

为每股人民币3.32元至3.68元。

银行股估值较低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17日，42家A股

上市银行中，仅有宁波银行、招商银行、成都

银行3家银行的市净率大于1倍， 其他39家银

行的市净率均小于1倍，超过10家银行的市净

率小于0.5倍。

从股价表现来看，截至4月17日，申万银

行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为1.41%。 不过，银行

板块内个股走势较为分化。 瑞丰银行以

22.35%的区间涨幅排名首位； 中信银行紧随

其后，区间涨幅为20.28%；长沙银行、农业银

行、交通银行等多只个股区间涨幅超过10%；

兰州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今年以来的股

价累计跌幅超过10%。

在2022年业绩发布会上， 部分银行高管

就银行股股价进行回应。 农业银行董事会秘

书韩国强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 虽然从去年

11月初以来，农行的股价有所回暖，但市值仍

被明显低估。 中国银行行长刘金认为，包括中

国银行在内的国有大行的整体估值水平明显

偏低，还没有准确反映出投资价值。

信达证券非银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舫

朝表示，3月社融和信贷投放超预期， 经济回

暖的信号得到验证，有望从扩规模、稳息差及

降风险等方面助力银行基本面改善。

在具体的配置上， 中信建投证券银行业

首席分析师马鲲鹏认为，经济复苏趋势延续，

信贷需求逐步改善， 在更加明确的宏观经济

大方向下， 市场对银行的关注点将重回基本

面主逻辑，预计营收强劲、资产质量优秀的个

股将重新引领板块。

银河证券银行业分析师张一纬表示，看好

银行板块的投资机会， 关注一季报披露的时间

窗口期，优选区域资源禀赋突出、信贷增长动能

强劲的城农商行， 同时关注地产链修复和零售

业务布局领先的股份行估值修复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