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大行2023成绩单出炉

净息差下滑 资产质量稳步提升

本报记者 王方圆 吴杨

截至3月28日晚间，国有六大银行2023年报披露完毕。 数据显示，2023年各家银行归母净利润均实现增长，但净息差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据记者梳理，2023年度六家银行合计拟分红金额超410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各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资产质量实现稳步提升。 展望后续，各家银行表示，对宏观经济回稳向好具有信心，将加大重点领域信贷投放，综合施策推动净息差变化在合理区间内边际趋稳。

净息差均出现下滑

数据显示，2023年，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营业收入分别为8430.70亿元、7697.36亿元、6948.28亿元、6228.89亿元、2575.95亿元、3425.07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639.93亿元、3326.53亿元、2693.56亿元、2319.04亿元、927.28亿元、862.70亿元。

从变化方向来看，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2023年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均实现增长。 其中，中国银行营业收入同比增速最高，为6.41%；农业银行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最高，为3.9%。

根据各家董事会建议，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分红派息金额将分别达到1092.03亿元、1000.04亿元、808.11亿元、695.93亿元、278.49亿元、258.81亿元，合计分红金额将超过4100亿元。

受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存款定期化趋势等因素影响，各家银行净息差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净息差分别为1.61%、1.70%、1.60%、1.59%、1.28%、2.01%，分别比上年下降31个、31个、30个、16个、20个、19个基点。

展望后续，交通银行首席风险官刘建军预计，短期内集团净利息收益率仍将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下阶段，该行将全力推动净息差变化在合理区间内边际趋稳。

不良贷款率下降

数据显示，2023年国有六大行资产质量稳中向好。 不良贷款率呈下降态势，截至2023年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36%、1.33%、1.27%、1.37%、1.33%、0.83%，分别较2022年末下降0.02个、0.04个、0.05个、0.01个、0.02个、0.01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方面，截至2023年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拨备覆盖率分别为213.97%、303.87%、191.66%、195.21%，分别较2022年末上升4.5个、1.27个、2.93个、14.53个百分点。 此外，建设银行拨备覆盖率239.85%，较2022年末下降1.68个百分点；邮储银行拨备覆盖率347.57%，较2022年末下降37.94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各家银行对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资产质量攻坚取得积极成效。 工商银行副行长王景武表示，截至2023年末，工行境内分行房地产业贷款不良率5.37%，较年初下降0.77个百分点。 在地方债务领域，融资主要投向经济财力较好、债务处于合理水平的区域，优选现金流较为充足的客户及项目，地方债务领域的信贷风险总体可控。

“对公房地产贷款风险仍处在可控水平。 交行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监管要求，综合评估对公房地产客户的风险状况，已经足额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目前交行对公房地产贷款的拨备计提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交行副行长殷久勇说。

客户基础进一步夯实

2023年各家银行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相关工作，均取得丰硕成果。

工商银行表示，截至2023年末，该行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2.7万亿元，全年新增近9500亿元，余额、增量均为市场第一。建设银行表示，截至2023年末，该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突破3万亿元，保持市场供给量最大金融机构地位。农业银行介绍，截至2023年末，该行养老金受托管理规模2541.88亿元，较2022年末增长24.7%。

2023年，各家银行通过数字化等手段，客户基础进一步夯实，这表现在客户数量、客户金融资产、金融产品代销规模等方面实现增长。

工商银行介绍，截至2023年末，该行个人客户7.40亿户，比2022年末增加1980万户。 个人金融资产总额20.71万亿元，其中个人存款16.57万亿元，增加2.02万亿元，增长13.9%。

中国银行年报称，截至2023年末，该行中国内地商业银行全量个人客户超5.25亿户，比2022年末增长3.80%。 2023年，该行中国内地个人金融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440.54亿元，同比增长7.52%。 2023年末，集团个人全量客户金融资产规模突破14.29万亿元。

代销业务也可圈可点。 工商银行2023年代理销售基金4197亿元，代理销售国债522亿元，代理销售个人保险974亿元。 农业银行全年代理保险保费规模1123亿元。 截至2023年末，交通银行代销个人公募基金产品余额2242.80亿元，代销个人理财产品余额8531.35亿元，代销个人保险产品余额2914.12亿元。

不过，受资本市场持续震荡、产品费率下调，以及加大减费让利等因素影响，六家银行手续费收入并非全是正增长。 数据显示，2023年工商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1193.57亿元，同比减少99.68亿元；交通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430.04亿元，同比减少18.5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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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磁力大会：智能经营提升效率，助力企业可持续增长

经营为本，更多行业在快手实现全链路经营

过去一年，在居民消费分级的大趋势下，三线及以下

城市新线市场用户消费能力进一步提升， 价值被广泛认

可。 在快手7亿用户群体中，新线城市用户占比约60%，并

且消费潜力巨大，2023年Q4电商用户人均月下单金额超

过1000元。 快手在新线市场的显著优势，令其成为品牌抢

占商业增量、下探新线市场的首选。

在用户生态持续繁荣的背景下， 快手的商业规模也

在进一步提升。 2023年快手电商全年GMV规模突破1.18

万亿，2023年Q4本地生活GMV同比增长25倍，2023年

Q4理想家房产业务累计交易额突破160亿元。

在此过程中，电商、本地、小游戏、教育、汽车、招聘、

小说、 短剧等越来越多的行业看到了来快手经营的可能

性，他们不仅仅把快手当成是一个广告投放平台，更是把

生意经营的全链路都放在快手。 2023年Q4教育行业在快

手进行全链路经营的客户渗透率提升了54%。快手财报数

据显示，2023年Q4， 每日观看10集以上的重度短剧用户

数达9400万，同比增长超50%；快手短剧日均付费用户规

模同比增长超3倍。

在本地生活领域，新线城市用户需求爆发推动本地

生活生态繁荣， 快手商业化上线了本地业务专属创新产

品———磁力本地推，截至2023年底，快手本地生活商业化

年度活跃客户超3万。 借助磁力本地推，本地餐饮品牌半

天妖爆品套餐单日投流ROI达16，九多肉多节日营销单日

投流ROI达39.1。 自本地推产品PC版上线以来，使用磁力

本地推投流的月商家平均GMV增长了194%。 2024年

Q2，磁力本地推将上线到店线索引流能力，打通小额标品

引流到店、私信表单互动留资的线索经营全链路。

在众多行业纷纷涌入快手的同时， 快手平台全链路

经营的高效率与强效果正在被大量实践所验证———有更

好的转化、更佳的体验和更长效的价值。 数据显示，直播+

私信SCVR对比表单链路提升56%，实现更强转化；而在

体验方面， 原生广告综合ROI比非原生广告提升15%；此

外，直播投私信7日后，私信线索提升34%，效果更长效。

快手长期观测发现， 全链路经营能为企业带来更有

价值的用户。 过去2年，快手商业化整体MAC/MAU持续

增长， 该指标是每月在限定优化目标转化上的用户数量

与平台月活跃用户的比值， 能够反映出用户对广告的真

实买入需求， 可衡量广告的投放价值。 付费短剧行业的

MAC/MAU值在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期间增长了

1125%。 这意味着，全链路经营帮助企业和消费者建立更

自然的商业连接后， 能极大助力商家进一步挖掘消费潜

力，提升商业效益。

智能提效，用AI大模型重构经营链路

商业世界风起云涌，唯善经营者才能稳立潮头。 在AI

等前沿科技加速改变商业经济、重塑营销形态的当下，拥

抱智能经营、拓展更科学的经营思路成为刚需。

快手在智能技术应用领域素有前瞻布局，2023年更

进一步启动AI战略。 快手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程一

笑在3月20日财报电话会上表示：“我们在（去年）四季度

重点研发训练了1750亿规模语言大模型， 取得了令人满

意的置信评测结果。 我们有信心在半年内，使大模型的综

合性能达到GPT4.0的水平。 ”

在磁力大会上， 王剑伟表示希望能够基于行业的大

模型技术，结合商业化各个行业的具体需求，进一步推进

AI技术的具体落地和应用， 以提升各行业在快手上的经

营效率。 “我们会把生产、理解、分发、承接全链路全部用

大模型智能化重做一遍。 ”

具体来看， 在智能化生产方面， 快手研发的视频

AIGC产品“盘古” 、数字人直播AIGC产品“女娲” 落地

成绩突出。 其中，AIGC短视频素材推动获客成本同比降

低62%，数字人直播的转化率接近客户真人水平，并且支

持超过2200路数字人24小时同时开播。

在智能化理解方面， 通过对快意通用大模型进行千

亿级Token商业知识预训练、 百万级商业指令对齐等，快

手进一步研发了业界领先的营销域大语言模型。 该模型

能生成真正符合快手风格的素材， 在营销领域的能力已

与GPT4.0齐平，对短视频内容理解准确度高达91%。

在智能投放方面，通过大模型的挖掘和推理，快手实

现了用户和广告主的精准匹配， 并根据用户个性化行为

进行深度连接，实现投放的智能化、简单化和高确定性。

数据显示，自动投放（UAX）与非自动投放相比，单计划

ARPU值提升了196%。在2023年2月官宣的全站推广产品

经过一年的发展已经升级到3.0版本， 助力优质商家的

GMV增长了30%。

不仅如此，快手提供的智能客服、私信等工具，通过

智能机器人实现24小时自动多轮互动， 帮助企业实时把

一个个咨询变为线索，把一个个线索变为留资，双聊率提

升至真人水平的4倍。

快手在大语言模型、多模态、数字人、推荐大模型等

领域的成果，也正在跟业务场景不断结合，被客户大规模

认可和使用，迸发出愈发蓬勃的新能量。 2024年一季度，

AIGC视频客户渗透率达到24%，UAX客户渗透率达到

40%，全站推广客户渗透率达到20%，智能托管产品客户

渗透率超过40%。 未来，快手商业化还计划打造聚合投放

能力， 面向本地生活等标准化行业客户提供从素材制作

到投放的全链路解决方案。

作为最早将推荐算法引入短视频分发机制的平台，

快手希望在外部消费环境风起云涌、行业需求百花齐放、

AI智能技术浪潮来袭的当下，通过“内容+经营” 让商业

连接更广，通过“智能+服务” 让效率提升更高，更好地满

足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客户在快手上的需求。

—CIS—

在居民消费分级、AI技术革命等大时代背景下， 企业如何

与时革新经营战略，找到生意可持续增长新路径？ 3月26日，快

手2024磁力大会在重庆召开，从“经营为本、智能为用” 题旨

出发，为行业带来快手式解法。

会上，快手高级副总裁、电商事业部兼商业化事业部负责

人王剑伟表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在快手实现生意的全链

路经营，从而获得了更好的转化、更佳的体验和更长效的经营

价值。 不仅如此，快手还运用AI大模型等智能化技术重塑生意

经营全链路，在素材的生产、理解、分发和承接上，提供全链路

解决方案，助力企业提升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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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同比增速

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速

净息差

净息差

较上年变化

派息政策

（均为含税数值）

工商银行 -3.70% 0.79% 1.61% 下降31个基点 每10股人民币3.064元

建设银行 -1.79% 2.44% 1.70% 下降31个基点 每10股人民币4.00元

农业银行 0.03% 3.90% 1.60% 下降30个基点 每10股人民币2.309元

中国银行 6.41% 2.38% 1.59% 下降16个基点 每10股人民币2.364元

交通银行 0.31% 0.68% 1.28% 下降20个基点 每10股人民币3.75元

邮储银行 2.25% 1.23% 2.01% 下降19个基点 每10股人民币2.6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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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险企透露投资路线图：

将加大长久期资产配置

●本报记者 陈露 薛瑾

截至3月28日晚间，A股五大上市险

企2023年报全部亮相， 当年投资表现随

之出炉。 截至2023年末，五大险企总资产

规模超22万亿元。 受资本市场波动等因

素影响，多家险企投资收益承压。

上市险企预计，今年投资环境较去年将

有明显改善， 将继续加大长久期资产配置，

重点关注低波动、 有绝对收益回报资产，加

强权益投资能力建设，把握权益投资机会。

投资端总体承压

年报显示，截至2023年末，五大上市险

企总资产22.78万亿元， 同比增长8.43%。

2023年， 五大上市险企合计实现总投资收

益3844.70亿元，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具体来看， 中国平安2023年实现总

投资收益1238.99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2.8%，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保、

新华保险的总投资收益均较上年同期有

所下滑。 对总投资收益下滑，中国太保在

年报中解释称，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且股

票市场整体下跌导致证券买卖损益及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降低。

在投资收益率方面，2023年，除中国

平安总投资收益率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

之外， 五家上市险企的净投资收益率、其

余四家险企的总投资收益率均有所下滑。

看好市场回暖前景

随着积极因素集聚， 多家险企表示

对今年的市场表现以及投资收益的回升

有信心。

“近段时间以来，市场情绪发生积极

变化， 投资者信心逐步恢复。 整体来看，

2024年保险资金的投资运作环境将逐步

改善，面临的投资机会将显著增多，在新

会计准则口径下投资收益率将有所回

升。 ”人保资产总裁（拟任）黄本尧表示。

新华保险董事长杨玉成表示，坚定看

好中国的资本市场，A股和H股市场非常

具有投资价值。

中国人寿副总裁刘晖预计，今年投资环

境较去年将有明显改善。 股票市场自春节以

来出现一波超跌反弹， 市场信心有所恢复。

当前A股市场整体估值仍然处于历史底部。

明确下一步投资重点

在近日密集召开的业绩发布会上，上

市险企对于下一步投资动向和投资路线

有所透露。

新华保险管理层表示， 将稳健有序配

置长期资产、超长期资产和持有型资产，丰

富投资品种、投资策略，加大符合国家战略、

新经济特征和新质生产力方向的投资。 在

权益投资上，将通过行业分散、个股分散，实

现风险分散，积极投资高分红高票息类、高

科技行业龙头，有流动性的、具有新经济

特征的新能源、高科技、大消费等领域。

刘晖表示，固收方面，在继续加大长

久期资产配置力度的同时，重点关注银行

资本债、 存款等收益率有优势的品种，重

视交易性投资机会；权益投资方面，将长

线布局， 保持策略多元和结构均衡的同

时， 重视高质量的高股息股票的配置；另

类投资方面，将聚焦优势赛道、核心资产。

净息差均出现下滑

数据显示，2023年，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

银行、 邮储银行营业收入分别为

8430.70亿元、7697.36亿元、6948.28

亿元、6228.89亿元、2575.95亿元、

3425.07亿元，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639.93亿元、3326.53亿元、2693.56

亿元、2319.04亿元、927.28亿元、

862.70亿元。

从变化方向来看，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2023年

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均实现增长。

其中，中国银行营业收入同比增速最

高，为6.41%；农业银行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速最高，为3.9%。

根据各家董事会建议， 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分红派息金额将

分别达到1092.03亿元、1000.04亿

元、808.11亿元、695.93亿元、278.49

亿元、258.81亿元， 合计分红金额将

超过4100亿元。

受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

调、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存款定期化

趋势等因素影响，各家银行净息差均

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工商银行、建设

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

行、 邮储银行净息差分别为1.61%、

1.70% 、1.60% 、1.59% 、1.28% 、

2.01%，分别比上年下降31个、31个、

30个、16个、20个、19个基点。

展望后续，交通银行首席风险官

刘建军预计，短期内集团净利息收益

率仍将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下阶段，

该行将全力推动净息差变化在合理

区间内边际趋稳。

不良贷款率下降

数据显示，2023年国有六大行

资产质量稳中向好。不良贷款率呈下

降态势，截至2023年末，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

银行、 邮储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

1.36% 、1.33% 、1.27% 、1.37% 、

1.33%、0.83%，分别较2022年末下降

0.02个、0.04个、0.05个、0.01个、0.02

个、0.01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方面， 截至2023年

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交 通 银 行 拨 备 覆 盖 率 分 别 为

213.97% 、303.87% 、191.66% 、

195.21%， 分别较2022年末上升4.5

个、1.27个、2.93个、14.53个百分点。

此 外 ， 建 设 银 行 拨 备 覆 盖 率

239.85%，较2022年末下降1.68个百

分 点 ； 邮 储 银 行 拨 备 覆 盖 率

347.57%， 较2022年末下降37.94个

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各家银行对重点

领域风险有序化解，资产质量攻坚取

得积极成效。 工商银行副行长王景

武表示，截至2023年末，工行境内分

行房地产业贷款不良率5.37%，较年

初下降0.77个百分点。在地方债务领

域，融资主要投向经济财力较好、债

务处于合理水平的区域，优选现金流

较为充足的客户及项目，地方债务领

域的信贷风险总体可控。

“对公房地产贷款风险仍处在

可控水平。 交行已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和监管要求，综合评估对公房地产

客户的风险状况，已经足额计提了资

产减值准备。 目前交行对公房地产

贷款的拨备计提显著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 ”交行副行长殷久勇说。

客户基础进一步夯实

2023年各家银行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

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

文章相关工作，均取得丰硕成果。

工商银行表示， 截至2023年末，

该行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2.7万亿元，

全年新增近9500亿元，余额、增量均

为市场第一。 建设银行表示， 截至

2023年末，该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突

破3万亿元，保持市场供给量最大金融

机构地位。 农业银行介绍，截至2023

年末， 该行养老金受托管理规模

2541.88亿元 ， 较 2022年末增长

24.7%。

2023年， 各家银行通过数字化

等手段，客户基础进一步夯实，这表

现在客户数量、客户金融资产、金融

产品代销规模等方面实现增长。

工商银行介绍，截至2023年末，

该行个人客户7.40亿户，比2022年末

增加1980万户。 个人金融资产总额

20.71万亿元，其中个人存款16.57万

亿元，增加2.02万亿元，增长13.9%。

中国银行年报称， 截至2023年

末，该行中国内地商业银行全量个人

客户超5.25亿户， 比2022年末增长

3.80%。 2023年，该行中国内地个人

金融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440.54亿

元，同比增长7.52%。 2023年末，集团

个人全量客户金融资产规模突破

14.29万亿元。

代销业务也可圈可点。工商银行

2023年代理销售基金4197亿元，代

理销售国债522亿元，代理销售个人

保险974亿元。 农业银行全年代理保

险保费规模1123亿元。 截至2023年

末，交通银行代销个人公募基金产品

余额2242.80亿元， 代销个人理财产

品余额8531.35亿元， 代销个人保险

产品余额2914.12亿元。

不过， 受资本市场持续震荡、产

品费率下调，以及加大减费让利等因

素影响，六家银行手续费收入并非全

是正增长。 数据显示，2023年工商银

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1193.57亿

元，同比减少99.68亿元；交通银行手

续费及佣金净收入430.04亿元，同比

减少18.51亿元。

六大行2023成绩单出炉

净息差下滑 资产质量稳步提升

截至3月28日晚间，国

有六大银行2023年报披露

完毕。数据显示，2023年各

家银行归母净利润均实现

增长，但净息差出现不同程

度下滑。据记者梳理，2023

年度六家银行合计拟分红

金额超410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各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均

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资产质

量实现稳步提升。 展望后

续，各家银行表示，对宏观

经济回稳向好具有信心，将

加大重点领域信贷投放，综

合施策推动净息差变化在

合理区间内边际趋稳。

●本报记者 王方圆 吴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