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银行收入结构生变 遭遇增长困境还是觅得第二曲线

本报记者 薛瑾

对公贷款和个贷“价格战”盛行之下，银行资产收益率再次呈现下探势头，而负债端成本具有一定刚性，下降幅度低于生息资产收益下降水平，这让银行赖以生存的净利息收入和息差再次承压。 这种压力再次体现在上市银行2024年半年报的字里行间。

研究数据显示，42家A股上市银行上半年累计营收、拨备前利润均出现同比减少，且降幅较一季度均有所扩大。 在收入结构上，上半年净利息收入和中收延续承压，债牛行情下，其他非息收入增速较高。 从全行业看，非息收入规模较快增长，非息收入占比持续提升，成为增加营收韧性的挑大梁角色。

银行收入规模和结构之变，折射银行业陷入一定的“增长困境”，而被银行赋予“第二发展曲线”地位的非息业务增长能否持续？

存贷息差收窄压力持续

在盘活存量、淡化增量导向下，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有所放缓，上半年末时点，上市银行整体总资产、贷款总额虽然均保持7%以上的增长，但增速较一季度末均出现放缓。 以往不少银行靠以量补价来维持营收增长，这种逻辑对业绩的贡献度正在减弱。

“受市场利率下行、贷款重定价、信贷需求持续偏弱、存款定期化延续影响，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与净息差仍然承压。 ”银河证券分析师张一纬表示，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同比下降3.43%，净息差1.64%，较上年末继续下探。 生息资产收益率、付息负债成本率分别为3.78%、2.21%，贷款收益率、存款成本率分别为4.32%、2.08%。

业内人士认为，资产端收益下降，负债端成本短时间内难以降下去，负债成本率下降幅度远小于资产收益率下降幅度。 实体有效信贷需求不足，银行优质资产稀缺，贷款报价低，靠信贷“价格战”争揽客户，最直接的结果也是息差空间压缩。

虽然银行业息差有企稳迹象，但继续下探的压力并未解除。 “如果从当前总体经济形势、政策取向、利率变化看，应该说息差仍然面临收窄的压力。 在此情况下，怎样稳定息差，对每家银行都是很大的挑战。 ”中信银行行长刘成在该行业绩发布会上表示。 多位业内人士对息差的演进趋势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招商银行副行长彭家文日前也表示：“上半年息差降幅虽有所收窄，但压力仍大。 ”彭家文称，受LPR持续下调及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影响，新发放贷款定价同比下行，带动贷款平均收益率同比下行，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信用卡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增长乏力。 同时企业资金活化不足，企业结算资金等低成本对公活期存款增长受限，叠加居民定期储蓄倾向增强，活期存款占比下降，负债成本率有所上升。

对于银行业息差持续收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方意认为，一方面这一现象反映出我国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持续让利，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给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带来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

轻资本中收继续承压

在利息收入及息差承压背景下，不少银行寄希望于非息收入增长，能扛起稳营收、拓展多元收入及盈利增长点的大旗。

“面对净息差收窄的挑战，非息收入面临结构性机遇，银行普遍将发展非息业务作为关键策略。 在低利率环境下，作为银行收入的一个关键部分，非息收入提升显得尤为重要。 ”方意表示。

一般来说，非息收入主要由手续费和佣金收入以及其他非息收入构成。 手续费和佣金收入主要包括银行卡手续费、结算与清算手续费、代理服务手续费、信贷承诺及贷款业务佣金、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佣金等。 其他非息收入包括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投资收益、汇兑净收益等。

业内人士介绍，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又叫中间业务收入，是非息收入的“大头儿”，通俗来讲，主要就是覆盖银行收取的各种费用，包括消费者日常接触较多的财富管理、保险等业务以及结算及清算业务、投行咨询业务、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等。 因中间业务收入不占用银行自身资金，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一直是银行的“掌上明珠”，银行需要借此做大轻资本业务，提升收入，穿越周期，而“拓中收”相关字眼也频频见诸银行财报。

从半年报数据来看，银行的中收业务也面临较大挑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减费让利”。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合计实现手续费与佣金净收入约4000亿元，同比降幅超过10%。

以代销见长的招商银行今年上半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383.28亿元，同比下降18.61%。 拆解来看，招商银行解释称，代理保险收入同比下降57%，主要是保险降费效应延续；代理基金收入同比下降25%，主要是受基金降费和权益类基金保有规模及销量下降影响；银行卡手续费收入同比下降14.10%，主要是信用卡线下交易手续费下降。

建设银行首席财务官生柳荣谈及中收承压情况时表示：“这主要是代理类业务带来的影响，保险、基金、托管等这些中间业务收入有所下降。 这是去年下半年减费让利政策后续的影响，实际上整个银行业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 ”

兴业银行高管也在半年度业绩发布会表示：“在今年减费让利的大趋势下，各家上市股份行手续费净收入降幅都在10%-20%，我们的表现和同业基本相当。 今年上半年资本市场波动，理财老产品底层资产估值下降，影响了我行手续费收入的确认。 ”

其他非息收入呈现亮色

上市银行收入贡献生变，今年上半年，投资收益成为最亮眼的收入科目。 据统计，上市银行上半年累计其他非息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增速较一季度继续提升。 尤其是，在债牛行情下，多家上市银行在“债市淘金”中收益颇丰，助推投资收益增加。

中金公司研报称，清理手工补息后，息差降幅放缓，但资产增速放缓拖累净利息收入增速进一步下滑，净手续费收入受到银保渠道政策影响继续低迷，债券投资相关收益成为营收增长的主要贡献。 据中金公司测算，其他非息收入贡献营收增长3个百分点，主要由于债券牛市下的投资相关收益。 在营收承压环境下，银行有动力兑现部分债券浮盈支持营收。

数据显示，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合计实现投资收益2600亿元，同比大增28%，部分中小银行甚至实现一倍以上的增长。

例如，农业银行上半年其他非利息收入292.51亿元，同比增加46.45亿元。 其中，投资收益增加32.01亿元，主要是由于债权投资的投资收益增加。 汇兑收益增加29.25亿元，主要是由于汇率波动导致外汇相关业务产生汇兑收益。 浦发银行在半年报中阐述经营效益增长原因时，将主动把握投资交易机遇，积极增厚投资收益列为其中之一。 上海银行称，主要是把握市场利率波段，加快金融资产流转，投资收益增加。

华夏银行董事长李民吉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未来，我行将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业务发展，适时开展投资业务，保持均衡的投资节奏，不断加快渠道、产品建设，丰富业务品种，提高服务能力，拓展中间业务收入增长点，实现非息业务收入可持续发展。 ”

招商银行行长王良表示，面对当前的经营环境，该行将积极加强债券投资，包括金融债、利率债、信用债等，来弥补信贷投资不足带来的业务缺口。

“未来全行业应该会进一步朝着减少对传统利息收入依赖的方向发展，增强在低息差环境下的稳健经营能力。 ”业内人士表示，将在信贷途径之外，开拓投行、资管、结算、投资等非息业务，开辟多元利润中心，扩大非息业务延展性、覆盖面，加快从“信贷资金提供者”向“金融解决方案提供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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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足率引发“烦恼” 银行中期分红背后的平衡术

●本报记者 张佳琳

当前，上市银行“年中成绩单” 均已出炉。

众多银行在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了首次中期分红

具体方案，动辄数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大

手笔” 引发市场关注。

邮储银行尚未披露具体数额， 工商银行、农

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五大国有

行拟中期分红总额超1900亿元。此外，中信银行、

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南京银行、沪农商银行也分

别公布了数十亿元中期分红方案， 其中南京银

行、沪农商银行分红比例领先其他中小银行。

谈及首次实施中期分红缘由， 多家银行提

到综合考虑股东回报、 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可持

续发展等因素。 也有银行表示， 出于资本充足

率、 业务发展等方面的考虑， 暂不实施中期分

红。 对于银行而言，在净息差持续收窄、资本补

充能力承压背景下， 如何平衡好股东收益与自

身发展的跷跷板是摆在银行面前的重要课题。

国有大行拟中期分红超1900亿元

当前， 各家上市银行均已披露2024年中期

业绩报告，中期分红方案随之浮出水面。六大国

有行首次宣布实施中期分红， 除邮储银行尚未

公布具体分红方案外，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五家国有大行拟分

红金额合计超1900亿元，备受市场关注。

具体数额方面，工商银行拟分红金额最多，

高达511.09亿元。 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拟分红金

额也均超过400亿元， 分别为492.52亿元、

407.38亿元。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拟分红金额分

别为355.62亿元、135.16亿元。

在2024年中期业绩说明会上， 多位国有银

行高管对分红问题进行了回应。

工商银行行长刘珺表示：“今年我们计划

实施中期现金分红， 拟每10股派息1.434元，分

红比例为30%。（具体分红）方案将在履行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治理程序后正式实施。 以此计

算， 工商银行A股和H股股息率将分别超过5%

和7%，投资价值不断凸显。 ”

“下一步， 农业银行将持续关注广大股东

意愿，积极稳定分红比例，平衡好相关方利益，

保持股东的权益。 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期分红

工作，并将在春节前完成派息，尽早惠及广大股

东。 我们董事会已经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中

期利润分配方案》， 建议派发2024年中期普通

股现金股息407.38亿元， 即每10股派发1.164

元。 ” 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表示。

建设银行首席财务官生柳荣表示，8月末，该

行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决议，按照30%比例实施中

期分红。 经过公司治理程序， 建设银行计划在

2025年元旦后、春节前实施中期分红。 建设银行

2024年半年报显示， 该行董事会建议向全体股

东派发2024年度中期现金股息，每股0.197元。

部分银行积极跟进

除了国有大型银行， 其他上市银行也展现

出积极的中期分红意愿。 股份行中，中信银行、

平安银行、华夏银行等表示拟实施中期分红。中

信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拟分红金额分别约

为98.73亿元、47.74亿元、15.91亿元。

此外， 招商银行行长王良在该行中期业绩

说明会上表示，该行将根据资本充足率、业务发

展要求，以及投资者意见，充分论证和研究中期

分红方案。 “会评估中期分红方案操作流程是

否复杂，如果比较简便顺利，我们会积极推进，

同时也会参考其他银行中期分红成效， 做出我

们的方案。 ”

城商行及农商行中，上海银行、南京银行、

沪农商银行等表示拟实施中期分红。其中，南京

银行、沪农商银行分红比例领先其他中小银行。

南京银行披露的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为 “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

利约为3.587元，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约37.10亿

元，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32%。 ”

沪农商银行披露的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39元，共计分配现

金股利人民币23.05亿元。 2024年中期分红比例

为33.07%。 ”记者注意到，该行2022年、2023年

分红比例均维持在30%左右。

沪农商银行表示， 该行坚持将资本内生积

累作为主要资本补充方式， 保持盈利水平健康

平稳、拨备水平充足合理、分红政策合理稳定，

同时根据需要适时运用多元化的资本补充工

具，提升资本实力。

平衡自身可持续发展

在净息差持续收窄、 资本补充能力承压背

景下， 银行如何平衡好股东收益与自身发展的

跷跷板极为重要。在加力服务实体经济背景下，

银行业面临净息差收窄难题， 净利润增速普遍

有所下滑， 而净利润增速下降会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通过留存收益进行资本补充的可持续性。

此外，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部分银行不良贷

款率上行，引发资本充足率下降，核销规模和风

险拨备计提增加， 削弱了内源性渠道的补充作

用，加剧银行资本金不足。而银行资产规模的扩

张需要以足够的资本作为基础， 在提升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质效水平的同时， 银行也需要夯实

风险缓冲垫。

对于沪农商银行等资本情况较好的银行而

言，提高分红比例，无疑是回馈投资者最直接方

式，也有利于该行市值提升。 不过，强行提高分

红比例会影响内源性资本增长， 若二者间无法

平衡，则可能会给银行长远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在湖南省联社一级高级经理彭树军看来，

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理想模型， 应当以内源为

主、外源为辅。商业银行实现内源性资本补充的

关键在于保持利润稳定增长， 这也是当前银行

必须重视和练好的内功。

业内人士认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银

行应合理安排现金分红；提高资产质量，有效减

少过多计提准备金额、挤压利润空间。对于年度

质量指标和效益指标表现较差的机构， 可依法

依规不进行现金分红，以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增

强内生发展动力。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认

为，中小银行需加快完善公司治理，提升内部管

理水平，充分发挥地缘优势，深耕主责主业，提

升经营水平， 更好满足区域市场多元化金融服

务需求，促进资产负债良性循环。

国有六大行

拟首次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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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银行收入结构生变

遭遇增长困境还是觅得第二曲线

对公贷款和个贷“价格战” 盛行之下，银行资产

收益率再次呈现下探势头， 而负债端成本具有一定

刚性，下降幅度低于生息资产收益下降水平，这让银

行赖以生存的净利息收入和息差再次承压。 这种压

力再次体现在上市银行2024年半年报的字里行间。

研究数据显示，42家A股上市银行上半年累计

营收、拨备前利润均出现同比减少，且降幅较一季度

均有所扩大。在收入结构上，上半年净利息收入和中

收延续承压，债牛行情下，其他非息收入增速较高。

从全行业看，非息收入规模较快增长，非息收入占比

持续提升，成为增加营收韧性的挑大梁角色。

银行收入规模和结构之变，折射银行业陷入一

定的“增长困境” ，而被银行赋予“第二发展曲线”

地位的非息业务增长能否持续？

● 本报记者 薛瑾

存贷息差收窄压力持续

在盘活存量、淡化增量导向下，今年上半年，上市银

行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有所放缓，上半年末时点，上市银

行整体总资产、 贷款总额虽然均保持7%以上的增长，但

增速较一季度末均出现放缓。 以往不少银行靠以量补价

来维持营收增长，这种逻辑对业绩的贡献度正在减弱。

“受市场利率下行、 贷款重定价、 信贷需求持续偏

弱、存款定期化延续影响，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与净息差

仍然承压。 ” 银河证券分析师张一纬表示，今年上半年，

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同比下降3.43%， 净息差1.64%，较

上年末继续下探。生息资产收益率、付息负债成本率分别

为3.78%、2.21%，贷款收益率、存款成本率分别为4.32%、

2.08%。

业内人士认为，资产端收益下降，负债端成本短时间

内难以降下去， 负债成本率下降幅度远小于资产收益率

下降幅度。 实体有效信贷需求不足，银行优质资产稀缺，

贷款报价低，靠信贷“价格战” 争揽客户，最直接的结果

也是息差空间压缩。

虽然银行业息差有企稳迹象， 但继续下探的压力并

未解除。 “如果从当前总体经济形势、政策取向、利率变

化看，应该说息差仍然面临收窄的压力。 在此情况下，怎

样稳定息差，对每家银行都是很大的挑战。 ” 中信银行行

长刘成在该行业绩发布会上表示。 多位业内人士对息差

的演进趋势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招商银行副行长彭家文日前也表示：“上半年息差

降幅虽有所收窄，但压力仍大。 ” 彭家文称，受LPR持续

下调及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影响， 新发放贷款定价同比下

行，带动贷款平均收益率同比下行，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信

用卡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增长乏力。 同时企业资金活化

不足，企业结算资金等低成本对公活期存款增长受限，叠

加居民定期储蓄倾向增强，活期存款占比下降，负债成本

率有所上升。

对于银行业息差持续收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

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方意认为， 一方面这一现象反映出我

国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持续让利， 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给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带来前所

未有的经营压力。

轻资本中收继续承压

在利息收入及息差承压背景下，不少

银行寄希望于非息收入增长，能扛起稳营

收、拓展多元收入及盈利增长点的大旗。

“面对净息差收窄的挑战， 非息收入

面临结构性机遇，银行普遍将发展非息业

务作为关键策略。 在低利率环境下，作为

银行收入的一个关键部分，非息收入提升

显得尤为重要。 ” 方意表示。

一般来说，非息收入主要由手续费和

佣金收入以及其他非息收入构成。 手续费

和佣金收入主要包括银行卡手续费、结算

与清算手续费、代理服务手续费、信贷承

诺及贷款业务佣金、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

佣金等。 其他非息收入包括公允价值变动

净收益、投资收益、汇兑净收益等。

业内人士介绍，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又叫中间业务收入，是非息收入的“大头

儿” ，通俗来讲，主要就是覆盖银行收取的

各种费用，包括消费者日常接触较多的财

富管理、 保险等业务以及结算及清算业

务、投行咨询业务、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

等。 因中间业务收入不占用银行自身资

金，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一直是银行的

“掌上明珠” ， 银行需要借此做大轻资本

业务，提升收入，穿越周期，而“拓中收”

相关字眼也频频见诸银行财报。

从半年报数据来看，银行的中收业务

也面临较大挑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减费让利” 。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上市银

行合计实现手续费与佣金净收入约4000

亿元，同比降幅超过10%。

以代销见长的招商银行今年上半年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383.28亿元， 同比下

降18.61%。 拆解来看，招商银行解释称，代

理保险收入同比下降57%， 主要是保险降

费效应延续；代理基金收入同比下降25%，

主要是受基金降费和权益类基金保有规

模及销量下降影响；银行卡手续费收入同

比下降14.10%，主要是信用卡线下交易手

续费下降。

建设银行首席财务官生柳荣谈及中

收承压情况时表示：“这主要是代理类业

务带来的影响，保险、基金、托管等这些中

间业务收入有所下降。 这是去年下半年减

费让利政策后续的影响，实际上整个银行

业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 ”

兴业银行高管也在半年度业绩发布会

表示：“在今年减费让利的大趋势下，各家上

市股份行手续费净收入降幅都在10%-

20%，我们的表现和同业基本相当。 今年上

半年资本市场波动，理财老产品底层资产估

值下降，影响了我行手续费收入的确认。 ”

其他非息收入呈现亮色

上市银行收入贡献生变，今年上半年，

投资收益成为最亮眼的收入科目。据统计，

上市银行上半年累计其他非息收入同比增

长20%以上，增速较一季度继续提升。尤其

是，在债牛行情下，多家上市银行在“债市

淘金” 中收益颇丰，助推投资收益增加。

中金公司研报称，清理手工补息后，息

差降幅放缓， 但资产增速放缓拖累净利息

收入增速进一步下滑， 净手续费收入受到

银保渠道政策影响继续低迷， 债券投资相

关收益成为营收增长的主要贡献。 据中金

公司测算， 其他非息收入贡献营收增长3

个百分点， 主要由于债券牛市下的投资相

关收益。在营收承压环境下，银行有动力兑

现部分债券浮盈支持营收。

数据显示， 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

合计实现投资收益2600亿元， 同比大增

28%， 部分中小银行甚至实现一倍以上的

增长。

例如， 农业银行上半年其他非利息收

入292.51亿元，同比增加46.45亿元。 其中，

投资收益增加32.01亿元，主要是由于债权

投资的投资收益增加。汇兑收益增加29.25

亿元， 主要是由于汇率波动导致外汇相关

业务产生汇兑收益。 浦发银行在半年报中

阐述经营效益增长原因时， 将主动把握投

资交易机遇， 积极增厚投资收益列为其中

之一。上海银行称，主要是把握市场利率波

段，加快金融资产流转，投资收益增加。

华夏银行董事长李民吉在业绩发布

会上表示：“未来，我行将根据市场情况和

自身业务发展，适时开展投资业务，保持

均衡的投资节奏，不断加快渠道、产品建

设，丰富业务品种，提高服务能力，拓展中

间业务收入增长点，实现非息业务收入可

持续发展。 ”

招商银行行长王良表示， 面对当前的

经营环境，该行将积极加强债券投资，包括

金融债、利率债、信用债等，来弥补信贷投

资不足带来的业务缺口。

“未来全行业应该会进一步朝着减少

对传统利息收入依赖的方向发展， 增强在

低息差环境下的稳健经营能力。 ” 业内人

士表示，将在信贷途径之外，开拓投行、资

管、结算、投资等非息业务，开辟多元利润

中心，扩大非息业务延展性、覆盖面，加快

从“信贷资金提供者” 向“金融解决方案

提供者”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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