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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黄钰霖

“我早上也看到了资本市场有

一些反馈。我想跟大家讲，我们经

营基本面是稳定的。”3月28日上午，

光大银行召开业绩发布会。会上，

光大银行行长王志恒对于股价下跌

做出回应。

当日早盘，光大银行A股股价一

度跌超9%，H股股价一度跌超13%。

前一日晚间，光大银行发布的

2023年年度报告显示，该行去年实

现营业收入 1456.85亿元，同比下降

3.92%；实现归母净利润 407.92 亿

元，同比下降8.96%。

将努力提升分红比例

增强存量风险处置，加大拨备

计提力度，保障长期盈利能力，是光

大银行管理层在发布会上反复强调

的经营重心。

关于营收下滑，光大银行管理

层回应，“过去一年受贷款收益下降

和投资收益下降的影响，以及减费

让利政策、资本市场低迷等因素，整

体的利息收入和手续费收入有所下

降。”该行管理层表示，2023年度营

收相比上年微降了3.92%，降幅整体

符合同业的趋势。

对于净利润下滑，光大银行年

报中已回应，是由于拨备计提的增

加。“在营收下跌的情况下，我们加

大了拨备计提力度。”王志恒说，此

举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夯实该行资产

质量基础，同时严格执行风险分类

新规。

“这些措施对短期的盈利能力

确实产生一定影响，但对长期盈利

能力是根本保障。”王志恒说。

对于业绩发布后股价的波动，

该行在会上给出强心剂，王志恒强

调，未来该行会持续努力提升分红

比例。年报显示，2023年该行拟每

10 股派发普通股股息 1.73 元（税

前），现金股息总额合计 102.22 亿

元，现金分红比例为25.06%，同比基

本持平。

“光大银行高度重视股东的利

益，随着宏观经济的向好和银行经

营向好，我也希望通过可持续发展

和高质量发展，未来能够进一步提

升分红的比例，更好地回报股东。”

王志恒说。

打造新优势

光大银行年报显示，截至去年

末，该行资产总额达 67728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4723亿元，增幅7.5%。

在光大银行 2023 年的成绩单

中，“做好五篇大文章”是一大主

线。折射在数据上，是该行“五篇大

文章”的重点领域贷款增幅明显高

于一般贷款增幅。

截至去年末，光大银行科技型

企业贷款较上年末增长50.6%至898
亿元；“专精特新”企业贷款较上年

末增长 44.2%至 243 亿元。绿色贷

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涉农贷款

分别较上年增幅达 57.4%、24.2%、

8.6%。

“通过‘五篇大文章’为引擎，在

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塑造新的优势，

贡献光大力量。”光大银行副行长曲

亮表示，2024年光大银行力争普惠

金融贷款新增 1200亿元，增幅超过

30%；新增普惠生态链不低于 30条；

涉农贷款增长超过260亿元。

资产质量总体平稳

2023年光大银行业绩发布会的

主题是“笃行稳进 征程在途”。

“资产质量总体保持平稳，是我

行‘笃行’的基础，‘稳进’的信心。”

光大银行副行长杨兵兵说。

年报显示，截至去年末，该行不

良贷款余额 474.76 亿元，较上年末

增 加 28.02 亿 元 ；不 良 贷 款 率 为

1.25%，较上年末持平；拨备覆盖率

181.27%，比上年末下降 6.66个百分

点，资产质量总体平稳。

杨兵兵介绍，光大银行去年重点

提升了四大风险管理能力，包括行业

研究能力、资产组合管理能力、风险

预警能力、特殊资产的经营能力。

其中，光大银行对特殊资产的

集约化、专业化、平台化转型管理已

初见成效。该行去年通过清收收回

现金 303.6亿元，其中表外清收现金

108.5亿元，同比增长27%，直接对营

收产生贡献。

光大银行高管直面市场关切
股价回调后及时发声

证券时报记者 马传茂

3月28日晚间，兴业银行发布的

2023年年报显示，去年该行实现营业收

入2108.3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771.2
亿元，分别同比下滑5.2%、15.6%。

截至去年末，兴业银行资产规

模首次突破10万亿大关，达10.16万

亿元，较去年初增长 9.6%，存款、贷

款双双超过5万亿元。

数据显示，兴业银行客群基础

得到显著夯实，其中，企业金融客户

数突破140万户，零售金融客户数突

破1亿户，分别较去年初增长13.3%、

10.4%；同业合作客户超3300家。

兴业银行董事长吕家进在年报致

辞中提到，2024年该行将发展零售业

务作为当务之急，将控制负债成本作

为重中之重，加快推进经济与金融、批

发与零售、资产与负债三大再平衡。

兴业银行资产规模突破10万亿
零售金融客户数超1亿户

证券时报记者 刘敬元

“股票市场自春节以来出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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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年股票市场表现将显著好

于过去两年。”中国人寿副总裁、首席

投资官刘晖3月28日称。

刘晖是在中国人寿 2023 年度业

绩发布会上作出上述研判的。截至

2023年年末，中国人寿总资产为 5.89
万亿元，投资资产达5.67万亿元。

发挥权益投资
“关键少数”作用

刘晖认为，今年以来，随着稳增长

政策的持续发力，经济回升向好的态

势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在经济发展目

标明确、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背景

下，预计今年的投资环境较去年将有

明显改善。其中，固收市场预计今年

的利率水平将维持低位，股票市场预

计今年表现将显著好于过去两年。

截至2023年年末，中国人寿持有股

票金额 4302 亿元，占投资资产比例

7.58%；持有基金2068亿元，占比3.65%。

谈及投资策略，刘晖表示，首先会

稳定固收核心基本盘。近年来，中国

人寿配置了2万亿期限在10年期以上

的优质长期资产，资负久期缺口在行

业中处于较好水平。在继续加大长久

期资产配置力度的同时，会重点关注

银行资本债、存款等收益率方面有优

势的品种，重视交易投资机会、增厚投

资收益。

同时，会长线布局，发挥权益投资

“关键少数”作用。刘晖表示，中国人寿

会发挥好保险资金长期资金的长线布

局，重视高质量高股息股票的配置，会

在多年布局的基础上，适度进行增配。

“我们会关注前瞻、把握好配置时机，注

重投资的安全边际，同时我们会提升权

益配置能力，继续把握在新质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方面带来的机遇。”

有信心实现相对稳定的
长期投资收益

从投资收益来看，保险资金过去

几年难以避免地出现波动。2023年，

中国人寿净投资收益率为 3.77%，同

比下降 23 个基点；总投资收益率为

2.68%，同比下降 1.26个百分点；综合

投资收益率为 3.23%，同比提升 1.31
个百分点。

刘晖表示，有信心实现相对稳定

的长期投资收益。“中国人寿目前的资

产配置稳健，优质资产储备丰厚，我们

具备了抵御不利因素带来的短期波动

影响的能力。”

保险公司的地产配置也受到关

注。刘晖介绍，中国人寿对远洋集团

的投资敞口非常小，去年已经开展完

减值工作，不会对公司未来产生任何

不利的新增影响。“公司在不动产方面

的投资策略将始终保持审慎稳健的投

资风格去推进，我们将从严把控投资

项目的信用风险和资产质量，目前公

司在不动产投资方面的敞口比较小。”

她介绍，国寿投资的地产实物资

产主要是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区

域的核心资产，目前资产质量优质，租

金收益稳健。同时，还有一部分是不

动产相关的股票债券，以及非标产品

上，这类敞口占比不到 1%，目前保持

了稳健收益。

2023年，中国人寿实现归母净利

润 211.10 亿元，同比下滑 34.2%。拟

派发 2023年现金股利每股 0.43元（含

税），总计约 121.54亿元，占归母净利

润比例约为58%。

对未来有信心有底气

2023 年中国人寿实现保费收入

6413.80 亿元，同比增长 4.3%。截至

2023年年末，总销售人力约为69.4万人。

发布会上，中国人寿被问及人口

老龄化、出生率下降趋势下，如何看保

险业前景以及自身长期发展。

中国人寿董事长白涛表示，作为

寿险“头雁”，中国人寿几十年来形成

相对稳定的经营理念、价值追求、企

业文化等，业务保持稳定增长势头，

风险管控方面体现出稳健态势。“我

们也关注到这些年市场份额有所下

降，去年是 18%左右，但在寿险‘老七

家’中占比仍保持稳定。”白涛说，与此

同时，公司的内含价值和新业务价值

是提升的。

“未来一个时期，我对中国人寿的

发展充满信心，也是有底气的。”白涛

说，国寿还是要聚焦价值创造，聚焦开

拓创新，聚焦风险防控，在整个中国经

济持续大发展的环境下，有信心保持

中国人寿的高质量发展。下一步，中

国人寿将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等的

要求，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加大数字化

转型，“我对中国人寿在市场份额方面

的提升是有信心的”。

中国人寿：乐观看待今年股市 强化长线投资

证券时报记者 许盈

3月28日晚间，华泰证券、中国银

河、海通证券、国泰君安等上市券商披

露了2023年年报。

截至当日晚上 8时，累计有 14家

上市券商披露了 2023年年报。整体

来看，2023年净利润呈正增长的占比

约六成，自营业务成为支撑券商业绩

增长的第一大支柱，而经纪、资管、投

行、信用等业务则整体呈现下滑态势。

多家大型券商年报出炉

3月 28日晚间，华泰证券等大型

券商披露了年报。

华泰证券 2023年营收、净利同比

实现双增，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65.78
亿元，同比增长14.19%；净利润127.51
亿元，同比增长15.35%。

从营收结构来看，财富管理业务

仍牢牢位居华泰证券第一大支柱，营

收占比近 43%，去年实现营收 157.21
亿元，同比增长 0.59%。国际业务是

第二大业务板块，营收占比约 21.7%，

去 年 收 入 为 79.2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49%，主要是AssetMark及华泰金控

（香港）业务收入提升所致。

此外，华泰证券去年机构服务业

务收入 67.89亿元，同比增长 38.79%，

主要是投资交易业务收入提升所致；

投资管理业务收入28.86亿元，同比增

长 242.72%，主要是私募股权基金及

另类投资项目估值回升所致。

中国银河 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336.44亿元，同比增长 0.01%；净利润

为78.79亿元，同比增长1.43%。

分业务来看，中国银河的投资交

易业务、国际业务去年实现正增长，而

财富管理、投行、机构等业务均同比下

滑。其中，财富管理业务去年实现营

收 91.29 亿元（营收占比 27.13%），同

比下滑 6.71%；投资交易业务营业收

入 58.26 亿元（营收占比 17.32%），同

比增长 138.9%；国际业务营收 20.06
亿元（营收占比 5.96%），同比增长

11.28%。

国泰君安 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361.41亿元，同比增长 1.89%；净利润

93.74亿元，同比下滑18.55%。分业务

来看，国泰君安资管业务、投资管理、国

际业务营收均实现正增长。其中，资管

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同比增加 24.48亿

元，增幅 148.52%，主要是由于华安基

金作为子公司全年纳入合并范围，2022
年同期仅合并其2个月的收入。

海通证券去年业绩则大幅下滑。

2023 年 ，海 通 证 券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29.53亿元，同比下降11.54%；净利润

10.08亿元，同比下降84.59%。

分业务来看，海通证券交易及机

构业务营业收入为-29.24亿元，主要

是资本市场波动影响。此外，财富管

理、投行、资产管理业务营收均同比下

滑 12%～15%；而融资租赁业务则保

持小幅正增长，实现营收 51.22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海通证券年报显示，

2023年公司新开客户数量 110万户，

新开客户资产 2592 亿元，同比增长

30.91%。

约六成券商业绩正增长

从已公布的 14 家上市券商年报

来看，营收、净利实现同比正增长的占

比约六成。

从营收来看，中信证券以 600.68
亿 元 营 收 稳 居 第 一 ，同 比 下 滑

7.74%。华泰证券、国泰君安分别以

365.78 亿元、361.41 亿元的营收暂居

后两位，中国银河以 336.44亿元营收

暂居第四。广发证券、海通证券营收

超 200亿元，东方证券、光大证券营收

超100亿元。

净利润方面，中信证券以 197.21
亿元的净利润遥遥领先；暂居第二的

是华泰证券，实现净利润 127.51 亿

元。暂居第三至第五的是国泰君安

（93.74亿元）、中国银河（78.79亿元）、

广发证券（69.78亿元）。

在大型券商中，华泰证券营收、净

利增速较高。分业务来看，华泰证券

去年财富管理、机构服务、投资管理、

国际业务等主营业务均实现正增长。

年报还显示，2023年华泰证券服务客

户规模超 2100 万户，客户账户资产

4.94万亿元。华泰国际总资产规模也

突破2000亿港元。

中型券商中，净利润增幅较大的

是光大证券，2023年实现净利润42.71
亿元，不过公司扣非后的净利润仅为

18.73亿元。光大证券年报显示，因全

资子公司光大资本签署执行和解协议

等事项，形成非经常性损益 21.3 亿

元。去年 9月，光大资本以 26.4亿元

与招商银行、华瑞银行和解，而光大证

券前期已就MPS相关诉讼事项计提了

相应的预计负债及资产减值准备，因

此得以回血。

自营业务支撑业绩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从已公布

年报的上市券商整体业绩来看，2023
年经纪、投行、资管、信用业务均相比

2022年有所下滑，而自营业务成为支

撑券商业绩的强力支柱。

上述 14家券商中，仅海通证券、

国元证券 2家券商自营业务净收入下

滑，其余 12 家券商均实现较大幅增

长。具体来看，中信证券、华泰证券、

国泰君安暂居前三，自营业务净收入

分别为218.46亿元、116.70亿元、91.25
亿元。国海证券自营业务净收入增幅

最大，同比增长219%；广发证券、光大

证券同比增幅也超100%。

投行业务净收入方面，中信证券

以 62.93亿元的营收排名第一。国泰

君安、海通证券、华泰证券等券商居于

第二梯队，营收均超30亿元。

经纪业务净收入方面，排名暂居

第一、第二的是中信证券（102.23 亿

元）、国泰君安（67.9 亿元）。华泰证

券、广发证券、中国银河该业务营收介

于55亿元～60亿元。

资管业务净收入方面，中信证券

以 98.49 亿元排名第一，广发证券以

77.28亿元暂居第二。其后是华泰证

券、国泰君安，均超40亿元。

华创证券金融业徐康团队此前分

析，2023年券商自营业务将支撑营收

小幅增长。此外，受 2023年市场交投

情绪有所回暖，两融余额攀升，经纪业

务方面四季度市场佣金率延续小幅下

滑趋势影响，预计 43家上市券商经纪

业务收入同比下滑约 10%，信用业务

收入同比下滑约 20%。此外，2023年

股权承销规模承压，债承规模环比较

为稳定，预计整体投行业务收入同比

下降约21%。整体资管业务收入预计

同比下降1.6%。

上市券商年报陆续出炉
近六成净利正增长 自营为营收主力

今年全国两会，“新质生产力”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更是列在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的首位。

如何培育、打造“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蕴

含哪些新动能？近日，笔者走进国内重要的药品生

产和出口基地——辽宁方大集团东北制药，感受新

质生产力在这家制药企业的强劲脉动。

以“研”提“质”布局新赛道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核心就是创新。

翻开东北制药早期研发创新历史，其研发生产

的氯霉素、维生素A、化学全合成盐酸小檗碱、益智

类化学合成新药吡拉西坦、卡孕栓、磷霉素钠等 17
种产品均为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

2018年东北制药通过混改加入辽宁方大集团

后，体制机制更灵活，管理、创效模式更贴合市场竞

争需求。为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长足、优

质发展，东北制药强化以“研”提“质”，厚植企业发

展动力。

近日，走进东北制药研究院大楼，实验室里，一

项目研发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小试研究。在

这里，激荡着企业研发创新的澎湃力量。

东北制药坚持仿制药、创新药“双创新”驱动，

依托“原料+制剂”一体化优势，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优化研发团队结构，提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近三

年，企业研发大跨步提速，先后有 16个新产品获

批，其中 9个制剂新产品已从“实验室”走向“生产

线”实现上市销售。东北制药加速将研发创新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持

续注入充沛动能。

“作为厚植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今年创新药也是首次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东北制药副总经理、首席科学家冯晓

介绍，为把握发展机遇，东北制药紧跟全球医药科

技发展趋势，积极布局生物创新药赛道，进行原创

性抗体研发，开发抗体、抗体偶联药物和CAR-T免

疫细胞治疗技术，并依托上海研发资源优势，在上

海成立东北制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高起点、

国际化、现代化的生物医药创新孵化平台，推动企

业跃迁升级。

冯晓介绍，目前东北制药在研新产品研发项目

30余项，聚焦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及代谢、

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等疾病领域，深入进行产品

管线的布局和优化，同时补充有临床需求产品的立

项研发，加速新药研发进程，推动更多新药快速上

市，为企业发展贡献新的增产点。

由“智”提“质”打造加速器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深度

开发和广泛应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并

首提“人工智能+”。

走进东北制药智能化生产指挥中心，大屏幕上

不断变化的数字时刻记录并传输着该公司原料药

生产基地各分厂的生产数据。利用这个系统，东北

制药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医药智造产业园整体建设，

在行业内率先实现对设备工况、物料状态、计划执

行的实时跟踪，以及车间流程的可视化管理。

东北制药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将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应用于生产

过程中，实现对生产流程的数字化管理和智能化控

制。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还确

保了产品质量的持续稳定，进一步提升了公司产品

市场竞争力。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战略规划,我们充分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挖掘分析数据价值,构建‘人

工智能+’等一系列符合公司特点的自动化应用场

景。”东北制药信息管理中心主任吴忠源介绍，数字

赋能不仅体现在生产环节，还贯穿于公司的供应链

管理、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决策等各个环节。

眼下，东北制药信息化、数字化正变身为企业新

质生产力的“加速器”，赋能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研发创新和数字赋能的双轮驱动，东北制

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了业绩的稳

步增长。”东北制药副总经理刘琰表示，“未来，我们

将继续在研发创新、数字赋能等方面发力，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为传统制药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CIS）

东北制药：研发创新与数字赋能双轮驱动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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