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银行全面替代传统渠道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在已

经披露的五大行年报中， 电子渠

道对传统柜面渠道的替代效应已

有质的飞跃。 建行、 中行、 交行

通过电子渠道办理的业务量已全

面超过传统柜面交易量， 成为面

对客户的主渠道。

建行去年电子渠道交易量与物

理网点交易量之比达

142%

， 较

2009

年增加

67

个百分点。 在这一

发展势头下， 建行去年电子银行业

务 收 入

28.79

亿 元 ， 增 幅 达

52.41%

； 网上银行实现交易额

63.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77%

。

中行去年电子银行客户数量亦

大增

40.13%

， 突破

7500

万户。 与建

行类似， 中行电子银行业务笔数也

在

2010

年超过传统柜面渠道， 占到

总业务笔数的

53.97%

。 截至

2010

年

年末中行企业网银客户数突破

40

万

户， 同比增长

176.17%

， 企业网银交

易额则超

40

万亿元； 个人网银客户

数突破

2500

万户， 增长

100.44%

。

个人网银交易额突破

4

万亿元， 增

长

169.50%

。

截至去年末， 交行电子银行业

务分流率达

57.17%

， 较年初提高了

7.47

个百分点。 （罗克关）

五大行关注类贷款整体好转

证券时报记者 罗克关 唐曜华

2010

年银监会一度拟定时间表

要求银行 “解包还原、 分类处置”

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处置情况，

在已披露的五大行年报中并未集中

提及。 不过对比年报和中报数据，

整体来看， 部分银行曾经出现关注

类贷款跳增的情况已明显改善。

去年第三季度交通银行关注类

贷款与损失类贷款曾出现比较明显

的环比跳增， 但去年第四季度这一

现象有所缓和。 其中， 去年第四季

度交行关注类贷款减少了

85.21

亿

元， 损失类贷款略增

3.41

亿元。 不

过就全年而言， 交行关注类贷款的

余额与占比均增加。

建行年报显示， 该行除次级类

贷款余额增长

69

亿至约

287

亿之

外， 其余关注、 可疑和损失类贷款

余额均同比下降。

关注类贷款加快向下迁徙是导

致次级类贷款反弹的诱因。 在贷款

迁徙率指标上， 建行的关注类贷款

迁徙率达到

11.32%

， 较

2009

年的

5.14%

上涨

1

倍有余。 从建行按产品

类型划分的不良贷款分布状况来看，

该行对公中长期贷款不良贷款余额

较去年同期有所反弹， 增长

57

亿元

至

233.2

亿元。

中行年报披露的情况略有不

同。 中行按集团口径统计的关注

类贷款余额较上年有比较明显的

攀升 ， 增长

89.78

亿元， 达到

1480.45

亿元。 不过由于中行整体

贷款规模增长较快， 关注类贷款占

比反而较

2009

年下降了

0.21%

， 到

2.62%

。 中行按中国内地业务口径

统计的关注类贷款增幅更为明显，

增长约

136

亿元， 达到

1418.62

亿

元。 除此之外， 中行次级和可疑类

贷款余额均下降明显， 损失类贷款

则略有微增。

参照去年半年报数据可以看

出， 中行关注类贷款贷款的增长主要

集中在

2010

年上半年。 去年半年报

数据显示， 中行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关注类贷款余额为

1462.31

亿元，

与

2010

年年末数据基本接近。

农行、 工行的情况略好于前述三

家大行。 工行

2010

年末关注类贷款余

额以及各档次不良贷款余额均较去年年

初下降。 除次级类贷款迁徙率有所上升

外， 其他各类贷款迁徙率均下降。 农

行年报中披露的数据则显示该行各档

不良贷款情况均有显著下降。

平安

H

股融资优先支持深发展

任汇川称平安国内股东清单里没有周大福

证券时报记者 孙玉

昨日举行的中国平安 “

2010

年度业绩报告会” 上， 平安总经理

任汇川表示， 平安

H

股定向增发

正等待监管部门审批， 筹集资金将

优先考虑向深发展提供资本支持。

他还明确表示， 平安国内股东清单

里没有周大福。

会上， 中国平安首席执行官马

明哲表示， 这次

H

股融资后会大大

加强平安集团的资本实力， 同时融

资将增强平安盈利能力。 他表示，

“平安除了从资本市场融资以外，

自身也有很强的盈利能力， 公司现

已经进入到良性盈利能力周期， 这

次融资后， 平安应该能满足一段时

间内业务发展对资本的需求。”

而对于中国平安

H

股定向增发

价格折让的问题， 任汇川表示，

“定向增发进行的必要价格折让是合

理的。” 他表示， 增资计划是在全球

范围内按照公正且保护原有股东利

益的原则进行的。

对于中国平安的投资策略， 中

国平安首席投资执行官陈德贤表

示， “虽然股票市场现在还处在波

动区间内， 估值处于相对便宜的水

平， 对于保险资金这类长期投资者

而言

A

股未来还是有不少投资价值

的， 今年保险资金的投资机会仍然

较好。 预计未来海外市场上也会出

现有波动， 平安将在波动中把握好

资产配置。”

就保险资金投资保障房的热点

话题， 马明哲表示， 保险资金投资

考虑的不仅是回报更有负债和资产

匹配的问题。 “由于保障性住房和

经济适用房在土地价格、 政策方面

会得到政府支持， 虽然它的销售价

格相对商品房价格低很多， 从投资

风险角度来讲， 保障性住房是相对

安全的， 投资开发是有持续性的。”

他表示， 是国家多年来一直努力改

善的民生工程， 保险资金如果能参

与进来， 除了能对国家经济发展、

民生作出贡献， 同时使保险资金、

负债更加平衡， 这是多赢的方案。

此前有传言称， 郑裕彤曾辗转

“曲线” 进入中国平安， 并持有中国

平安

A

股将近

12%

股权， 成为 “隐

形” 第二大股东的问题， 任汇川明

确表示， “国内股东清单里并没有

周大福”。

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

交行去年净利润劲升三成

证券时报记者 刘晓晖

交行今日公布的

2010

年年报

显示， 该行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

去年实现净利润

390.42

亿元， 同

比增长

29.63%

； 实现每股收益

0.73

元。 交行表示， 今年将全面推

进业务转型， 进一步促进中间业务

与资金业务发展。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审计口径，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交行资产

总额达

3.95

万亿元， 比去年初增长

19.41%

。 净利差和净利息收益率分

别为

2.39%

和

2.46%

， 比上年分别提

高

17

个和

16

个基点。 减值贷款比

率为

1.12%

， 比去年初下降

0.24

个

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达到

185.84%

，

比年初提高

34.79

个百分点。

截至去年底， 交行客户存款余

额达

2.87

万亿元， 较去年初增长

20.90%

； 客户贷款余额达

2.24

万亿

元， 较去年初增长

21.62%

。 人民币

存、 贷款市场份额分别达到

5.93%

和

6.62%

， 分别较年初上升

18

个和

7

个基点。 截至去年底， 交行资本

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

12.36%

和

9.37%

， 较去年初分别提

高

0.36

个百分点和

1.22

个百分点。

在盈利模式转型方面， 交行收

入来源更趋多元化。 去年非利息收

入占比为

18.85%

， 同比提高

0.57

个

百分点。 其中， 中间业务发展质效进

一步提高， 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44.79

亿元， 同比增加

30.80

亿元，

增幅

27.02%

。 实现投行业务收入

32.44

亿元， 同比增长

37.87%

， 主承

销债券

55

只， 发行总金额继续保持

市场前列。 去年息差水平继续攀升，

利息净收入大幅增长， 实现利息净收

入

849.95

亿元， 同比增长

27.49%

。

在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交

行表示， 今年主动适应货币信贷动态调

控新要求， 保持信贷合理均衡增长； 加

快转变发展方式， 全面推进业务转型，

进一步促进中间业务与资金业务发展。

农行两年内

不会通过股市再融资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农业银行行长张云昨日出席

2010

年度业绩说明会时表示， 今明

两年农行不会有通过股市再融资的

计划。 农行董事会此前通过了发行

次级债的决议， 计划通过发行次级

债来补充一部分资本金。 目前， 农

行次级债在资本当中所占比例较低。

张云认为， 目前农行股价处于

低估状态， “这恰好说明农行未来

的投资价值， 而且我们对于

2011

年的经营业绩抱有乐观态度。”

他说， 政府正在进行宏观调

控， 经济周期也在发生变化， 不

过， 调整对于银行来说一件好事。

“就像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一样，

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制动装置， 银行

有的时候也需要适当调整速度， 在

经济的不同发展时期， 要采取的策

略是可持续发展。”

张云对今年农行经营业绩充满信

心。 他说， 虽然信贷规模可能有所减

少， 但利率上升状态有利于银行进行

定价管理。

对于正在进行的房地产调控， 张

云非常赞同。 不过他仍然看好中国房

地产市场未来的整体走势， 有利因素

包括中国城市化将会继续推进、 人口

结构保证了需求等等。

张云还表示， 去年国务院关于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文件出台后， 从根本

上化解了平台贷款的潜在风险。 首先

是规范了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

行为； 其次是及时提示出现的一些问

题， 银行已经采取了有效措施； 第三

是对新的平台贷款需求进行了规范；

另外， 银行所采取的措施已经大大缓

解了可能发生的风险， 并且已经计提

了充足的拨备来应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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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稳步推进

产品费率市场化进程

证券时报记者 徐涛

中国保监会日前下发 《

2011

年财产保险

监管工作要点》。 在同时下发的通知中， 保监

会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对各类风险进行有效防

范， 行业整体偿付能力要进一步改善， 非寿险

投资型产品得到较好的控制， 境外风险传导得

到较好防范。

保监会要求， 今年要继续做好境外金融风

险传递的防范工作。 严格执行再保关联交易相

关规定， 加强对再保关联交易审核， 建立完善

再保关联交易档案。 研究对美亚保险特别监管

政策进一步调整。 与此同时， 还要防范化解偿

付能力和资本金不足风险， 对问题公司通过限

制规模、 停批分支机构、 停业整顿甚至接管等

措施限时整改到位， 对中华联合、 都邦等偿付

能力长期严重不足的重点公司， 继续采取专项

定人跟踪等重点监管措施。

保监会同时明确， 继续抓好分类监管和非

现场监测工作， 认真关注

C

、

D

类公司内部管

控不严、 治理结构不完善、 资本金补充难度

大、 公司难以为继的风险， 继续关注并抓好业

务规模排位前几家公司的风险防范。 同时， 进

一步加强非寿险投资型业务的跟踪监测， 一方

面要做好数据监测， 提前预警和防范业务经营

风险， 另一方面要协调建立非寿险投资型产品

统计信息系统。

保监会还强调， 今年将继续加大力度规

范财产险市场秩序， 更好地维护投保人和被

保险人利益。 首先， 将重点治理虚列中介费、

进一步查处虚假理赔、 逐步解决严重虚假列

支营业费用和农险虚假承保等违法违规问题。

保监会将组织检查人保总公司， 并根据非现

场监测和保监局检查情况另行选择

2

家到

3

家保险总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其次， 保监会

将继续强化对总公司的监管， 加强对机构和

高管的监管。

保监会还明确， 今年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制

度建设， 建立健全规范财产险市场秩序和防范

风险的长效机制。 研究出台 《财产保险公司违

法经营行为处罚办法》； 积极探索下级公司违

法违规追究上级公司责任的办法。 同时， 稳步

推进产品费率市场化进程； 完善车险及交强险

制度， 进一步完善 《机动车辆理赔管理指引》，

推动相关部门修订 《交强险条例》。

移动互联网

已成创投新掘金地

证券时报记者 桂衍民

清科集团日前在海南三亚举办 “首届中国

互联网投资大会暨电子商务投融资高峰论坛”。

与会的互联网投资专家们一致认为， 在互联网

“泡沫化” 时代， 移动互联网将成为互联网领

域未来最赚钱的一块领地。

清科集团

CEO

兼总裁倪正东认为， 最近

10

年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有三波浪潮， 第一

波浪潮是

1999

年至

2000

年， 第二波浪潮是

2005

年至

2006

年，

2011

年开始的第三波互联

网浪潮受到众多投资机构极大关注。

分众传媒首席执行官兼董事局主席江南

春认为， 在现在的互联网模式中， 移动互联

网未来肯定能赚大钱。 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核

心是娱乐， 其中更大的就是

UC

（在线聊天）

功能， 而无线互联网智能手机不仅可以实现

这种功能， 还可以据此判断用户位置， 基于

用户的位置和目的性提供

UPS

（不间断电源）

的服务。

创新工场联合创始人汪华也表示， 移动

互联网的推出， 使得媒体产生了巨大变化，

成就了互联网最好的投资机会。 在创新工场

目前投的

10

多个项目中，

70%

集中在移动互

联网， 且重点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本地商务

领域和社交。

上海银监局表示

高新企业贷款不良率较低

上海银监局昨日表示，

2010

年上海

19

家

主要中资银行在高新技术产业的表内外授信总

量稳中有升， 且资产质量控制优良。 截至

2010

年末， 不良率为

0.098%

， 大大低于上海

银行业全口径不良率。

截至

2010

年末， 上海

19

家主要中资机

构对上海高新技术企业的表内外授信余额合

计为

1141

亿元， 较去年年初增加

74.6

亿， 增

幅为

7%

。

（赵缜言）

工银瑞信超级专户

44

亿吃进工行

10

亿股

证券时报记者 杜志鑫

工行今日公布的

2010

年年报显

示， 该行前十大股东名单上出现了一

个特别股东———“工银瑞信基金公

司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账户。 该账

户去年底持有工行股票市值超过

44

亿元。

年报数据显示， 工银瑞信管理的

该账户持有工行

10.53

亿股， 为工行

第四大股东， 以工行

2010

年

12

月

31

日收盘价

4.24

元计算， 该账户市

值超过

44

亿元。 据记者了解， 该账

户不是普通个人投资者， 可能是工

银瑞信管理的企业年金账户。

此外， 同样是工银瑞信管理的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特定客户资

产管理” 账户也是工行可转债第六

大持有人， 该账户持有工行可转债

3.9

亿元。

不过， 工银瑞信作为工行控股子公

司， 由其管理的账户买进控股股东的股

票是否存在瑕疵？ 对此， 一位基金公司

监察稽核人士表示， 基金公司管理的公

募账户不能买进控股股东的股票， 但基

金公司管理的专户属于私募性质， 法律

和法规并没有限制专户投资控股股东股

票， 只要基金公司和客户签订的合同没

有特别的规定和限制， 基金公司专户可

以买卖控股股东股票。

目前基金公司公布的基金年报显

示， 截至

2010

年年末， 基金对银行板

块的配置处于低配状态， 但在银行股

市盈率不到

10

倍， 股息率为

4%

、

5%

的时候， 工银瑞信管理的专户却在大

幅吃进工行， 这值得关注。

最赚钱上市公司工行去年日进

4.6

亿

不良贷款连续

11

年实现“双降”；该行预计今年信贷投放额为

8200

亿元至

8800

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可以用 “日进亿金” 来形容工

行去年的业绩。 工行今日发布的

2010

年年报显示， 按照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 该行去年实现税后利润

1660

亿元， 同比增长

28.3%

。 据此

计算， 工行平均每日净赚

4.56

亿元，

这无愧于最赚钱上市公司的称号。

数据显示， 去年底， 工行总资

产达到

13

万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1.6

万亿元， 增长

14.2%

； 每股盈利

及每股净资产分别达到了

0.48

元和

2.35

元， 较

2009

年末增加

0.1

元和

0.33

元。 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连续

11

年实现 “双降”。 平均资产回报

率及加权平均权益回报率则分别达

到

1.32%

和

22.79%

。

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在昨日举

行的业绩说明会上表示， 去年工

行信贷增长

16.9%

， 根据今年中国

经济形势、 国家实施的稳健货币

政策以及工行自身资本状况， 确

定今年信贷投放数量在

8200

亿元

至

8800

亿元之间， 增幅在

13.2%

至

14.2%

之间。

年报显示，

2010

年末工行不

良贷款余额较

2009

年末下降了

152

亿元， 不良贷款率为

1.08%

，

较

2009

年末下降

0.46

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连续

11

年实

现 “双降”。 拨备覆盖率则大幅上

升至

228.2%

， 较

2009

年末提升了

63.8

个百分点。

在市场普遍关注的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方面， 截至

2010

年末， 工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贷款不良率仅为

0.3%

。 房地产贷款

不良额和不良率也持续双降， 房地产

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分别

为

0.88%

和

0.4%

。

工行行长杨凯生昨日介绍说，

目前工行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

余额为

5151

亿元。 其中， 有

63%

的贷款所涉及项目的现金流可以全

部或者基本覆盖债务， 剩下的

2125

亿元的贷款需要地方政府或多或少

承担一定的还款义务， 占工行全部

贷款的比例为

3.13%

。

2125

亿元贷

款中， 有将近

600

亿元的贷款所涉

项目产生的现金流可以覆盖债务的

50%

。 工行对平台贷款的拨备提取远

远高于一般贷款， 现在为平台贷款

计提的专项拨备为

195

亿元， 全部

拨备覆盖接近

4%

。

相关新闻

Relative News

银行名称 净利润 同比增幅 不良贷款率 拨贷比

（

拨备与贷款总额的比率

）

每股收益

建设银行

１３５０．３１

亿元

２６．３９％ １．１４％ ２．５２％ ０．５６

元

中国银行

１０９６．９１

亿元

２８．５２％ １．１０％ ２．４５％

（

内地

）

０．３９

元

农业银行

９４９．０７

亿元

４６％ ２．０３％ ３．４０％ ０．３３

元

工商银行

１６６０．２５

亿元

２８．４０％ １．０８％ ２．４６％ ０．４８

元

交通银行

３９０．４２

亿元

２９．６３％ １．１２％ ２．１０％ ０．７３

元

五大行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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