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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总额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百分比

％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企业贷款

８７０

，

５１５ ６０．８１ ７０１

，

３９６ ５９．１５

票据贴现

６４

，

９４８ ４．５４ １０２

，

５４９ ８．６５

零售贷款

４９５

，

９８８ ３４．６５ ３８１

，

８７７ ３２．２０

贷款和垫款总额

１

，

４３１

，

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１

，

１８５

，

８２２ １００．００

企业贷款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企业贷款总额为

８

，

７０５．１５

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２４．１１％

， 占贷款和垫款

总额的

６０．８１％

， 比上年末增加

１．６６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年， 本集团在统筹考虑监管要求、 资本充足、 风险程度、

贷款定价的基础上， 合理把握贷款投放节奏， 实现了企业贷款结构与风险收益的同步优化。

票据贴现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票据贴现为

６４９．４８

亿元， 比上年末下降

３６．６７％

。 长期以来由于票据贴现损失

率较低， 消耗资本较少， 本集团一直致力于发展该业务。 面对

２０１０

年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 本集团票

据业务积极配合贷款投放和规模调控， 主动调减票据贴现规模， 通过政策推动、 集约运作、 双向做市等多种

手段， 做大业务量并加速周转， 在规模下降、 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取得了较好成绩。

零售贷款

本集团近年积极发展零售贷款业务， 零售贷款在贷款和垫款组合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零售贷款为

４

，

９５９．８８

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２９．８８％

， 占贷款和垫款总额的

３４．６５％

， 比上年末提高

２．４５

个百分点， 主要是得益于零售贷款的多元化发展。

下表列出截至所示日期， 本集团按产品类型划分的零售贷款。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总额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百分比

％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个人住房贷款

２９８

，

９９７ ６０．２８ ２７３

，

６５９ ７１．６６

信用卡应收账款

５４

，

９１６ １１．０７ ４０

，

３１４ １０．５６

经营性个人贷款

６４

，

６０９ １３．０３ ２７

，

１５４ ７．１１

其他个人贷款 （注）

７７

，

４６６ １５．６２ ４０

，

７５０ １０．６７

零售贷款总额

４９５

，

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１

，

８７７ １００．００

注： 其他主要包括以货币资产质押的零售贷款、 汽车贷款、 住房装修贷款、 教育贷款和综合消费贷款。

５．３．１．２

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

外币债券投资情况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持有外币债券投资余额为

５９．３５

亿美元。 其中， 本公司所持有的外币债

券投资余额为

２９．６４

亿美元， 永隆银行及其附属公司 （以下简称 “永隆集团”） 所持有的外币债券投资余额为

２９．７１

亿美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末， 本公司持有的外币债券投资按发行主体划分为： 中国政府及中资公司所发外币债

券占比

３４．６％

； 境外政府、 机构债占比

２８．３％

； 境外银行债券占比

３１．３％

； 境外公司债券占比

５．８％

。 本公司

已对持有的外币债券投资计提减值

０．９５

亿美元， 外币债券投资估值浮盈

０．３４

亿美元。

永隆集团债券投资情况详见 “永隆集团业务” 一节。

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

本集团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包括以人民币和外币计价的上市和非上市证券， 包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应收投资款项。

下表按会计分类列出本集团投资组合构成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金额 占总额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百分比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２

，

０７９ ３．０６ １１

，

０８０ ２．９３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３

，

１５０ ０．８０ ４

，

７７６ １．２７

衍生金融资产

１

，

７３８ ０．４４ ９９９ ０．２６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７１

，

６８３ ６８．８５ ２４４

，

２２９ ６４．６９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９７

，

６１４ ２４．７４ ８０

，

２０１ ２１．２４

应收投资款项

７

，

２２５ １．８３ ３５

，

１００ ９．３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１３０ ０．２８ １

，

１５３ ０．３１

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总额

３９４

，

６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７

，

５３８ １００．０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下表列出本集团交易性金融资产组合构成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百万元）

中国政府债券

１

，

２２５ ５０４

中国人民银行债券

５４ １

，

３１９

政策性银行债券

５４ ７９０

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债券

１

，

９０４ ４

，

１１２

其他 （

１

）

８

，

８４２ ４

，

３５５

交易性金融资产总额

１２

，

０７９ １１

，

０８０

注： （

１

） 包括其他债券、 股权投资、 基金投资等。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下表列出本集团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组合构成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百万元）

中国政府债券

２４２ ２５１

政策性银行债券

３０３ －

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债券

７８１ ５８４

其他债券

１

，

８２４ ３

，

９４１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总额

３

，

１５０ ４

，

７７６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加

２７４．５４

亿元， 增幅

１１．２４％

， 占本集

团投资证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的

６８．８５％

， 为本集团占比最大的投资类别。 该账户的增长主要是基于资产负债配

置和提高经营绩效的需要。

２０１０

年， 本外币金融市场均经历了较大波动。 人民币债市全年整体呈现先扬后抑走势， 前三季度债市收

益率持续下行，

１０

月央行宣布加息以后， 伴随着紧缩力度的持续加大和通胀预期的愈演愈烈， 年末债券市场

急速下跌。 本公司上半年以风险相对较小的浮息品种及中期品种逐步替代风险较高的长期品种和收益较低的

短期品种， 同时加大一级市场信用债的投资。 下半年， 在中长期债券大跌前， 本公司果断地减持了部分长期

固息债， 并在收益率回升到高位时适度补仓， 成功调整了投资组合。

外币方面， 由于美联储实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 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使得年内美国债券市场收益率

保持低位； 同时， 美国整体经济复苏较好， 信用利差逐步收窄。 本公司对投资组合进行了优化， 将收益较低

的政府担保债券置换为收益较高的中资背景的信用类债券。

下表列出本集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组合构成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百万元）

中国政府债券

２７

，

５３３ １８

，

１９９

中国人民银行债券

１８

，

９７０ ２５

，

０５８

政策性银行债券

４３

，

４９３ ４７

，

１６７

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债券

１０５

，

３８８ １０１

，

８９２

其他债券

７５

，

７２７ ５１

，

４０４

股权投资

５４８ ４９１

基金投资

２４ １８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额

２７１

，

６８３ ２４４

，

２２９

持有至到期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比上年末增加

１７４．１３

亿元， 增幅

２１．７１％

。 持有至

到期投资作为本集团的战略性配置长期持有。

２０１０

年本集团把握市场利率波动机会， 增持了部分收益率相对

较高的债券进入持有至到期投资账户。 该类投资增持的债券主要是具有较高免税效益的中国政府债券， 其他

类型债券持有量持平或下降。

下表列出本集团持有至到期投资构成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百万元）

中国政府债券

４５

，

０６９ ２２

，

７６０

中国人民银行债券

１２

，

９４５ １２

，

２１０

政策性银行债券

４

，

１７２ ４

，

３６０

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债券

３２

，

９８８ ３８

，

７３８

其他债券

２

，

６２０ ２

，

３１７

持有至到期投资总额

９７

，

７９４ ８０

，

３８５

减： 减值准备 （

１８０

） （

１８４

）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９７

，

６１４ ８０

，

２０１

应收投资款项

应收投资款项为本集团持有的非上市中国国家凭证式国债及其他债券， 在境内或境外没有公开市价。 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应收投资款项净额为

７２．２５

亿元， 比

２００９

年末减少

２７８．７５

亿元。

下表列出本集团应收投资款项构成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百万元）

中国政府债券

５

，

２９１ ５

，

６００

中国人民银行债券

－ １６

，

８８９

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债券

１

，

９９４ １

，

７１４

其他债券

－ １０

，

９５９

应收投资款项总额

７

，

２８５ ３５

，

１６２

减： 减值准备 （

６０

） （

６２

）

应收投资款项净额

７

，

２２５ ３５

，

１００

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

所有被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投资中的债券投资均按市场

价值或公允价值入账。 由于本集团投资组合中应收投资款项并无成熟的交易市场， 且本集团预期在其到期时

能够全额收回其面值， 因此在此不对其市场价值或公允价值做出评估。

下表列出截至所示日期本集团投资组合中持有至到期上市投资的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百万元）

账面值 市场

／

公允价值 账面值 市场

／

公允价值

持有至到期上市投资

９４

，

５１３ ９３

，

４２９ ７２

，

２１７ ７５

，

３０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末本集团所持金额重大的金融债券

（单位： 人民币百万元）

债券种类 面值余额 到期日 利率 （

％

）

央行票据

３３

，

７３８ ２０１１．０１－２０１３．０９ ２．６５－４．５６

境内政策性银行债券

１５９

，

２０７ ２０１１．０１－２０２９．１１ ０．７４－５．２５

境内商业银行债券

６

，

３７２ ２０１１．０１－２０３９．１１ １．１３－６．３０

境内其他金融机构债券

４

，

６０６ ２０１１．０１－２０３７．１１ ３．１４－６．３０

境外银行债券

１８

，

８５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０２０．０３ ０．３８－９．３７５

境外其他金融机构债券

１

，

７５４ ２０１１．０２－２０１６．１０ ０．２１－６．４４０４

合计

２２４

，

５２７

注： 本集团所持上述金融债券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在报告期内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本集团对上述债券在

２０１０

年内未增提减值准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末本集团所持金额重大的政府债券

债券种类

面值余额

（人民币百万元）

到期日 利率 （

％

）

２００４

年记账式国债

７

，

１５２ ２０１１．０３－２０２１．１０ ２．７７－４．８９

２００６

年记账式国债

２９０ ２０１３．０２－２０２１．１１ ２．５１－３．２７

２００７

年记账式国债

４

，

０２９ ２０１２．１０－２０２２．１１ ２．９３－４．６９

２００８

年记账式国债

１４

，

４８１ ２０１１．０４－２０３８．１０ ２．６４－４．９４

２００９

年记账式国债

１１

，

３７３ ２０１２．０５－２０３９．１０ １．５５－４．１８

２０１０

年记账式国债

２７

，

１８６ ２０１１．０１－２０４０．０７ １．４４－４．６０

２００６

年凭证式国债

８７７ ２０１１．０３－２０１１．１１ ３．４９－３．８１

２００７

年凭证式国债

３１６ ２０１２．０３－２０１２．１１ ３．８１－６．３４

２００８

年凭证式国债

４５７ ２０１１．０３－２０１３．０６ ５．１７－６．３４

２００９

年凭证式国债

４８６ ２０１２．０３－２０１４．０６ ３．７３－４．００

２０１０

年凭证式国债

２５２ ２０１１．０３－２０１３．０９ ２．６０－３．７３

中国政府海外债券 （百万美元）

５５ ２０１４．１０ ４．７５－７．５０

中国政府海外债券 （百万欧元）

６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０２７．１０ ４．２５

中国政府海外债券 （百万人民币）

１５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１２．１０ ２．２５－２．７４

香港政府债券 （百万美元）

２ ２０１４．０８ ２．９２－４．６６

衍生金融工具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所持衍生金融工具主要类别和金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详情请见财务报告

附注

５６

（

ｈ

） “资产负债表外风险项目—衍生金融工具”。

（单位：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名义金额

公允价值

名义金额

公允价值

资产 负债 资产 负债

利率衍生金融工具

２７

，

６９６ ８７

（

３０５

）

９

，

０９１ ９３

（

３４４

）

货币衍生金融工具

２０５

，

６４５ １

，

６３８

（

１

，

４６６

）

１７１

，

３３８ ８７２

（

８４９

）

其他衍生金融工具

３

，

４０９ １３

（

５０

）

５

，

５７８ ３４

（

２８１

）

合计

２３６

，

７５０ １

，

７３８

（

１

，

８２１

）

１８６

，

００７ ９９９

（

１

，

４７４

）

长期股权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长期股权投资比上年末减少

０．２３

亿元， 主要是因为联营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内进行现金分红， 依据权益法核算减少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下表列出本集团长期股权投资项目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百万元）

对合营公司的投资

１５８ １６０

对联营公司的投资

２８６ ３０７

其他长期股权投资

６８７ ６８７

长期股权投资总额

１

，

１３１ １

，

１５４

减值准备 （

１

） （

１

）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１

，

１３０ １

，

１５３

５．３．１．３

商誉

依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末， 本集团对收购永隆银行所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 确定

不需计提减值准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商誉减值准备余额

５．７９

亿元， 商誉账面价值为

９５．９８

亿

元。

５．３．２

负债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负债总额为

２２

，

６８５．０１

亿元， 比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１４．８５％

， 主要是客户存

款稳步增长。

下表列出截至所示日期本集团负债总额构成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客户存款

１

，

８９７

，

１７８ ８３．６３ １

，

６０８

，

１４６ ８１．４２

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２０３

，

０１１ ８．９５ １８６

，

２０１ ９．４３

拆入资金

４５

，

５７３ ２．０１ ４４

，

３２１ ２．２４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１８８ ０．０１ ３０ －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１

，

１６５ ０．０５ １

，

１７３ ０．０６

衍生金融负债

１

，

８２１ ０．０８ １

，

４７４ ０．０７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３３

，

４３９ １．４７ ３４

，

５９７ １．７５

应付职工薪酬

３

，

２２０ ０．１４ ３

，

２９０ ０．１７

应交税金

４

，

９７２ ０．２２ ２

，

５６５ ０．１３

应付利息

１０

，

３６９ ０．４６ ８

，

２９８ ０．４２

应付债券

３６

，

２８５ １．６０ ４０

，

７３１ ２．０６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９２４ ０．０４ ９４１ ０．０５

其他负债

３０

，

３５６ １．３４ ４３

，

３９１ ２．２０

负债总额

２

，

２６８

，

５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１

，

９７５

，

１５８ １００．００

客户存款

本集团一直重视并积极拓展存款业务， 客户存款保持稳定增长。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客户存

款总额为

１８

，

９７１．７８

亿元， 比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１７．９７％

， 占本集团负债总额的

８３．６３％

， 为本集团的主要资金来

源。

下表列出截至所示日期， 本集团按产品类型和客户类型划分的客户存款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企业客户存款

活期存款

６６４

，

９４７ ３５．０５ ５２０

，

７３４ ３２．３８

定期存款

５２８

，

６３２ ２７．８６ ４４８

，

３９１ ２７．８８

小计

１

，

１９３

，

５７９ ６２．９１ ９６９

，

１２５ ６０．２６

零售客户存款

活期存款

４１３

，

８８８ ２１．８２ ３５９

，

７８３ ２２．３７

定期存款

２８９

，

７１１ １５．２７ ２７９

，

２３８ １７．３７

小计

７０３

，

５９９ ３７．０９ ６３９

，

０２１ ３９．７４

客户存款总额

１

，

８９７

，

１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８

，

１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受国内通胀预期和高收益理财产品影响， 零售客户存款向投资渠道流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零售客户存款占客户存款总额的比例为

３７．０９％

， 比

２００９

年末下降

２．６５

个百分点。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活期存款占客户存款总额的比例为

５６．８７％

， 较

２００９

年末上升

２．１２

个百

分点。 其中， 企业客户类活期存款占企业客户存款的比例为

５５．７１％

， 比

２００９

年末上升

１．９８

个百分点， 零售

客户活期存款占零售客户存款的比例为

５８．８２％

， 比

２００９

年末上升

２．５２

个百分点。

５．３．３

股东权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百万元）

实收股本

２１

，

５７７ １９

，

１１９

资本公积

３６

，

１９７ １８

，

１６９

套期储备

３ －

盈余公积

１０

，

８８０ ８

，

４１８

法定一般准备

１６

，

８１２ １４

，

９７６

未分配利润

４９

，

０６３ ３２

，

１２３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５２６

） （

２２

）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３４

，

００６ ９２

，

７８３

５．３．４

主要产品或服务市场占有情况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报表》， 报告期末本公司存贷款总额在

３２

家全国性

中小型银行中的市场份额与排名如下：

项 目 市场份额

％

排名

折人民币存款总额

１１．６２ １

折人民币储蓄存款总额

２０．９６ １

折人民币贷款总额

１０．３５ ２

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总额

２３．１９ １

注： 从

２０１０

年起， 中国人民银行在编制 《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报表》 时， 参考各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量， 对

全国金融机构作了分类： 分大型银行、 全国性中小型银行、 地区性中小型银行等。 其中， 全国中小型银行

有： 招行、 农发、 进出口、 中信、 浦发、 民生、 光大、 兴业、 华夏、 广发、 深发、 恒丰、 浙商、 渤海、 北京、

天津、 包商、 盛京、 大连、 锦州、 哈尔滨、 上海、 南京、 江苏、 宁波、 杭州、 稠州、 济南、 威海、 临商、 平

安、 重庆等银行。

５．４

贷款质量分析

２０１０

年本集团积极应对外部复杂的经济与金融环境变化， 严格遵循监管要求， 以 “践行转型、 优化流

程、 夯实基础、 提升管理” 为基本策略， 实施信用风险全流程优化， 全面推进风险管理基础提升， 报告期内

本集团信贷资产呈现 “规模适度增长、 质量持续良好、 减值准备充足” 的发展态势。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末， 本集团贷款总额为

１４

，

３１４．５１

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２

，

４５６．２９

亿元， 增幅

２０．７１％

；

不良贷款率

０．６８％

， 比上年末下降

０．１４

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３０２．４１％

， 比上年末提高

５５．７５

个百分

点。

５．４．１

按五级分类划分的贷款分布情况

下表列出截至所示日期， 本集团贷款五级分类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总额 百分

比

％

金额

占总额 百分

比

％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正常类贷款

１

，

４０７

，

５４６ ９８．３３ １

，

１６１

，

９７１ ９７．９９

关注类贷款

１４

，

２１９ ０．９９ １４

，

１１９ １．１９

次级类贷款

２

，

７３０ ０．１９ ２

，

９６１ ０．２５

可疑类贷款

２

，

６５９ ０．１９ ２

，

７９１ ０．２３

损失类贷款

４

，

２９７ ０．３０ ３

，

９８０ ０．３４

客户贷款总额

１

，

４３１

，

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１

，

１８５

，

８２２ １００．００

不良贷款总额

９

，

６８６ ０．６８ ９

，

７３２ ０．８２

在贷款监管五级分类制度下， 本集团的不良贷款包括分类为次级、 可疑及损失类的贷款。 报告期内，

本集团资产质量持续优化， 不良贷款、 关注类贷款均实现占比下降。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末， 本集团不良贷款

额

９６．８６

亿元， 比上年末减少

０．４６

亿元； 不良贷款率

０．６８％

， 比上年末下降

０．１４

个百分点； 关注类贷款额

１４２．１９

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１．００

亿元； 关注类贷款占比

０．９９％

， 比上年末下降

０．２０

个百分点。

５．４．２

按产品类型划分的贷款及不良贷款分布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贷款金额

占总额百

分比

％

不良贷

款金额

不良贷

款率

％

（

１

）

贷款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不良贷

款金额

不良贷

款率

％

（

１

）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企业贷款

８７０

，

５１５ ６０．８１ ８

，

０１６ ０．９２ ７０１

，

３９６ ５９．１５ ８

，

００９ １．１４

流动资金贷款

５１６

，

７４９ ３６．１０ ５

，

７３４ １．１１ ４５４

，

９６９ ３８．３７ ６

，

４２７ １．４１

固定资产贷款

２７３

，

０５６ １９．０７ １

，

３２６ ０．４９ １９６

，

０５９ １６．５３ ６４６ ０．３３

贸易融资

４８

，

５６３ ３．３９ ４６５ ０．９６ ３６

，

８４８ ３．１１ ３７９ １．０３

其他

（

２

）

３２

，

１４７ ２．２５ ４９１ １．５３ １３

，

５２０ １．１４ ５５７ ４．１２

票据贴现

（

３

）

６４

，

９４８ ４．５４ － － １０２

，

５４９ ８．６５ － －

零售贷款

４９５

，

９８８ ３４．６５ １

，

６７０ ０．３４ ３８１

，

８７７ ３２．２０ １

，

７２３ ０．４５

个人住房贷款

２９８

，

９９７ ２０．８９ ４２８ ０．１４ ２７３

，

６５９ ２３．０７ ３９０ ０．１４

信用卡应收账款

５４

，

９１６ ３．８４ １

，

０４０ １．８９ ４０

，

３１４ ３．４０ １

，

１３３ ２．８１

经营性个人贷款

６４

，

６０９ ４．５１ ６２ ０．１０ ２７

，

１５４ ２．２９ ５４ ０．２０

其他个人贷款

（

４

）

７７

，

４６６ ５．４１ １４０ ０．１８ ４０

，

７５０ ３．４４ １４６ ０．３６

客户贷款总额

１

，

４３１

，

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９

，

６８６ ０．６８ １

，

１８５

，

８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９

，

７３２ ０．８２

注： （

１

） 代表某一类不良贷款占该类贷款总额的比例。

（

２

） 此类别以公司按揭贷款为主， 包括不良票据贴现。

（

３

） 不包括附注 （

２

） 所述的不良票据贴现。 一旦票据贴现被划分为不良， 本公司则将其纳入为不良企

业贷款进行管理。

（

４

） 其他主要包括以货币资产质押的零售贷款、 汽车贷款、 住房装修贷款、 教育贷款和综合消费贷款。

本集团通过客户授信品种的合理配置与风险定价， 实现风险收益的最大化。 根据客户规模、 主营业务结

构与资金周转方式等因素， 量身定制综合金融组合服务方案， 利用供应链融资和国际贸易融资产品期限短、

周转快等特点， 实现企业信息流、 货物流和现金流的全面监测， 通过制定与完善 《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

《流动资金贷款用途管理指引》、 《固定资产贷款管理办法》 及 《固定资产贷款用途管理指引》 等相关制度，

对各授信业务品种的重要风险环节实施管控， 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报告期内， 本集团固定资产贷款、 贸易融资贷款及零售贷款等业务品种呈现较快增长， 各项业务资产质

量均衡优化。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末， 企业贷款不良率

０．９２％

， 比上年末下降

０．２２

个百分点； 零售贷款不良率

０．３４％

， 比上年末下降

０．１１

个百分点。

５．４．３

按行业划分的贷款及不良贷款分布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贷款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不良

贷款

金额

不良贷

款率

％

（

１

）

贷款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不良

贷款

金额

不良贷

款率

％

（

１

）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企业贷款

８７０

，

５１５ ６０．８１ ８

，

０１６ ０．９２ ７０１

，

３９６ ５９．１５ ８

，

００９ １．１４

制造业

２５３

，

４５４ １７．７１ ２

，

６８０ １．０６ １９４

，

３８８ １６．３９ ２

，

８８８ １．４９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

政业

１３１

，

５５５ ９．１９ ８５２ ０．６５ １０９

，

５８０ ９．２４ ５２９ ０．４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１６

，

０６８ ８．１１ １

，

７１１ １．４７ ８０

，

２４４ ６．７７ １

，

７４９ ２．１８

房地产业

１１３

，

１８２ ７．９１ ８９６ ０．７９ ９０

，

５２７ ７．６３ １

，

０９２ １．２１

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

６２

，

５１９ ４．３７ ４１１ ０．６６ ６５

，

９８４ ５．５６ ４５７ ０．６９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０

，

１７４ ３．５１ ４３９ ０．８７ ４６

，

３５３ ３．９１ ４４６ ０．９６

建筑业

３３

，

７８１ ２．３６ ２１７ ０．６４ ２６

，

２３０ ２．２１ ８６ ０．３３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３１

，

８９４ ２．２３ ６１ ０．１９ ２８

，

６２６ ２．４１ １１ ０．０４

采矿业

２８

，

７０２ ２．０１ ０ ０．００ １９

，

７７９ １．６７ － －

金融业

９

，

０３６ ０．６３ ６５ ０．７２ ６

，

７０６ ０．５７ ７２ １．０７

其他

（

２

）

４０

，

１５０ ２．７８ ６８４ １．７０ ３２

，

９７９ ２．７９ ６７９ ２．０６

票据贴现

６４

，

９４８ ４．５４ － － １０２

，

５４９ ８．６５ － －

零售贷款

４９５

，

９８８ ３４．６５ １

，

６７０ ０．３４ ３８１

，

８７７ ３２．２０ １

，

７２３ ０．４５

客户贷款总额

１

，

４３１

，

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９

，

６８６ ０．６８ １

，

１８５

，

８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９

，

７３２ ０．８２

注： （

１

） 代表某一类不良贷款占该类贷款总额的比例。

（

２

） 主要包括教育、 文化、 体育、 社会福利等行业。

２０１０

年本集团以 “明确边界底线、 坚持有保有控、 尝试组合管理、 推进结构调整” 为信贷政策基本思

路， 持续深化行业信贷政策研究， 合理引导信贷投向， 科学配置信贷资产， 实现资本效能的提高。

２０１０

年本

集团信贷政策已覆盖至

３９

个行业和

１２

类客户及品种， 明确了信贷准入底线与边界， 建立了授信准入核准机

制， 有效促进了审贷效率的提升。

本集团积极推动信贷结构优化调整， 根据行业及区域风险状况， 实施占比限额、 余额限额、 名单管理、

总行集中审批、 放款核准等差异化管控措施， 防范集中度风险。 扎实推进地方政府平台贷款自查整改工作，

加强房地产贷款管理， 严控 “两高一剩” 与落后产能行业信贷风险， 有效遏制了风险敏感领域的资产增长和

质量波动。 报告期内， 本集团实现了行业信贷结构的均衡增长与优化。

２０１０

年本集团贷款增量主要投向企业贷款中的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 以及零售贷款， 上述行业的贷款

增量合计占集团贷款总增量的

８５．０９％

。 截至报告期末， 绝大部分行业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均有所下降。

５．４．４

按地区划分的贷款及不良贷款分布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贷款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不良贷款

金额

不良贷

款率

％

（

１

）

贷款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不良贷款

金额

不良贷

款率

％

（

１

）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总行

９４

，

１４９ ６．５８ ２

，

２３８ ２．３８ ７６

，

５８３ ６．４６ ２

，

５７８ ３．３７

长江三角

洲地区

３５０

，

５２２ ２４．４９ ２

，

１４０ ０．６１ ３１２

，

０１０ ２６．３１ ２

，

０１１ ０．６４

环渤海地

区

２２５

，

９９９ １５．７９ ８３３ ０．３７ １８６

，

５９８ １５．７３ ８７６ ０．４７

珠江三角

洲及海西

地区

２３２

，

２３６ １６．２２ １

，

２２６ ０．５３ ２０３

，

８０７ １７．１９ １

，

２５９ ０．６２

东北地区

８３

，

４６２ ５．８３ ３７１ ０．４４ ６４

，

７０８ ５．４６ ４１３ ０．６４

中部地区

１５８

，

８７３ １１．１０ １

，

１８３ ０．７４ １３０

，

７７１ １１．０３ ７４９ ０．５７

西部地区

１７９

，

７８４ １２．５６ １

，

３０６ ０．７３ １４２

，

６８４ １２．０３ １

，

４３７ １．０１

境外

２１

，

０７６ １．４７ ３２ ０．１５ １２

，

３６２ １．０４ ３８ ０．３１

附属机构

８５

，

３５０ ５．９６ ３５７ ０．４２ ５６

，

２９９ ４．７５ ３７１ ０．６６

客户贷款

总额

１

，

４３１

，

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９

，

６８６ ０．６８ １

，

１８５

，

８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９

，

７３２ ０．８２

注： （

１

） 代表某一类不良贷款占该类贷款总额的比例。

本集团以全行统一的信贷策略为导向， 根据区域资源禀赋、 产业集群特征和金融生态环境等差异， 因地

制宜地制定区域信贷政策， 实现区域风险收益的最大化。

２０１０

年本集团贷款增量主要投向环渤海地区与长江

三角洲地区， 同时加大西部地区的信贷投放力度， 重点支持区域内支柱产业及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成长性良

好的价值企业， 实现区域信贷结构的优化。 报告期内， 本集团除中部地区不良贷款率略有上升外， 其他区域

的不良贷款率均呈下降。

５．４．５

按担保方式划分的贷款及不良贷款分布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贷款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不良贷款

金额

不良贷

款率

％

（

１

）

贷款金额

占总额

百分比

％

不良贷款

金额

不良贷

款率

％

（

１

）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信用贷款

３０６

，

６６９ ２１．４２ １

，

５４０ ０．５０ ２６３

，

６６６ ２２．２３ １

，

５７５ ０．６０

保证贷款

３６２

，

５２８ ２５．３３ ３

，

７３７ １．０３ ２８３

，

０５５ ２３．８７ ３

，

６９５ １．３１

抵押贷款

６０８

，

１３６ ４２．４８ ３

，

７１８ ０．６１ ４６１

，

９４５ ３８．９６ ３

，

８０５ ０．８２

质押贷款

８９

，

１７０ ６．２３ ６９１ ０．７７ ７４

，

６０７ ６．２９ ６５７ ０．８８

票据贴现

６４

，

９４８ ４．５４ － － １０２

，

５４９ ８．６５ － －

客户贷款总额

１

，

４３１

，

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９

，

６８６ ０．６８ １

，

１８５

，

８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９

，

７３２ ０．８２

注： （

１

） 代表某一类不良贷款占该类贷款总额的比例。

在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加大的背景下， 本集团通过增加押品及第三方保证等风险缓释措施， 有效缓解授信

风险。 截至报告期末， 本集团抵押贷款、 保证贷款占比较上年末分别上升

３．５２

个百分点、

１．４６

个百分点， 信

用贷款占比较上年末下降

０．８１

个百分点， 各担保方式下的不良贷款率均呈下降， 实现资产质量的均衡优化。

５．４．６

前十大单一借款人的贷款情况

十大借款人 行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贷款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占资本净额百

分比

％

占贷款总额

百分比

％

Ａ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６

，

２１０ ３．７４ ０．４３

Ｂ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５

，

０００ ３．０１ ０．３５

Ｃ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４

，

５０５ ２．７１ ０．３２

Ｄ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

，

７１９ ２．２４ ０．２６

Ｅ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３

，

４２０ ２．０６ ０．２４

Ｆ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３

，

２８２ １．９８ ０．２３

Ｇ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２

，

７００ １．６３ ０．１９

Ｈ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

，

６３６ １．５９ ０．１９

Ｉ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

，

６２２ １．５８ ０．１８

Ｊ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２

，

５００ １．５１ ０．１７

合计

３６

，

５９４ ２２．０５ ２．５６

截至报告期末， 本集团最大单一借款人贷款余额为

６２．１０

亿元， 占本集团资本净额的

３．７４％

。 最大十家

单一借款人贷款总额为

３６５．９４

亿元， 占本集团资本净额的

２２．０５％

， 占本集团贷款总额的

２．５６％

。

５．４．７

按逾期期限划分的贷款分布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贷款总额

百分比

％

金额

占贷款总额

百分比

％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逾期

３

个月以内

４

，

３９５ ０．３１ ３

，

７４１ ０．３１

逾期

３

个月至

１

年

９４７ ０．０６ ２

，

１１４ ０．１８

逾期

１

年以上至

３

年以内

２

，

５７０ ０．１８ ２

，

３６２ ０．２０

逾期

３

年以上

４

，

２４７ ０．３０ ３

，

９１４ ０．３３

逾期贷款合计

１２

，

１５９ ０．８５ １２

，

１３１ １．０２

客户贷款总额

１

，

４３１

，

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１

，

１８５

，

８２２ １００．００

随着信用风险识别能力和管控水平的逐步提高， 本集团逾期贷款占比持续下降， 逾期贷款占全部贷款的

比重由上年末

１．０２％

， 下降至报告期末

０．８５％

， 其中， 逾期三个月以上的贷款占比下降尤为明显。

５．４．８

重组贷款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贷款总额

百分比

％

金额

占贷款总额

百分比

％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已重组贷款

１

，

５３１ ０．１１ １

，

５６９ ０．１３

其中： 逾期超过

９０

天的已重组贷款

８９２ ０．０６ ８９８ ０．０８

注： 已重组贷款为经重组的次级及可疑类贷款。

本集团对贷款重组实施严格审慎的管控。 截至报告期末， 本集团重组贷款占比为

０．１１％

， 较上年末下降

０．０２

个百分点。

５．４．９

抵债资产及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 本集团抵债资产的总额为

１０．５０

亿元， 扣除已计提减值准备

９．８７

亿元， 抵债资产净值为

０．６３

亿元。

５．４．１０

贷款减值准备的变化

本集团采用个别评估及组合评估两种方式， 在资产负债表日对贷款的减值损失进行评估。 对于单项金额

重大的贷款， 本集团采用个别方式进行减值测试， 如有客观证据显示贷款已出现减值， 其减值损失金额的确

认， 以贷款账面金额与该贷款预计未来可收回现金流折现价值之间的差额计量， 并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单项

金额不重大的贷款， 及以个别方式评估但没有客观证据表明已出现减值的贷款， 将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

特征的贷款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 确定组合方式评估的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水平。

下表列出本集团客户贷款减值准备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人民币百万元）

于

１

月

１

日总额

２４

，

００５ ２１

，

６０８

本年计提

６

，

２４１ ４

，

０１６

本年转回 （

６７１

） （

９４３

）

已减值贷款利息冲转 （

１

） （

１１０

） （

１０６

）

收回以前年度核销贷款

４８ １５５

年内核销 （

１５２

） （

７７２

）

年内转入

／

出

３４ ４６

汇率变动 （

１０４

）

１

于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额

２９

，

２９１ ２４

，

００５

注： （

１

） 指随着时间的推移， 已减值的贷款其随后现值增加的累计利息收入。

本集团坚持稳健、 审慎的拨备计提政策。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本集团贷款减值准备余额为

２９２．９１

亿元， 比

上年末增加

５２．８６

亿元， 主要是受贷款规模增长的带动；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

３０２．４１％

， 比上年末上升

５５．７５

个百分点， 全部贷款拨备率

２．０５％

， 比上年末提高

０．０３

个百分点， 风险抵御能力进一步增强。

５．５

资本充足率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集团资本充足率为

１１．４７％

， 较年初提高

１．０２

个百分点， 核心资本充足率为

８．０４％

， 较年初提高

１．４１

个百分点； 本行资本充足率为

１１．２１％

， 较年初提高

１．１６

个百分点， 核心资本充足率

为

８．７０％

， 较年初提高

１．３４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年资本充足率有所上升， 主要是本行完成

Ａ＋Ｈ

配股后， 募集资

金

２１５．６７

亿元全部用于补充资本， 进一步巩固了本行资本基础。

下表列示截至所示日期本集团资本充足率及其构成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百万元）

核心资本

已缴足普通股股本

２１

，

５７７ １９

，

１１９

储备

１０６

，

４０２ ６９

，

１５４

核心资本总值

１２７

，

９７９ ８８

，

２７３

附属资本

一般贷款准备

２１

，

１８０ １６

，

０５７

定期次级债券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附属资本总值

５１

，

１８０ ４６

，

０５７

扣除前总资本基础

１７９

，

１５９ １３４

，

３３０

扣除：

商誉

９

，

５９８ ９

，

５９８

对未合并报表附属公司的投资及其他长期投资

１

，

６６１ １

，

１６８

非自用不动产的投资

１

，

９４６ ２

，

１６６

扣除后总资本基础

１６５

，

９５４ １２１

，

３９８

风险加权资产

１

，

４４６

，

８８３ １

，

１６１

，

７７６

核心资本充足率

８．０４％ ６．６３％

资本充足率

１１．４７％ １０．４５％

５．６

分部经营业绩

以下分部经营业绩分别按业务分部和地区分部呈示。 由于业务分部信息较接近本集团的经营活动， 本集

团以业务分部信息为分部报告的主要形式。 分部报告数据主要来自本行管理会计系统多维盈利报告。

本集团通过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系统评估业务分部绩效， 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考虑资产及负债组合的结

构及市场利率， 各业务分部之间以内部交易利率进行资金借贷。 各分部的净利息收入， 包括贷给其他分部资

金所得的利息收入及向其他分部借款的利息支出， 即反映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将资金分配予业务分部的损

益。 成本分配是根据相关业务分部及管理经费分配所产生的直接成本而定。

业务分部

本集团主要业务包括公司银行业务、 零售银行业务和资金业务。 各主要业务包括的产品及服务详见 “业

务运作” 一节。 下表列出所示期间本集团各业务分部的概要经营业绩。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调整后） （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调整前）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分部税前利润

占比

（

％

）

分部税前利

润

占比

（

％

）

分部税前

利润

占比

（

％

）

公司银行业务

２５

，

３９１ ７６．１５ ２５

，

０７４ ７５．２０ １２

，

７０８ ５６．７７

零售银行业务

６

，

４００ １９．１９ ６

，

６３５ １９．９０ ２

，

１９６ ９．８１

资金业务

２

，

３５０ ７．０５ １

，

５５６ ４．６７ ７

，

００７ ３１．３１

其他业务及调节项目 （

７９８

） （

２．３９

）

７８ ０．２３ ４７３ ２．１１

合计

３３

，

３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

３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２

，

３８４ １００．００

注：

２０１０

年本集团分部业绩、 资产及负债披露方式有所变更。 为配合银行运营及绩效管理的需要，

２０１０

年本行上线运行新版管理会计系统。 新版数据较以往更加依靠业务系统明细， 产品、 客户属性及运营机构等

综合信息的归集更加直观， 分摊因素相对减少， 以满足管理精细化需要； 同时顺应资金业务集约化经营趋

势， 清晰区分金融市场业务和区域市场传统业务， 对原本在资金分部归集的于区域市场经营的资金业务 （如

各分支机构与同业机构的资金往来和区域市场票据转贴等） 进行重新划分， 划归公司银行业务， 资金业务仅

保留总部层面的资金业务， 这一变化更能体现发展战略和资源投入方向， 有利于管理和业务经营决策。

由于实践上的困难，

２００９

年的比较数据并未按最新修改后的逻辑和假设进行重述调整。

２０１０

年的分部

信息按上述方式及以往方式同时列示。

地区分部

本集团主要营销网络集中于中国境内相对富裕的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大城市， 为配合银行运营及管理

层对于绩效管理的需要，

２０１０

年本集团对地区分部的定义进行了修改。

下表列示所示期间修订前本集团按地理区域划分的分部业绩。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收入 占比

％

收入 占比

％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华东

２７

，

９０３ ３９．０９ １９

，

２０４ ３７．３３

华南和中南

２１

，

９２９ ３０．７２ １９

，

５７０ ３８．０４

西部

６

，

７０１ ９．３９ ４

，

３１１ ８．３８

北部

１２

，

０５０ １６．８８ ５

，

７９１ １１．２６

境外

２

，

７９４ ３．９２ ２

，

５７０ ４．９９

合计

７１

，

３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５１

，

４４６ １００．００

下表列示所示期间修订后本集团按地理区域划分的分部业绩。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收入 占比

％

收入 占比

％

（人民币百万元， 百分比除外）

总行

１１

，

５２０ １６．１４ １３

，

２２７ ２５．７１

长江三角洲地区

１５

，

５５５ ２１．７９ １０

，

８０３ ２１．００

环渤海地区

１０

，

７７４ １５．０９ ５

，

８６６ １１．４０

珠江三角洲及海西地区

１２

，

０４５ １６．８８ ７

，

５１５ １４．６１

东北地区

３

，

４３６ ４．８１ １

，

７５２ ３．４０

中部地区

６

，

９０４ ９．６７ ４

，

７０６ ９．１５

西部地区

７

，

５６９ １０．６１ ４

，

７０７ ９．１５

境外

５０５ ０．７１ ３９５ ０．７７

附属机构

３

，

０６９ ４．３０ ２

，

４７５ ４．８１

合计

７１

，

３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５１

，

４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５．７

其他

５．７．１

可能对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的表外项目余额及其重要情况

本集团资产负债表表外项目包括衍生金融工具、 承诺及或有负债。 承诺及或有负债具体包括信贷承诺、

经营租赁承诺、 资本支出承诺、 证券承销承诺、 债券承兑承诺、 未决诉讼和纠纷及或有负债。 信贷承担是最

主要的组成部分，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信贷承担余额

６

，

５９９．７０

亿元。 有关或有负债及承担详见本报告 “财务报

表” 附注 “或有负债和承担”。

５．７．２

逾期未偿债务情况

２０１０

年末， 本集团没有发生逾期未偿债务情况。

５．７．３

应收利息及其他应收款坏帐准备的计提情况

１．

应收利息增减变动情况：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收回数额 期末余额

（人民币百万元）

贷款和垫款

１

，

８８３ ６６

，

８４２ ６６

，

００５ ２

，

７２０

债券投资

３

，

８１６ ９

，

１７８ ８

，

５７０ ４

，

４２４

其他

３１３ ８

，

４９３ ８

，

３６２ ４４４

合计

６

，

０１２ ８４

，

５１３ ８２

，

９３７ ７

，

５８８

２．

坏账准备的提取情况

项目 金额 损失准备金 计提方法

（人民币百万元）

应收利息

７

，

５８８ ０

个别认定

其他应收款

１

，

８３９ １９１

个别认定

５．７．４

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及其原因 （单位：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较上年期末

／

同期

主要原因

总资产

２

，

４０２

，

５０７ １６．１８％

贷款和垫款、 投资等资产业务增长

总负债

２

，

２６８

，

５０１ １４．８５％

客户存款等负债业务增长

股东权益

１３４

，

００６ ４４．４３％

配股融资及本年盈利

营业利润

３２

，

９６４ ５０．４３％

净利息收入、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增幅较大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２５

，

７６９ ４１．３２％

净利息收入、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增幅较大

５．８

业务运作

５．８．１

零售银行业务

本公司为零售客户提供多种零售银行产品和服务， 包括零售贷款、 存款、 借记卡、 信用卡、 理财服务、

投资服务、 代理销售保险产品和基金产品及外汇买卖与外汇兑换服务， 其中 “一卡通”、 “信用卡”、 “金葵

花理财”、 “个人网上银行”、 “

ｉ

理财” 等产品和服务得到社会广泛认同。 本公司通过多种渠道向客户提供

这些服务和产品， 包括分支行网点、 自助服务渠道、 以及网上银行、 远程银行和手机银行服务系统。

２０１０

年， 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 本公司积极把握宏观经济调整和市场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扎

实推进零售银行业务的二次转型， 强化成本收益理念， 深化客户经营， 不断提升专业化能力。 随着转型的深

入， 零售银行各项业务将持续保持快速、 健康地发展。

零售非利息收入业务

近年来， 本公司一直致力于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业务， 逐步建立以 “客户资产管理” 为导向的财富管理体

系， 进一步提升财富管理专业能力， 实现高端客群、 管理客户总资产的稳定增长， 并通过加强产品创新， 不

断丰富代销产品种类， 为客户精选投资理财产品， 加强对客户的资产配置和综合化财富管理服务， 在获得客

户充分认可的同时， 保持零售非利息收入的快速增长。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实现零售非利息收入

７１．０１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１．０５％

， 占本公司非利息收入的

５３．９９％

，

其中： 银行卡 （包括信用卡） 手续费收入

３５．９５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４３．２８％

； 代理基金收入

１１．８５

亿元， 比上

年增长

６．３７％

； 代理保险收入

８．７３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６３．１８％

； 受托理财收入

４．９５

亿元， 比上年下降

１８．１８％

；

代理信托计划收入

１．９４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２

倍； 金银买卖收入

２

，

８４６

万元， 比上年增长

５４０％

。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将充分挖掘潜力， 深入推进市场研究分析工作， 不断提升财富管理专业能力， 进一步发挥

渠道代销优势， 继续加大代理基金业务的推动力度， 做大做强代理保险业务， 加快券商集合理财业务、 银行

受托理财业务和外汇业务发展， 大力发展个人黄金投资业务， 持续推动借贷记卡的

ＰＯＳ

刷卡消费， 加快电子

支付业务发展等措施， 促进本公司零售非利息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银行卡业务

一卡通

本公司一直致力于 “一卡通” 账户建设， 不断完善 “一卡通” 账户的综合理财服务功能， 不断提升客户

对本公司 “一卡通” 品牌满意度、 认知度，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实施二次转型， 以经营客户为导向， 在发卡规模保

持稳定增长的同时， 逐步调整发卡结构， 不断提高高端客户占比。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卡通累计发卡

５

，

６９４

万张， 当年新增发卡

３５７

万张， 一卡通存款总额

５

，

３６９．１７

亿元， 占零售存款总额的

８２．５６％

， 卡均存

款为

９

，

４３０

元， 比年初增加

６３９

元。

信用卡

２０１０

年， 在信用卡业务方面， 本公司继续夯实基础， 精耕细作， 持续推进转型， 取得显著成效， 初步构

建起以价值和效率为核心的商业模式。 积极探索有效的客户获取模式， 在保持规模适度增长的前提下， 持续

优化客户结构； 针对细分客群， 推出一系列有针对性产品， 如在国内首推 “百夫长” 标志的招商银行美国运

通卡， 发行新

Ｙｏｕｎｇ

卡、

Ｈｅｌｌｏ Ｋｉｔｔｙ

粉丝金卡等多项产品， 进一步丰富信用卡产品体系； 以 “非常四季” 整

体性主轴营销活动为依托， 加大客户经营力度， 深入挖掘客户价值。 在品牌影响力方面， 招商银行信用卡仍

然保持行业领先， 第三方机构的客户调查结果显示， 招商银行信用卡是 “消费者最经常使用和最喜爱的信用

卡品牌”； 在客户体验方面， 本公司始终致力于提供愉悦的支付、 产品及服务体验， 保持信用卡业务的服务

优势，

２０１０

年荣获了 “中国 （亚太） 最佳呼叫中心”、 “中国最佳客户服务” 等一系列奖项； 在市场竞争力

方面， 目前本公司信用卡业务在全国重点城市继续保持明显的领先优势。

截至报告期末， 信用卡累计发卡

３

，

４７７

万张， 当年新增发卡

４０４

万张， 累计流通卡数

１

，

７５４

万张， 本

年累计实现信用卡交易额

３

，

９２０

亿元， 流通卡每卡月平均交易额

１

，

８５４

元， 信用卡循环余额占比由上年末

的

３３．５０％

上升至

３５．３５％

。 信用卡利息收入

３０．７２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３２．３０％

； 信用卡非利息业务收入

３２．７３

亿

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９．４７％

。

２０１１

年， 本公司信用卡业务将紧抓国家 “扩内需、 促消费” 的发展机遇， 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

争力， 深入推进二次转型。 加大价值客户获取力度， 夯实客户基础； 继续提升经营效率， 细分客群经营， 深

入挖掘客户价值， 持续推进在地经营； 优化内部流程， 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支付与服务体验， 进一步探索高

效、 集约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私人银行业务

本公司私人银行秉承 “助您家业常青， 是我们的份内事” 的理念， 根植于本土的高级客户经理与全球招

募的专家投资顾问组成的 “

１＋Ｎ

” 专家团队， 遵循严谨的 “螺旋提升四步工作法”， 为高资产客户提供全方

位、 个性化、 私密性的综合财富管理服务。

同时， 通过为客户经理和私人银行客户提供系统、 专业的市场研究分析报告， 为其在变幻的金融环境中

做出合理的资产配置提供指引。 打造开放的产品平台、 构建更加齐全的产品种类， 逐步完善私人银行产品体

系和增值服务体系。 报告期内推出私募股权基金、 阳光私募证券基金、 各类股权、 债权类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艺术品投资、 期酒投资等产品， 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私人银行客群增长幅度达到

４２％

， 管理的私人银行客户总资产增长幅度达到

４９％

。 截至

报告期末， 本公司已在全国

１６

个重点城市设立

２０

家私人银行中心， 进一步扩大了私人银行客户服务覆盖

率。

零售贷款

本公司向零售银行客户提供各类贷款产品。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继续大力推进个人贷款业务多元化发展， 全

面提升个人贷款风险定价水平和资本回报， 在开展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同时， 大力发展个人商业用房贷款、

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经营贷款等非房贷业务， 显著提升本公司零售贷款盈利能力。 本公司进一步加大产品创

新力度， 针对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和个人经营贷款的细分市场， 在

２０１０

年先后推出了 “商铺贷” 和 “市场贷”

等创新产品， 有效满足客户多样化贷款需求， 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本公司继续深入推进零售贷款流程优化， 集中零售贷款中、 后台作业流程，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建立

远程贷款服务平台， 通过集中化贷后服务平台， 进一步提升客户满意度， 降低运营成本。 继续完善风险管理

机制， 充分运用风险识别、 计量、 监测、 管理的先进系统工具， 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零售贷款总额

４

，

８２７．３６

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３０．９７％

， 当年新发放人民币零售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浮动比例较上年提升

２０．０７

个百分点； 零售贷款不良率为

０．３３％

， 零售贷款的不良率同比显著下降。

２０１１

年， 本公司将进一步深入推进个人贷款多元化发展， 不断提高个人信贷业务的资本回报， 强化精细

化运营和管理， 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 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实现效益、 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

零售客户存款

本公司的零售客户存款产品主要包括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和通知存款。 零售客户存款为本公司提供了大

量低成本资金。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积极面对国内外复杂、 严峻的金融市场环境， 通过有效拓宽储蓄存款资金渠

道， 保持了零售客户存款稳定的增长，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零售客户存款总额

６

，

５０３．６９

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１０．８４％

， 其中活期存款占比为

６０．１９％

； 零售客户存款总额占客户存款总额的

３５．９５％

， 比上年

末下降了

２．４８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

年， 本公司将通过持续加强公私业务联动， 大力发展代发、 代缴业务， 发行优

质的理财产品优化客户存款结构及客户资产配置、 强化新客户拓展力度等多个方面， 促进零售客户存款规模

持续稳定增长。

客户

近年来， 本公司一直致力于拓展优质客户， 不断夯实客户群基础， 调整、 优化客群结构， 为业务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 为提升客户体验， 本公司在业内率先推出了 “金葵花理财” 和 “钻石理财” 等服务理念， 将

“因您而变， 因势而变” 发展战略与 “资产管理， 基业长青” 理念相结合， 进一步做好客户的经营管理。 截

至报告期末， 本公司已在原有金葵花理财中心和金葵花贵宾室的基础上建成并开业了

５４

家分行级财富管理

中心， 高端客户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客户规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客群结构进一步优化。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

的零售存款客户总数为

４

，

５２０

万户， 其中金葵花客户 （指在本公司月日均总资产大于人民币

５０

万元的客户）

数量

６７．０１

万户， 增幅达

２１．１８％

， 金葵花客户存款总额为

２

，

９０６

亿元， 管理金葵花客户总资产余额达

１１

，

７１７

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２

，

２７３

亿元， 增幅

２４．０７％

， 占全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余额的

６７．２９％

， 高价值客

户实现较快增长。

品牌及营销

本公司长期致力于产品和服务品牌的建设， 三次荣获 《亚洲银行家》 “中国最佳零售银行” 称号， 并连

续六次获 《亚洲银行家》 “中国最佳股份制零售银行” 称号；

２０１０

年荣获英国 《金融时报》 “最佳零售银

行” 奖项及美国 《环球金融》

２０１０

年度 “中国之星” 评选的 “最佳零售银行” 奖项； 在胡润百富发布的

《

２０１０

至优尚品———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 中， 本公司第六次蝉联中国千万富豪 “最青睐的人民币理

财银行” 和 “最青睐信用卡发卡行” 两项大奖； 本公司私人银行获得 《欧洲货币》 “中国区最佳私人银行”

奖项、 《财资》 “中国最佳私人银行” 奖项及英国 《金融时报》 评选的 “中国最佳私人银行” 奖项。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除持续巩固 “一卡通”、 “一网通”、 “金葵花理财” 和招商银行信用卡的品牌优势外，

还不断完善 “金葵花·尊享” 增值服务， 积极开展数据库精准营销， 大力推广销售和服务流程整合， 加强零

售银行业务以及产品推广。 本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率先推出网络互动银行 “

ｉ

理财”， 丰富和发展了网上银行的内

涵和范畴。 持续开展

２０１０

年招商银行 “金葵花” 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及 “第

４

届理财教育公益行” 等大型营

销活动， 通过品牌建设活动有效拉近与客户的距离， 同时也有助于客户拓展及忠诚度的提升。

５．８．２

公司银行业务

本公司向公司、 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客户提供广泛、 优质的公司银行产品和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的企业贷款总额为

８

，

０２３．２７

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１．７２％

， 占客户贷款总额的

５９．６０％

； 票据贴现总额

为

６１０．３８

亿元， 同比下降

４０．０２％

， 占客户贷款总额的

４．５３％

； 企业客户存款总额为

１１

，

５８５．４３

亿元， 同比增

长

２３．２３％

， 占客户存款总额的

６４．０５％

。

２０１１

年， 本公司将坚持 “深化转型， 积极发展， 强化创新， 提升管理” 的指导思想， 切实应对内外部挑

战， 加强政策传导， 统筹推进管理变革， 扎实推进二次转型各项工作的进展。

企业贷款

本公司的企业贷款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 固定资产贷款、 贸易融资和其他贷款 （如公司按揭贷款等）。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积极实施大中小客户并重的客户策略， 加大对铁路、 交通、 电力、 电信、 现代服务业、

可再生能源、 环保、 高新技术产业等优质行业的支持力度， 并控制向房地产、 政府融资平台、 “两高一剩”

等国家重点调控行业的贷款投放， 企业贷款的行业结构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在此基础上本公司扎实推进 “二

次转型”， 将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业务作为经营战略调整的重要举措。 截至报告期末， 本公司境内中小企业贷

款总额达

３

，

８８４．１８

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约

８００．４８

亿元； 境内中小企业贷款占境内企业贷款的比重达到

４９．７２％

， 比上年末提升

２．０４

个百分点。 同时， 中小企业贷款资产质量进一步提升， 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

１．４６％

， 比上年末下降

０．３７

个百分点， 小企业信贷中心不良贷款率持续为零。 小企业专营金融服务模式得到

社会和监管机构的认可， 先后获得 “

２０１０

年度深圳市金融创新奖一等奖第一名”、 江苏银监局和苏州银监分

局颁发的江苏省、 苏州市 “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等多项殊荣。

为推动中小企业业务发展， 本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 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专业化机构建设， 深化机构改革。 报告期内， 小企业信贷中心在全国新建了

１０

家分中心， 机构覆盖面扩展到长三角、 珠三角、 环渤海、 福建海西和泛长三角五大区域； 在超过一半的分

行建立了中小企业金融部一级部门， 采用风险内嵌的形式， 集业务推动和风险控制于一体， 大幅提高了中小

企业业务的市场开拓能力和审批效率， 有效促进了分行中小企业业务的发展。 截至报告期末， 小企业信贷中

心累计发放贷款

２７７．６２

亿元， 贷款余额

１８５．２５

亿元， 比年初增加

１３０．１３

亿元， 增长

２３６．０８％

； 有效客户数

３

，

１３５

户， 比年初增加

２

，

２０５

户， 增长

２３７．１０％

。

第二， 积极开展产品创新， 树立中小企业金融品牌。 本公司通过产品创新授权和通用融资产品研发， 全

力打造符合中小企业市场环境和经营特征的融资产品， 为中小企业提供个性化、 全方位的服务。 上半年， 本

公司设计了针对中小企业具体融资需求的 “助力贷”， 为中小企业提供可操作性强的融资产品， 帮助其突破

融资瓶颈并快速发展。 同时， 推出了知识产权质押贷、 机器设备按揭贷、 商铺租赁权质押贷、 品牌连锁贷等

新产品， 建立了以 “订单贷”、 “联保贷” 和 “专业市场贷” 为特色的产品体系； 建立 “小贷通” 品牌， 推出

“小企业专属融资解决方案”。 此外， 本公司针对创新成长型中小企业全面启动 “千鹰展翼计划”， 计划在三

年内， 每年在全国寻找

１

，

０００

家有创新成长特质的中小企业， 运用包括融资和投行业务咨询在内的综合化

金融服务， 使其获得更加快速的增长， 实现客户与本公司的共同成长。

第三， 加强中小企业贷款风险管理。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积极采取各项措施， 努力控制中小企业贷款风险。 本

公司出台了中小企业双签授权制度、 风险经理协同作业制度、 中小企业金融部派驻审贷官制度等重要规定；

在全行上线新一代信用风险管理系统， 针对不同类型小企业和不同业务种类， 设计适应性审贷模板和贷后检

查模板； 推进小企业信用风险全流程优化， 积极利用各种风险管理工具， 加强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的把控。

第四， 提升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定价能力。 在加快中小企业产品创新和加强风险管理的基础上， 本公司非

常重视提升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定价水平。 本公司通过产品创新和有效的风险管理， 不但降低了贷款的风险，

而且提高了贷款效率、 缩短了贷款流程， 同时使融资业务更加贴近市场和中小企业需求， 市场竞争力进一步

提高， 从而提升了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定价能力。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定价水平高于企业贷款

总体水平， 加权平均利率浮动比例较

２００９

年全年上升了

５．１２

个百分点。

银团贷款

本公司为了增强与同业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 分散大额信贷风险，

２０１０

年对银团贷款业务大力推动。 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银团贷款余额为

５９３．１７

亿元， 较年初增长

１５１．０９

亿元， 增幅达

３４．１８％

。

票据贴现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在综合考虑信贷总额、 流动性、 收益和风险的基础上， 对票据贴现业务进行有效推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票据贴现贷款余额为

６１０．３８

亿元。

企业客户存款

本公司注重提升企业客户存款的效益， 努力提高成本较低的活期存款在企业客户存款中的占比。 通过大

力发展网上企业银行、 现金管理业务等创新业务， 不断提高市场营销工作的质量， 有效促进了银企合作， 为

本公司带来了大量低成本的活期存款。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企业客户存款总额中， 活期存款占比为

５６．５６％

， 比上年末提高

２．１３

个百分点，

较定期存款占比高

１３．１２

个百分点。 较高的活期存款占比有利于降低存款的利息成本。

公司非利息收入业务

本公司在推动利息收入增长的同时， 努力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

２０１０

年外部市场环境相对

２００９

年好转，

非利息收入业务获得快速发展。 本公司大力促进债务融资工具承销、 财务顾问、 资产托管、 公司理财、 同业

理财、 第三方存管、 网上企业银行渠道、 现金管理、 商务卡、 养老金、 贵金属经营租赁等新型业务的市场开

拓， 继续保持国内及国际结算、 承兑、 担保承诺等传统业务收入的稳定与增长， 保证非利息收入来源的多元

化。 在持续加强产品创新的同时， 本公司强化了产品运行与合规管理， 提升了主要产品的品牌建设， 各项核

心产品的市场营销和客户应用指标取得了持续突破。

２０１０

年， 公司非利息收入为

６５．１８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６．０５

亿元， 增幅

６６．５７％

。

在网上企业银行方面， 客户规模迅速增长， 客户总数达到

１４７

，

６８９

户，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４３．４６％

， 网上

企业银行客户的实际应用进一步加强， 价值客户群体不断壮大； 综合柜面替代率达到

４５．０８％

， 居国内同业领

先水平。 发布网上企业银行

Ｕ－ＢＡＮＫ７

， 国内首家推出

３Ｇ

企业手机银行， 持续引领国内企业网银的创新潮

流。 网上企业银行已具备较强的盈利和销售能力， 有效支持全行公司业务发展， 充分体现出本公司的科技领

先优势。

在现金管理方面， 产品综合收益明显提高， 为本公司开发和锁定基础客户、 吸收扩大低成本对公结算存

款、 提高贷款客户授信额度使用率和周转率、 交叉销售其他公司和零售产品做出了贡献。 现金管理客户总数

达到

１４２

，

９３９

户， 现金管理客户对公存款余额超过

７

，

５００

亿元， 对公贷款余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亿元。 五度荣获

《亚洲货币》 “中国本土最佳现金管理银行”， 蝉联 《经济观察报》、 《首席财务官》、 《中国经营报》 “最佳

现金管理银行”。

在公司理财业务方面，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及时把握市场热点， 推出了点金账户、 理财产品质押等多项理财新

产品新服务， 产品投资方向涵盖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国债、 央票金融债、 银行承兑汇票及其他金融资产等。

２０１０

年全年实现公司理财销售

４

，

５０８

亿元， 公司理财业务已经成为本公司扩大非利息收入、 营销新客户、

提升品牌知名度的重要工具。 报告期内， 本公司公司业务实现代客理财收入

３．８３

亿元， 代理基金收入

５９０

万

元， 代理信托计划收入

１４０

万元， 代理保险收入

５０

万元。

在国际业务方面， 本公司抓住经济复苏机遇， 持续深化业务联动， 不断加大业务创新， 稳步推进业务发

展， 取得了良好的增长。 报告期内， 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超过

２８２

亿元， 市场份额占比

５．５３％

； 出口保理服务

质量在国际保理商联合会 （

ＦＣＩ

） 全球年会上蝉联全国第一， 全球第五， 排名较上年提升三位； 国际双保理

市场份额接近

２０％

， 较上年末大幅提高； 境内外、 离在岸联动结算业务增长强劲， 在总量中的占比达到

４０％

； 出口买方信贷及境外银团贷款取得重大突破， 全年对外签约项目

７

个， 签约金额合计近

７

亿美元。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完成国际结算量

２

，

２７３

亿美元， 结售汇交易量

９１５

亿美元， 累计发放贸易融资

１６７

亿美元，

其中叙做进口代付

２５

亿美元 （占贸易融资总额的

１５％

）， 运用福费廷业务办理资产转让

５

亿美元， 办理国际

保理

２４

亿美元， 实现国际业务非利息收入

２０

亿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公司国际结算、 结售汇、 外币存款市

场份额保持稳定。

在离岸业务方面， 本公司离岸存款、 贷款、 结算、 利润各项业务指标继续保持中资同业市场份额第一。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离岸客户存款为

４７．９３

亿美元， 比年初增长

２７．２０％

； 离岸客户信贷资产为

２４．２８

亿

美元， 比年初增长

８１．１９％

； 资产质量保持优良， 新增逾期及新增不良贷款均为零； 累计实现非利息净收入

３

，

６３１．８３

万美元， 比去年增长

８８．４９％

。

在同业业务方面，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同业存款余额

１

，

９８５．２０

亿元， 较年初增长

２２６．２１

亿

元， 增幅

１２．８６％

； 存放同业和回购型信贷资产受让等场外同业资产业务报告期末余额

２６８．２６

亿元， 较年初减

少

３０５．９４

亿元； 第三方存管客户数

３７８

万户， 其中新增客户

４１

万户， 第三方存管资金余额

１

，

０７１．５０

亿元，

第三方存管资金量排名同业第三位， 客户数排名股份制银行第一位； 通过同业渠道销售理财产品合计

１

，

８３５

亿元； 跨境人民币同业代理清算累计达

７０４

亿元， 累计开立清算账户

１９

户； 融资融券业务方面， 与三批试点

券商全部开展合作， 开户数累计

２

，

４２９

户， 位居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一位、 同业第三位； “一金通” 黄金业务

发展良好， 代理黄金交易开户数累计

３５．９９

万户， 交易量累计达

７２．７８

吨， 其中， 代理机构客户黄金交易量累

计达

２２．５０

吨。

在资产托管业务方面，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克服国内证券市场大幅波动的不利形势， 托管费收入、 托管资产和

托管存款创出历史新高， 实现托管业务利润

８．１１

亿元， 同比增长

６９．３１％

， 实现托管费收入

３．２１

亿元， 同比

增长

５５．０７％

； 托管资产余额

３

，

２０９．２３

亿元， 较年初增长

５４．２０％

； 托管日均存款

３００．４６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８．４２％

。 基金托管新增规模居行业首位， 新发托管基金规模名列行业第四， 各项托管指标及市场份额稳居中

小托管银行第一。

６Ｓ

综合业务平台荣获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创新奖， 被境内外权威媒体评为中国最佳托管专

业银行、 华尊中国资产托管市场创新客户满意首选品牌、 华尊中国资产托管最佳股份制银行、 私募基金 “金

阳光” 最佳创新奖。

在养老金业务方面，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养老金业务新增签约客户个人账户

１７．２８

万户， 新增签约受托资产

（含辅助受托）

４３．３８

亿元， 新增托管资产

７２．９３

亿元。

在投资银行业务方面，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实现了较快发展，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共实现

投资银行业务收入

１０．４３

亿元， 同比增长

７８．６０％

。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抓住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机遇， 加大

营销力度， 大力拓展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 全年共实现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收入

４．２８

亿元， 同比增长

７６．１３％

； 重点拓展并购重组、 私募股权、

ＩＰＯ

、 政府财务顾问等特色财务顾问业务， 共实现专项财务顾问业

务收入

６．１５

亿元， 同比增长

８９．８１％

。

在商务卡等产品业务方面， 通过公私联动营销， 截至报告期末， 全行商务卡等产品的全年累计发卡量达

１５３

，

７３４

张。 商务卡等产品在

２０１０

年全年总计收入

９

，

２６１．７４

万元， 同比增长

５６．１８％

， 其中， 实现境内交易

非利息收入

４

，

３１７．９７

万元， 境外交易非利息收入

１

，

０９５．１０

万元； 实现循环利息、 预借现金利息和滞纳金等

收入

３

，

８４８．６７

万元。

客户基础

本公司经过

２３

年的发展， 已拥有总量达

３９．２８

万户的公司类存款客户和

２．２１

万户的公司类贷款客户群

体， 其中包括国内的行业龙头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 中国政府机构、 金融机构以及财富

５００

强跨国企业， 并

加强对中小企业业务的开拓， 提升中小企业业务的比重， 形成大、 中、 小客户合理分布的客户结构。 同时，

本公司公司业务在产品和服务等方面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同， 保持了较高的满意度。

５．８．３

资金交易

经营策略

人民币投资方面： 在

２０１０

年年初， 本公司对国内外的宏观经济、 货币政策、 市场资金面状况以及

ＣＰＩ

走

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做出预测： 中国央行上半年政策变化的可能性较小， 加息、 提高准备金率等

紧缩政策在下半年出台的可能性较大。 为此， 本公司上半年以风险相对较小的浮息品种及中期品种逐步替代

风险较高的长期品种和收益较低的短期品种， 同时加大一级市场信用债的投资。 在下半年， 当中长期债券收

益率大幅下降后， 本公司果断地减持了部分长期固息债， 并抓住市场反弹机会， 成功调整了投资组合， 大幅

降低了组合久期。 截至报告期末， 人民币债券投资的平均久期为

２．６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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