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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投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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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整体经济逐步复苏， 信用利差逐步收窄。 基于此， 在严格控制信用风险的前提

下， 本公司适度增加了中长期信用类债券的投资， 从而获取了较高的利息收入。 此外， 本公司还积极设计包

括衍生产品在内的多种交易策略， 大力发掘市场套利机会， 并利用波段操作机会， 实现价差收入。 截至报告

期末， 外币债券投资的平均久期为

２．１７

年。

经营成果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本公司本外币债券组合折合年收益率

２．９１％

， 比

２００９

年下降

２６

个基点。 投资收益率下

降主要为浮息债券、 新增投资及到期再投资利率随市场收益率下降所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本公司买入返售

类资产和信用拆放等融资业务折合年收益率

２．４１％

， 比

２００９

年上升

９０

个基点。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末， 本公司自营投资规模达

３

，

７３８．４３

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６．２６％

。 此外， 本外币代客

资产管理规模折人民币为

１

，

７９７．５３

亿元， 比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４９．８３％

。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代客理财业务收入折

人民币

８．７９

亿元， 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７．３３％

。

业务拓展

２０１０

年， 在交易业务领域， 本公司积极探索通过加强业务创新、 提升报价能力、 优化平盘策略和改进交

易手段等方式实现持续、 稳定、 风险可控的长期盈利。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理财产品发行只数达

１

，

７６２

只， 理

财产品发行量达

１６

，

５１４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４．３７％

。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积极开展做市商业务， 其中， 在银

行间债券市场完成现券交割总量突破

１３

万亿元， 继

２００９

年之后继续名列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第一。

５．８．４

产品定价

贷款

本公司人民币贷款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 人民币公司贷款利率不能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

９０％

， 住宅按揭贷款利率不能低于基准利率的

７０％

， 外币贷款的利率一般不受中国法规所限制。

本公司根据借款人的财务状况、 抵押品的价值、 贷款用途及期限、 贷款成本、 信用和其他风险、 预期回

报率、 综合收益情况、 本公司的市场定位和竞争者的价格等为产品定价。 本公司使用自行开发的风险定价运

算器和对公客户综合收益分析报表系统， 以及自主编写 《产品定价手册》， 指导各种贷款产品的定价。 分行

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内部基准价格的一定范围内自行定价， 以便更有效率地开展市场竞争。

存款

根据现行中国法律及法规， 本公司活期和一般定期人民币存款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 但

本公司可根据资产和负债管理政策及市场利率状况， 向保险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提供协议定期存款。

中国人民银行已放开了对金融机构之间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管制， 本公司可以自主与金融同业客户协商定

价。 此外， 除以美元、 欧元、 日圆和港币为计价货币且金额少于

３００

万美元的外币存款外， 本公司可以自行

议定任何外币存款的利率。 银行间外币存款以及非中国居民外币存款的利率一般不受中国法规所限制。

非利息收入产品和服务定价

本公司各项中间业务的服务定价均遵循合理、 公开、 诚信和质价相符的原则， 合理测算成本， 并严格按

照监管机关的要求， 在执行有关服务价格标准前， 履行相应的报告和公示手续， 同时提供柜面、 电话、 网络

等渠道的查询。 制定 《招商银行中间业务服务价格管理办法》， 在总分行成立中间业务价格管理委员会， 下

设服务价格管理办公室， 专门负责服务价格的日常管理工作， 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分层级的监督检查机制。

５．８．５

分销渠道

本公司通过各种不同的分销渠道来提供产品和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在中国大陆的

８７

个城市设有

７３

家分行及

７４９

家支行，

２

家分行级专营机构 （信用卡中心和小企业信贷中心），

１

家代表处，

１

，

９１３

家自助银行，

８

，

１９３

台现金自助设备 （其中自助取款机

２

，

８６０

台， 自助循环机

５

，

３３３

台）， 一家全资子

公司———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在香港拥有永隆银行有限公司和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两家全资子公司，

及一家分行 （香港分行）； 在美国设有纽约分行和代表处； 在伦敦设有代表处。 另外， 本公司台北代表处已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正式设立。 本公司高效的分销网络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珠江三角洲地区、 环渤

海经济区域等中国相对富裕的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

本公司十分注重扩张和完善网上银行和远程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 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 有效分流了

营业网点的压力，

２０１０

年零售电子渠道综合柜面替代率达到

８２．４３％

， 公司电子渠道综合柜面替代率为

４５．０８％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网上个人银行累计交易

３３

，

１６６．７０

万笔， 同比增长

３４．５９％

； 累计交易金

额达

１０５

，

１９３．５４

亿元， 同比增长

９４．１５％

， 其中， 网上支付累计交易

２１

，

５３４．３９

万笔， 同比增长

３３．５４％

； 累

计交易金额达

９７７．３０

亿元， 同比增长

４０．７１％

。 网上企业银行

Ｕ－ＢＡＮＫ

累计交易

２

，

８５０

万笔， 同比增长

１０．５１％

。 远程银行方面，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通过远程银行营销基金等各类理财产品共计

５６７．４３

亿元， 快易财财电话总交易额达

２

，

９０３．８２

亿元， 新增活动客户数

９２．４

万户， 比同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本公司创新推出了

ｉＰｈｏｎｅ

版手机银行， 深受用户好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底， 下载量突破

３５

万， 用户评价及排名位居苹果公司财务类软件排行榜前列。

小企业服务方面，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小企业信贷中心共设立了

３０

家分中心， 其中在苏州、 杭州、

上海、 南京、 宁波、 北京、 东莞、 深圳、 厦门、 青岛、 福州设立了

１１

家一级分中心， 在南通、 温州、 无锡、

台州、 常州、 芜湖等设立了

７

家二级分中心， 在常熟、 张家港、 昆山、 瑞安、 江阴、 吴江、 宜兴、 太仓、 慈

溪、 余姚等设立了

１２

家三级分中心， 并着手筹建佛山、 泉州、 扬州分中心。 各分中心共建立了

６０

多支营销

团队， 在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都建立了小企业服务网络， 并向纵深拓展， 同时在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重点

城市建立了小企业金融服务基地， 探索在这些地区的专营服务模式。 与此同时， 小企业信贷中心根据自身的

特点， 通过与当地政府、 工商联、 商会、 协会等组织的合作， 推出了体现小企业特色 “伙伴工程” 服务渠道

品牌， 并着力将 “伙伴工程” 打造成 “客户发现的渠道， 风险防范的屏障， 经营客户的平台和服务品牌的载

体”， 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２０１０

年成功开展了 “伙伴工程” 全国巡回活动， 分别在北京、 上海、 深圳等

８

大

城市组织了专项活动， 进一步深化了当地 “伙伴工程” 建设。 今年全中心共组织开展 “伙伴工程” 相关活动

７６

场次， 参加人数超过

７

，

７００

人次， 吸收小企业俱乐部成员

２

，

０００

余户， 并聘请区域风险顾问

１５０

余名。

５．８．６

海外分行业务

香港分行

本公司通过于

２００２

年成立的香港分行提供海外银行服务， 包括公司及零售银行业务。 本公司香港分行

的公司银行业务主要是向客户提供存款和贷款， 汇款、 保理、 国际贸易融资及结算， 牵头或参加银团贷款，

参与同业资金、 债券及外汇市场交易。 零售银行业务主要为香港和内地的个人客户提供跨境电子银行服务，

特色产品为 “香港一卡通” 及 “香港银证通”。

“香港一卡通” 持卡人可以通过 “中国银联”、 “香港银通” 和 “易办事” 系统在香港、 中国内地及全球

ＡＴＭ

提取现金和

ＰＯＳ

机刷卡消费， 并享用香港、 中国内地和海外的柜台及网上汇款服务。 “香港银证通”

客户可通过网上银行及远程银行买卖港股， 尽享投资理财的便利。

２０１０

年， 香港分行凭借招商银行的品牌优势， 坚持境内外联动发展方向， 针对客户特定需求， 提供了

全面的产品和服务组合， 有效带动了中间业务的快速发展， 取得了良好业绩。

纽约分行

本公司纽约分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纽约麦迪逊大道

５３５

号正式对外营业， 这是继

１９９１

年美国颁布

《外资银行监管加强法》 以来第一个获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准入的中资银行。

本公司纽约分行主要定位于一家中美经贸合作的银行， 以中国 “走出去” 企业及投资中国的美国企业为

主要目标客户， 提供贴身跟随服务。 同时纽约分行在提升本公司管理国际化水平和全球化服务能力方面发挥

着窗口和平台作用。

纽约分行主要提供企业存款、 企业贷款、 项目融资、 贸易融资、 并购融资、 财务顾问、 现金管理、 美元

清算、 网上银行等服务。 纽约分行的网站和网上银行系统已分别于

６

月和

１２

月成功开通上线。

２０１０

年是纽约分行全面运转后的第二个完整年度， 基础建设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监管机构检查结果满

意， 财务指标超额完成， 实现当年拨备前收支平衡、 略有盈余， 业务模式逐渐成型。 纽约分行抓住美国金融

市场的变化给中资银行带来的机遇， 审慎开展了各项基础业务， 向一系列行业领先企业提供银团贷款和直接

贷款， 亦在中资企业 “走出去” 和外资企业 “引进来” 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为客户提供境内外一体化服

务， 力争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经营国际化所产生的全方位金融服务需求。

５．８．７

信息技术与研发

本公司高度重视

ＩＴ

建设和投入，

２０１０

年， 在保障信息系统安全运行的同时， 着力投入加强

ＩＴ

基础建设

和研发产能的提升， 大力提升基础管理水平， 为业务发展提供体系性保障。

在强化系统保障方面， 本公司信息系统运行总体平稳， 银联系统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保证全行业务正常

运营。 同时， 本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完成开发项目

１

，

３９９

项， 加快系统整合， 支持了重点业务和管理发

展需要。

在深化推进

ＩＴ

治理改革方面， 本公司着力提升基础管理， 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银行

ＩＴ

过程管理体系和风

险管理体系， 发布了 《招商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政策》， 提高

ＩＴ

管理专业化能力和精细化水平。

在加强

ＩＴ

基础建设方面， 本公司启动了第三代系统规划， 加快上海数据中心建设和杭州软件中心发展，

保障

ＩＴ

持续发展和业务支撑能力。

５．８．８

永隆集团业务

永隆银行简介

永隆银行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永隆银行”） 成立于

１９３３

年， 是香港具有悠久历史的华资银行之一， 秉

承 “进展不忘稳健， 服务必尽忠诚” 的宗旨向社会提供服务。 永隆银行及其附属公司 （以下简称 “永隆集

团”） 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存款、 贷款、 信用卡、 押汇、 汇兑、 期货及证券经纪、 投资理财、 保险业务、 金融租

赁、 物业信托、 受托代管等。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永隆银行注册资本为港币

１５

亿元。

永隆集团整体经营概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 永隆集团之综合税后溢利为港币

１３．４９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大幅增长

５２．５０％

， 主要由净利息收入所带动， 非利息业务收益亦有显著增加。 报告期内， 净利息收入为港币

１５．２９

亿

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１４．８２％

； 贷存比率为

６６．３３％

， 较

２００９

年底高

１０．８１

个百分点。 而全年之净息差为

１．３３％

，

较

２００９

年增加

３

个基点， 非利息收入为港币

１０．７５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上升

１８．９２％

； 其中服务费及佣金净收入

为港币

４．２６

亿元， 增长

１１．５９％

。 保险营业净收入港币

８

，

６８１

万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大幅上升

１６

倍。 外汇买卖收

益亦录得明显升幅， 整体收益为港币

２．８６

亿元， 增长

１１３．０７％

。 信贷损失之减值拨备为港币

８

，

５１８

万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９．３１％

。 营业支出为港币

１０．２８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减少

１０．７０％

， 主要由于在

２００９

年为处理雷曼迷

你债券事项作出额外拨备，

２０１０

年的成本收入比率是

３９．４９％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 永隆集团总资产为港币

１

，

３７０．７５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底增长

１６．８５％

； 净资产为港币

１２７．５０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底增长

１１．８０％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永隆集团资本充足比率为

１４．８７％

， 核心资本

充足比率为

９．６５％

， 报告期内流动资金比率平均为

４４．７０％

， 均高于监管要求。

永隆集团详细财务资料， 请参阅刊登于永隆银行网站 （

ｗｗｗ．ｗｉｎｇｌｕｎｇｂａｎｋ．ｃｏｍ

） 的永隆银行

２０１０

年度报

告。

存款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永隆集团存款总额为港币

１

，

０４２．５０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底增长

１２．９５％

。

各类存款中， 与

２００９

年底比较， 港币存款增加

２８．１７

亿元， 增长

４．６６％

； 美元存款折合港币后增加

４５．３２

亿元， 增长

３７．６２％

； 其他外币存款折算港币后增加

４６．００

亿元， 增长

２３．２６％

， 其中人民币存款倍增， 折合港

币增加

６１．２２

亿元， 大幅增长

３３６．８３％

。

永隆银行会密切关注市场发展， 制定相应措施， 如推广人民币存款产品， 以配合市场的需要。 同时会进

一步加强与招商银行的合作， 加大业务推广力度， 继续向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扩大客户基础， 提升联动效

益。

贷款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永隆集团客户总贷款 （包括商业票据） 余额为港币

７０５．１５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底

增长

３３．３８％

； 不良贷款比率为

０．６０％

， 整体贷款质量保持良好。

公司银行业务方面，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企业贷款总额为港币

３２５．９６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底增长

４８．０２％

。 报告期内， 永隆银行积极争取内保外贷、 银团贷款、 中港企业贷款、 双边贷款等业务， 取得理想成

绩。 为扩大收入来源， 永隆银行亦致力开拓非利息收入业务， 包括担任新股上市收票行、 上市公司派息行

等。 永隆银行会继续加强与招商银行的联动， 向境内外客户提供一站式融资服务， 以期增加客源。 同时， 向

客户大力推介交叉销售产品， 提高综合业务收益。

商业银行业务方面，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贷款余额为港币

２２．９１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底增长

１６２．７２％

，

主要增幅来自建筑及物业贷款。 永隆银行会大力支持由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推出的 「中小企融资担保计

划」， 以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同时重点推广 「远期信用证及人民币不交收远期外汇合约」， 以增加业务

量， 并提升贷款余额。 同时继续联同招商银行推出 「跨境人民币

／

票据融资保付贴现」， 以期进一步拓展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至于在租购及租赁业务方面， 由于汽车融资业务竞争激烈， 加上永隆银行预期制造业

会增购机械设备， 现正积极拓展设备融资业务， 以提升整体资金回报。

按揭及私人贷款业务方面，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贷款额港币

２５７．８８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底上升

３．１９％

； 其中住宅物业按揭分期余额为港币

８９．１１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底下降

５．４９％

。 永隆银行会密切关注市场的

发展， 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 制定具竞争力的贷款策略， 巩固市场占有率。 同时致力推广私人透支服务、 税

贷、 私人贷款等， 以扩大息差， 提升盈利能力； 为增加收入来源， 永隆银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中旬推出红酒抵

押贷款， 力拓高端客户市场。

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永隆集团债券投资余额为港币

２３９．７３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底下降

１６．９６％

。 期末永

隆集团外币 （含港币） 债券投资余额为港币

２３４．６８

亿元， 其中永隆集团持有与欧洲五国有关的债券合共市值

港币

５．１８

亿元， 债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底前全数到期。 约超过

９１．０５％

的外币债券 （含港币） 的信用等级都在

Ａ３

或以上， 风险较低。

财资

２０１０

年美元兑主要外币的波幅较大， 交易量增加， 同时受惠于人民币交易， 外汇交易收益为港币

１．２３

亿

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大幅攀升

７１．４１％

， 较预期理想。 外币找换收益为港币

４

，

４０５

万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１６．４９％

。

另外， 外汇掉期收益亦录得可观增幅。 整体外汇买卖收益增长

１１３．０７％

。

在招商银行大力支持下， 永隆银行抓紧人民币业务的发展机遇， 积极参与各项人民币相关交易， 并扩大

人民币非贸易项下客户基础， 以提升交易量及相关收益。 另永隆银行亦致力扩展自营盘， 开拓现货及期权的

自营交易， 以期增加收入来源。 此外， 公司交易组会根据市场变化， 向企业客户提供不同财资产品， 以吸纳

企业客户。

财富管理

２０１０

年永隆集团财富管理业务实现收益港币

３

，

０３５

万元， 较

２００９

年上升

５．９７％

。

永隆银行将继续大力发展 「金葵花」 理财服务， 向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为争取境内高端客户，

永隆银行加强与招商银行珠三角分行的联动， 已成功举办投资移民路演、 同时安排招商银行高端客户来港参

与特选客户活动， 藉此与其建立良好关系， 并介绍永隆银行的理财服务， 以增加业务拓展机会。 同时， 永隆

银行也积极开拓财富管理产品的类型， 以切合客户的财富管理目标及风险承受能力。 此外， 永隆银行也会继

续加强对销售人员的培训与产品的分析， 力求向客户提供专业化的理财服务， 提升永隆银行的形象。

信用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信用卡业务发卡总数逾

２４

万张， 与

２００９

年底相当； 应收账款为港币

３．８５

亿

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底下降

８．８９％

； 在大力推动商户收单业务下， 加上本地消费市场持续增长， 商号收单款项较

２００９

年大幅增长

２５．４２％

， 达港币

２９．０５

亿元。

永隆银行自发行全球首张钻石的 「

Ｌｕｘｅ Ｖｉｓａ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 信用卡及大中华区首张 「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ｒｄ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以来， 高端个人及公司客户正稳步增长。 永隆银行会进一步与招商银行加强联动， 优先落实深圳、

东莞、 上海、 北京和广州的优惠商户共享及香港联合促销活动， 向客户提供更多优惠， 刺激消费。 同时继续

推出不同形式的灵活套现及签账奖励计划， 以吸引及保留客户。

证券

２０１０

年永隆证券有限公司 （「永隆证券」） 实现佣金收入港币

２．１１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下降

１０．１２％

， 主要由

于上半年全球经济不利消息涌现， 投资意愿低迷。 踏入下半年， 在欧洲债务问题淡化、 公司业绩改善等有利

因素带动下， 全球股市形势逐渐转好， 成交渐趋活跃， 加上新股热潮刺激， 令永隆银行交易量逐渐回升。

为配合招商银行高端客户的投资取向， 永隆证券积极推出多项推广活动及优惠计划， 以吸纳新客户， 并

保留现有客户。 为向客户提供更高效及便捷的服务， 永隆证券推出各项崭新的服务， 包括网上开立证券账户

服务、 手机短讯通知新股认购结果及复盘服务等。 同时积极优化分行网络， 并增强员工的专业知识培训， 以

期向客户提供更优质服务。

保险

２０１０

年永隆保险有限公司 （「永隆保险」） 实现毛保费收入港币

５．９２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下降

１．９１％

； 而总

索偿额下跌

２０．２２％

至港币

３．２２

亿元， 承保盈余因而录得增长至港币

１

，

６９３

万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已大幅改善。

永隆保险目前更重视效益而非市场占有率， 业务得以平稳发展。 为增加整体收益， 永隆保险争取打造更

均衡的业务结构， 将进一步大力推动银行保险业务及个人保险业务。 永隆保险会继续积极与招商银行内外联

动， 扩大企业客户群， 增加相关收入。

分行

为扩大分行网络， 永隆银行网点新建和改造步伐不断加快， 将军澳新都城分行和观塘成业街分行已正式

开业， 澳门分行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正式开业。 目前永隆银行在香港设有总分行共

４１

间。

目前， 永隆银行在中国境内共设

４

间分支行及代表处， 在澳门设有一间分行， 另在美国洛杉矶及开曼群

岛各设有海外分行一间。

人力资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永隆银行雇员总人数为

１

，

７２６

人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

１

，

７１１

人）， 其中香

港占

１

，

５７５

人， 中国境内占

１０９

人， 澳门占

２３

人， 海外占

１９

人。

永隆银行整合工作进展情况

收购永隆银行以来， 本公司高度重视整合工作， 制定了周密的整合工作计划， 提出了境内外业务联动与

关键能力提升的整合工作思路和 “一年奠定基础、 三年明显见效、 五年取得成功” 的整合目标。

２０１０

年本公

司在这一思路和目标的指导下， 不断完善跨境业务推荐机制， 内外联动有序开展， 关键能力提升项目稳步实

施， 协同效应加速显现， 第二阶段的整合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一是业务联动快速发展， 协同效应加速显现。 本公司与永隆银行紧紧抓住跨境金融需求这条主线， 以客

户转介与内外联动为突破口， 在内保外贷、 外保内贷、 国际结算、 贸易融资、 金融市场交易、

ＩＰＯ

收款、 海

外代付、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见证开户、 财富管理、 信用卡优惠商户互换等多领域开展业务合作。 截至报

告期末， 本公司境内分行已向永隆银行成功推荐叙作对公贷款港币

１５６．８７

亿元， 对公存款港币

３５．４３

亿元，

实现对公业务中间收入港币

１．７５

亿元； 推荐叙作个人贷款港币

１．３７

亿元， 存款港币

１．３０

亿元， 管理总资产

余额港币

３．５９

亿元， 推荐客户证券交易量港币

１０．７２

亿元； 永隆银行和招商银行相互提供的香港与境内信用

卡优惠商户分别为

６７

家和

５２

家。 报告期内， 永隆银行成功推出了上市公司派息行服务、 “离岸汇款快线”、

“专业投资者计划”、 “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等特色创新业务， 并将 “见证开户” 服务延伸至珠三角以外的

其他地区， 进一步完善了金融产品体系。

二是营运管理不断加强， 关键能力稳步提升。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和新的管理理念， 在招商银行的持续推

动下， 永隆银行的内部管理流程和能力持续改善。 会计业务流程改造、 存款、 信用卡、 贷款和押汇流程简化

等工作均在顺利推进； 永隆银行远程银行服务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网点装修及网点形象建设工作持续推进，

新设了将军澳新都城分行和观塘成业街分行， 完成了旺角分行和尖沙咀分行金葵花中心的改造工程， 永隆银

行澳门分行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正式开业， 还推出了短信服务、 网上证券开户、 电子渠道

２４

小时连续服务，

重建了呼叫中心； 永隆银行

ＩＴ

系统建设正在围绕 “以跨境服务为特色， 打造一体化跨境服务平台” 的规划目

标顺利开展， 主机生产系统已顺利升级， 核心系统更换工作正在积极准备， 业务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改造开

发也取得了积极成果； 同时， 两行的沟通交流活动日渐增多， 文化融合逐步深入。

５．８．９

招银租赁业务

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招银租赁”） 是国务院首批试办的

５

家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之一，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成立， 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２０

亿元， 注册地上海， 由本公司全资设立。

招银租赁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 以航空航运、 电力电信、 采矿制造等行业大中型设备融资租赁和中小企业

融资租赁为主要业务发展方向， 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 资产管理、 投融资咨询等金融服务。

经过近三年努力， 招银租赁取得了良好起步和稳步快速发展。

２０１０

年， 招银租赁出色完成各项经营指

标， 为二次转型做出了独特贡献。 招银租赁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２．６６

亿元， 年末租赁资产总额为

２２５

亿元，

ＲＯＡ

和

ＲＯＥ

进入

９

家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的前三位， 供应商租赁资产余额达

１８

亿元， 专业的航空、 航运租

赁业务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５．８．１０

招银国际业务

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招银国际”） 是本公司在香港的全资附属公司。 目前， 招银国际及

其附属公司的主要业务范围包括投资银行业务、 证券经纪业务和资产管理及直接投资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招银国际注册资本港币

２．５

亿， 员工人数

７４

人。

２０１０

年， 招银国际引入投资银行专业团队， 取得全牌照业务资质， 并积极挖掘客户和项目资源， 成功实

现了境外

ＩＰＯ

保荐业务零的突破， 开拓了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新局面。 同时， 招银国际经纪业务快速增长，

资产管理业务稳健发展， 各项主营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业务空间进一步拓宽。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招银

国际资产总额港币

９．０１

亿元， 比年初增长

１０．１５％

； 净资产港币

３．７７

亿元， 比年初增长

１０．５６％

。

２０１０

年实现

营业收入港币

１４

，

３１４．０６

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２３．６４％

； 实现净利润港币

３

，

５２３．８１

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

长

６３８．７４％

。

５．８．１１

招商基金业务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招商基金”） 是由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基金管

理公司。 招商基金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１

亿元。 截至报告期末， 本公司持有招商

基金

３３．４％

的股权。 招商基金的经营范围包括发起设立基金、 基金管理业务和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招商基金总资产

７．６９

亿元， 净资产

５．６８

亿元， 员工人数

１８４

人， 共管理

１７

只

开放式基金、

４

个社保组合、

２２

个年金组合、

２２

个专户理财组合、

１

个

ＱＦＩＩ

组合， 合计管理资产规模近

６５０

亿元， 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约

１７０

亿元， 市场占有率明显提升。

２０１０

年， 招商基金开放式基金整体投资业绩处

于上升态势， 非公募产品投资业绩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２０１０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６６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１．８６％

； 实现净利润

１． ６３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１５．６０％

。

５．９

风险管理

５．９．１

信用风险管理

信用风险指借款人或相关当事人未按约定条款履行其相关义务形成的风险。 本公司的信用风险主要来源

于表内外信贷业务、 投融资业务等领域。 本公司致力于建设职能独立、 风险制衡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 并执

行覆盖全行范围的信用风险识别、 计量、 监控、 管理政策和流程， 确保本公司的风险和收益得到均衡。

总行风险控制委员会为本公司信用风险管理最高决策机构， 在董事会批准的风险管理战略、 政策及权限

框架内， 审议并决策全行重大信用风险管理政策。 本公司按照业务风险状况和权限体系对授信业务风险审核

进行分级审议， 决策机构包括： 总行审贷会、 总行专业审贷会、 分行风险管理委员会、 分行专业审贷会。 本

公司从业务发起、 尽职调查、 授信审批、 放款执行、 贷后管理五大环节， 构建流程化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

综合运用信贷政策制定、 准入核准、 分级审批、 信贷检查、 风险预警、 集团客户管理、 不良资产清收问责、

分类拨备、 内部评级等多种管理措施， 开发引进先进的风险量化模型工具及风险管理系统， 确保风险管理流

程的有效实施。 本公司根据监管要求， 对风险资产实施分类管理， 根据借款人的偿还能力， 结合担保人、 抵

质押物状况和逾期期限等因素， 在监管五级分类的基础上， 对信贷资产进行内部细化分类管理， 分类认定由

客户经理或风险管理人员发起， 按权限报经总、 分行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审核。

２０１０

年宏观经济已逐步复苏， 但在金融环境复杂多变、 多项监管政策从严出台的叠加影响下， 银行信贷

资产运行面临较大挑战。 本公司深刻认识当前信用风险的复杂性、 滞后性， 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货

币信贷政策， 紧紧围绕 “践行转型、 优化流程、 夯实基础、 提升管理” 的信用风险管理工作思路， 倡导积极

主动的风险管理文化， 以全流程优化和全面基础提升计划两个 “全面” 为重点， 增强风险管理的透明度和一

致性， 有效促进资本效率的提升。 报告期内， 本公司通过明确信贷政策准入边界与底线， 构建风险定价管理

体系， 推进风险经理协同作业和队伍建设， 完善统一授信及集团客户风险管理， 深化风险预警体系， 优化拨

备计提政策， 实施新一代信用风险管理系统上线， 全面夯实信用风险管理基础。 同时， 本公司认真贯彻监管

要求， 加强重点领域的风险监控： 根据中国银监会 “三个办法一个指引” 的管理规定， 持续加强信贷资金用

途监控， 扎实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解包还原和风险排查工作， 及时有效地采取压缩整改措施； 对房地

产贷款实施总量控制及从严管理的授信政策； 主动压缩退出高污染、 高耗能与产能过剩行业贷款， 风险资产

清收化解成效显著，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了信贷结构与资产质量的持续优化。

５．９．２

流动性风险管理

流动性风险指本公司无法满足客户提取到期负债及新增贷款、 合理融资等需求， 或者无法以正常的成本

来满足这些需求的风险。 本公司由总行通过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对流动性实行统一管理。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制定了 《招商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 建立了以限额管理为核心的流动性风险管理

体系。 本公司加快流动性风险管理系统的建设， 推进账户头寸系统、 资金业务管理系统功能优化和人行二代

系统流动性管理功能的开发， 为进一步提升本公司流动性管理水平打下良好的基础。 推进了流动性风险的并

表管理并发布 《招商银行流动性并表管理办法》， 自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季度开始定期分析报告流动性风险并表状

况。

２０１０

年， 国内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力度不断加强， 市场流动性在波动中收紧。 央行在保持适度宽松货币

政策基调不变的同时， 明显加强了流动性调控， 引导信贷均衡投放， 管理通胀预期。 本公司因应货币政策的

变动， 及时调整了流动性管理策略， 在加强宏观和市场分析的基础上， 加强主动管理， 合理调配资源， 促进

本外币资产负债的均衡拓展； 同时更加积极稳健地开展市场运作， 加强资金调度， 保证了本公司本外币流动

性的安全稳定。

５．９．３

市场风险管理

市场风险是指因汇率、 利率、 商品价格和股票价格等可观察市场因子的变动， 引起本公司金融工具的公

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变动， 从而可能蒙受损失的风险。 本公司的市场风险主要来自所持有的自营性交易活

动。 本公司遵循稳健、 审慎的市场风险管理原则， 在董事会设定的限额内有限度承担市场风险； 对于难以量

化、 难以评估风险的新业务以及新兴国家、 新兴市场等风险高发区域的业务采取严格的限制性介入策略， 市

场风险始终处于可承受范围内。

２０１０

年， 本外币金融市场均经历了较大波动。 人民币债市全年呈现过山车似的起落， 前三季度债市收益

率曲线平坦化， 并持续下行， 但

１０

月

１９

日央行宣布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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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币方面， 欧债危机的时断时续以及美联储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 使得跨境资

本流动十分活跃， 海外避险资金不断推低美国国债收益率， 各主要货币汇率波动也明显加大， 进入年底， 人

民币持续加速升值。

本公司对全年国内外的宏观经济、 货币政策、 市场资金面状况以及

ＣＰＩ

走势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 并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投资策略。 全年来看， 本公司的投资组合主要包括由中国政府、 央行、 中国政策性

银行以及获高信贷评级的大型中国企业和商业银行所发行的债务证券， 择机减持了信用债和外币债券， 整体

投资收益较为稳定， 市场风险各项指标表现良好。

５．９．４

利率风险管理

利率风险是指利率水平、 期限结构等要素发生不利变动导致银行账户整体收益和经济价值遭受损失的风

险。 本公司的利率风险来源包括基准风险、 重新定价风险、 收益率曲线风险和期权性风险， 其中基准风险和

重新定价风险是本公司主要的风险来源。 本公司利率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是， 遵循稳健的风险偏好， 在可承

受的利率风险范围内， 实现净利息收入和经济价值的平稳增长。 本公司主要采用情景模拟分析、 重定价缺口

分析、 久期分析、 压力测试等方法计量、 分析利率风险。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完成了 《招商银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计量办法》 等规章制度的制定， 至此搭建了包括管

理办法、 计量办法、 对冲流程以及相关工作制度的完善的政策制度体系。 本公司通过多种方式改进了风险计

量方法， 提高了风险计量水平。 本公司践行主动性、 前瞻性的利率风险管理， 研发设立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利

率风险对冲方案， 从资产负债表整体层面尝试利率风险对冲操作， 达到了预期的风险管理目标。 同时， 本公

司从资产负债的业务结构、 利率特性的调整出发， 在表内管理利率风险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本公司推进

了利率风险的并表管理， 自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季度开始定期分析报告利率风险并表状况。

２０１０

年， 中国人民银行两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其中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水平累计上升

０．５％

，

升息周期基本确立。 由于本公司的利率风险特征， 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对本公司净利息收入产生正面影响的

可能性较大。 本公司立足长远， 将进一步加强利率风险的管理， 实现净利息收入和经济价值的平稳增长。

５．９．５

汇率风险管理

汇率风险是指外汇及外汇衍生工具头寸， 由于汇率发生不利变化导致银行整体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 本

公司通过严格管控汇率风险敞口， 将汇率风险控制在本公司可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本公司主要采用外汇敞

口分析、 情景模拟分析、 压力测试和

ＶＡＲ

等方法计量、 分析汇率风险。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完成了 《招商银行汇率风险管理办法》 等规章制度的制定， 搭建了以限额体系为核心的

汇率风险管理政策框架。 本公司不断改进汇率风险计量方法， 提高汇率风险计量水平， 对汇率风险监测报告

进行了梳理， 搭建了全新的风险报告体系。 本公司推进了汇率风险的并表管理， 自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季度开始定

期分析报告汇率风险并表状况。

２０１０

年，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走势前稳后升， 年末人民币较年初累计升值

３％

左右。 面对汇率市场的剧

烈波动， 本公司予以了高度关注和及时处理， 运用各项措施， 调整外币资产负债结构， 管控外汇敞口和汇兑

损失。

５．９．６

操作风险管理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 员工、 信息科技系统， 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

本公司以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契机， 以完善操作风险管理框架体系为目标， 从管理制度、 管理流程、 管

理工具、 管理系统和资本计量等方面全面加强操作风险管理基础建设， 努力提升本公司操作风险管理的能力

和有效性。 报告期内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

１

、 本公司制定和发布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操作风险管理政策》 及配套管理制度， 进一步完善了

本公司操作风险管理制度体系， 规范了管理流程。

２

、 开发了操作风险管理工具， 完成了在总行业务条线部门和部分分行的试点工作， 编制了主要业务及

产品的操作风险控制手册。

３

、 全力推进操作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测试工作， 以不断提升本公司操作风险管理的电子化水平，

操作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已上线试运行。

４

、 根据中国银监会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监管资本计量指引》 中 “标准法” 的规定， 组织对集团及法人

口径的操作风险监管资本进行了两次定量测算。

５．９．７

合规风险管理

合规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因没有遵循法律、 规则和准则而可能遭受法律制裁、 监管处罚、 重大财务损失和

声誉损失的风险。 本公司合规风险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健全合规风险管理体系， 实现对合规风险的有效识

别和管理， 促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确保依法合规经营与稳健发展。

本公司遵循中国银监会 《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 及巴塞尔委员会 《银行与银行内部合规部门》 的

原则和要求， 贯彻执行本公司 《合规政策》， 建立了完整、 有效的合规风险管理体系， 完善了由合规管理委

员会、 合规负责人、 合规官、 法律与合规部门、 各管理条线与合规督导官组成的网状管理组织架构， 健全了

合规风险管理三道防线和双线报告机制， 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合规风险管理工作机制、 防控技术和管理程

序， 实现对合规风险的有效管控。

２０１０

年度， 本公司采取的主要合规风险管理措施有：

１．

提升风险管理技术。 开发并全面运行了合规风险管理系统， 建立了合规风险点库与合规事件库， 有效

提高了风险管理效率。

２．

加强重点领域合规管控。 制定并执行风险为本的 《

２０１０

年全行合规风险管理计划》， 加强重点领域和

创新业务的合规风险管理， 开展合规检查与测试， 促进合规风险防范长效机制建设。

３．

推进组织体系建设。 建立分行合规官准入审查机制， 细化合规官对业务的介入和一票否决权的行使流

程， 加强法律合规部门对合规官决策的专业支持作用， 促进体系内各组织机构充分发挥合规风险管理作用。

４．

开展合规教育培训。 本公司建立了覆盖全员、 分层实施、 与业务经营管理紧密结合的合规管理培训机

制， 全员的合规守法意识普遍提升。

５．９．８

声誉风险管理

声誉风险是指由本公司经营、 管理及其他行为或外部事件导致利益相关方对本公司负面评价的风险。

声誉风险管理作为公司治理及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覆盖本公司的所有行为、 经营活动和

业务领域， 并通过建立和制定声誉风险管理相关制度和要求， 主动、 有效地防范声誉风险和应对声誉事件，

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和负面影响。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在声誉风险管理方面， 一是完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办法》， 确立了

全行参与的声誉风险组织管理体系， 对声誉风险管理的管理机制与方法、 管理程序与工具、 风险分类和分

级、 声誉事件应对与处置、 事后评价与责任追究等作了界定， 进一步完善了本公司声誉风险管理的组织体

系； 二是开发了声誉风险管理系统， 系统以声誉风险全面管理为构架， 覆盖声誉风险事件关联的单位与风险

点， 有助于各领域、 各环节的有效衔接， 有效防范声誉风险； 三是加强了声誉风险宣传教育， 组织相关声誉

风险防范及应对的培训， 引导员工主动维护银行声誉， 将声誉风险管理文化渗透至每个作业岗位及环节。

５．９．９

反洗钱管理

反洗钱是本公司应尽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 本公司高度重视反洗钱工作， 建立了专业的反洗钱工作队

伍， 制订了比较完善的反洗钱工作制度和业务操作规程， 开发运行了名单数据库及过滤系统、 大额交易和可

疑交易监测报送系统。

报告期内， 本公司遵循 “了解你的客户” 原则， 贯彻风险为本的理念， 在全行开展了离在岸客户梳理及

以 “三类客户” 为重点的客户尽职调查工作； 加强可疑交易数据的监测分析， 减少无效可疑交易报告， 提高

可疑交易报告质量； 以提高可疑交易报告的有效性为重点， 持续地开展反洗钱培训。

５．９．１０

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中国银监会发布 《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 正式决定

２０１０

年、 最迟宽限到

２０１３

年对首批商业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进行监管。 出于国际化战略和提升经营管理的内在需要， 本公司将争

取成为中国首批被银监会批准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之一。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向中国银监会提出新资本协议实施预评估申请，

３

月接受中国银监会新协议实施预

评估工作组的现场检查。

１０

月， 中国银监会正式发布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招商银行新资本协议实施预评估

意见书的通知》， 对本公司在丰富风险管理职能、 完善配套政策流程、 优化风险量化管理工具、 提高风险管

理水平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希望本公司继续巩固新协议实施成果， 全面满足新资本协议要

求。 目前， 本公司正在统筹规划， 全力推进中国银监会预评估意见的落实工作， 积极准备正式申请的各项资

料。 本公司将根据中国银监会最终确定的正式申请时间， 提交实施新协议的申请。

本公司在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的实施目标如下：

１．

第一支柱： 在信用风险方面， 将使用内部评级法， 覆盖资产范围将包括公司风险暴露、 零售风险暴露、

金融机构风险暴露； 在市场风险方面， 将使用内部模型法； 在操作风险方面， 将使用标准法。

２．

第二支柱： 本公司将建立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 定期向监管当局提交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情况报告。

３．

第三支柱： 本公司将按照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指引》 中的要求做好对外披露的各项基础准

备工作， 并在中国银监会正式审批后开始向市场披露相关信息。

５．１０

外部环境变化及应对措施

５．１０．１

经营环境、 宏观政策变化及其影响

从宏观经济看，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将成为 “十二五” 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 我国银行业长期赖以生

存的经济高增长、 信贷高投放的经营环境渐行渐远， 信贷投放的领域、 结构和质量将受到深刻影响； 随着市

场化、 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各种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增多， 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变数随之加大， 商业银行

经营管理决策需要考量和适应的变量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 从金融制度看， 央行已明确释放 “十二五” 期

间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号， 这将导致利差逐步收窄， 商业银行将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 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在未来几年将持续升值， 银行面临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随之加大。 面对挑战， 本公司将通过实施管

理变革深化二次转型， 把握机遇、 开拓创新， 确保各项业务平稳健康发展。

１

、 加息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等政策对本公司业务的影响

２０１０

年

４

季度， 人民银行先后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 其中， 活期存款基准利率未发生变动，

１

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上升

５０ＢＰ

，

１

年期贷款利率上升

５０ＢＰ

。 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对本公司息差水平产生正面影响：

一方面， 由于本公司贷款重定价期限相对较短， 加息对市场利率推动， 使资产业务收益率显著受益于加息过

程； 另一方面本公司活期存款占比较高， 加息对存款成本率的冲击相对较小。

２０１０

年， 人民银行先后

６

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收紧市场流动性。 因本公司流动资产占比相对较

高， 对本公司流动性影响相对较小。 为适应货币政策变化， 本公司积极推进二次转型， 主动调整资产负债结

构， 不断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 并有效防范了流动性风险。

２

、 关于动态拨备监管新政

为顺应巴塞尔委员会监管规则的变化， 以及审慎管理的要求， 中国银监会提出了实施动态拨备率监管新

工具的要求， 但具体实施指引目前尚未正式公布， 实施标准与达标进度要求等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本公司

一直坚持合规、 审慎、 充足的拨备政策， 信贷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现状与本行风险资产的结构及质量相适应，

并符合目前适用的会计准则及监管政策的相关要求。 随着动态拨备监管新政的实施， 预计短期内本公司信用

成本会有所提高， 但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不会对经营带来重大影响。 本公司将根据最终颁布的监管要求， 兼

顾会计准则的规定， 及时调整拨备计提政策。

３

、 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

２０１０

年中央各部委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管控政策， 要求清理规范平台公司， 加强

平台融资项目管理， 按项目自身现金流覆盖情况实施分类处置， 并对商业银行发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

总量控制、 新增投向、 到期还贷、 风险分类、 拨备计提、 资本计量等各个风险管控环节， 提出了更加明确、

严格的监管要求， 长远看对中国银行业长期、 稳定健康发展， 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公司充分认识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存在的自偿性风险与合规性风险， 严格遵循监管规定， 认真

执行 “逐包打开， 逐笔核对， 重新评估， 整改保全” 的清查流程， 扎实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全面自查

清理工作， 积极落实 “统一会谈、 三方签字、 四方备案” 等分类处置流程， 加大存量贷款结构调整力度， 根

据贷款现金流覆盖情况及项目风险状况， 及时调整贷款风险分类并增提减值准备， 准确评估及抵补风险损

失； 同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实行限额与名单制双重管理， 由总行集中审批授信及放款核准， 有效防范

并化解此类贷款的风险。 报告期内， 本公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总量得到控制， 结构持续优化， 资产质量

保持稳定、 良好。

５．１０．２

经营中关注的重点问题及措施

１．

关于资本管理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资本管理坚持贯彻战略转型要求， 着力完善资本计量、 优化经济资本配置、 强化资本约

束， 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 资本回报得到有效提升。

２０１１

年， 本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资本管理， 提升风险识别

和计量能力， 完善资本计量和监测， 不断优化资产结构和盈利结构， 提高资本内生能力； 同时强化资本绩效

管理， 优化内部经济资本配置方案， 深化经济资本对业务的引导作用。

２．

关于净息差的发展趋势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加快推进二次转型， 不断提高风险定价能力，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并受益于外部形势的

变化， 本公司净息差为

２．７１％

， 比上年提高

４３

个基点， 升幅显著。

２０１１

年， 本公司将深入推进二次转型， 持

续提升贷款风险定价水平， 着力加强负债成本控制， 同时积极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扩大加息对净息差的正面

影响， 并加强利率风险的主动管理， 促进净息差水平的平稳提升。

３．

关于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优化收入结构是本公司战略转型的重要方向。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充分挖掘原有渠道和产品的潜力， 积极创

新新产品和新渠道， 以优质服务和主动营销克服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在信用卡手续费、 代理保险等拉动下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将进一步促进收入结构优化， 紧紧抓住市场机遇， 积极创新跨境人民币结算、 现金管理、

超级短融等产品， 努力拓展并购贷款和投行业务等业务， 不断强化信用卡、 代理基金、 代理保险等产品的竞

争优势， 并通过不断强化预算管理， 加强对中间业务的考核， 突出中间业务的价值导向， 不断促进收入结构

优化。

４．

关于成本控制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高度重视对成本费用的控制， 不断完善财务管理规章制度， 狠抓财务规范化管理， 通过

预算工具强化成本约束机制， 不断细化财务费用管理内容， 规范会计核算科目， 提升费用管理精细化水平，

全年成本收入比有较大幅度下降， 费用效率显著提升。

２０１１

年， 本公司将进一步通过预算管理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增强预算约束， 提高费用管理的精细化水

平， 同时通过科学分析加强对全成本的管理， 深化网点投入产出分析， 提升网点效率，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提升人员效能， 突出费用的效率评估， 完善事后评价机制。

５．１０．３

二次转型

１．

二次转型的背景与动因

２００９

年， 面对资本约束日益增强、 直接融资快速发展、 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等外部挑战， 为顺应现代银

行业的发展趋势， 本公司在继续深入推进一次转型， 即加快发展零售业务、 中间业务和中小企业业务， 实施

经营战略调整的基础上， 在国内同业中率先提出转变经营方式， 进行二次转型。 具体来说， 本公司提出并实

施二次转型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急剧变化的经营环境。 近年来， 从经济运行到宏观调控， 从资本约束到监管政策，

从直接融资到利率市场化， 从客户需求到同业竞争， 商业银行所处的经营环境正在并且还将发生急剧而深刻

的变化， 只有切实提升管理， 实施转型， 才能有效应对。

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 信贷、 费用、 人力等要素资源投入的刚性约束已成为未

来的常态， 过去那种依靠大量资源投入的外延粗放型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 不进行二次转型， 就没有出路，

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是为了更好地形成和巩固自身的业务特色。 在一次转型中， 本公司已经在零售业务、 中间业务、 中小

企业业务发展方面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二次转型， 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与条件下继续巩固一次转型

成果， 在更加注重资源使用效率的基础上， 进一步突出特色， 发挥优势。

２．

二次转型的内涵和目标

二次转型是相对一次转型而言的， 是指在深入推进经营战略调整的基础上， 加快实现由主要依靠增加资

本、 资源消耗的外延粗放型经营方式向主要依靠管理提升、 科技进步和员工效能提高的内涵集约型经营方式

的转变。 二次转型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经营效益的最大化， 保证盈利的持续稳定增长， 具体目标是降低资本消

耗、 提高贷款风险定价、 控制财务成本、 增加价值客户、 确保风险可控。

３．

二次转型的成效分析

２０１０

年是全面实施二次转型的第一年， 面对复杂形势， 本公司扎实推进 “二次转型”， 取得了良好的阶

段性成效， 主要表现在：

●

资本使用效率持续提高。 本公司通过加强信贷规模调控、 深化经济资本管理、 大力发展低资本消耗业

务、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等措施， 实现了资本使用效率的有效提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公司风险调整后的资

本回报率 （

ＲＡＲＯＣ

， 税后利润） 为

２０．２３％

， 比上年提高

２．１８

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率为

１１．２１％

， 比年初增加

１．１６

个百分点； 核心资本充足率为

８．７０％

， 比年初增加

１．３４

个百分点；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ＲＯＡＥ

） 为

２０．３８％

， 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６０

个百分点。

●

贷款风险定价水平明显提高。 本公司通过明确贷款定价政策、 加强贷款定价考核、 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及提升综合化服务等有力措施， 实现了贷款风险定价水平的明显提高。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公司新发放人民

币一般性批发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按发生额加权， 下同） 浮动比例较

２００９

年全年上升了

３．８０

个百分点； 新

发放人民币零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浮动比例较

２００９

年全年上升了

２０．０７

个百分点。

●

费用效率和人工效能不断提高。 本公司从费用管理、 资源整合、 流程改造等多方面加强成本费用管理

和人力资源管理， 着力提升费用效率和员工效能， 并已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公司营业费用列

支

２７１．４４

亿元， 增幅

２５．１６％

， 比营业净收入增幅低

１４．２４

个百分点； 成本收入比为

３９．７９％

， 较

２００９

年下降

４．５２

个百分点； 人均净利润

５９

万， 较

２００９

年提高

２８．２６％

； 网均净利润

３

，

１２６

万元， 较

２００９

年提高

２５．６４％

。

●

高价值客户占比稳步提高。 本公司加强资源整合与客户精细化管理， 积极推动业务联动与交叉销售，

深化客户经营， 不断提高高价值客户占比及综合贡献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公司月日均总资产在

５０

万元以

上的零售客户

６７．０１

万户， 高价值零售客户数占比由年初的

１．３１％

提升至

１．４８％

。 新增综合收益达

１０

万元以

上的公司客户

３７

，

０１８

户， 高价值公司客户数占比由年初的

６．７６％

提升至

８．７０％

， 其价值贡献占比由上年同

期的

９２．９７％

提升至

９３．７６％

。

●

确保风险可控。 本公司积极推进信用风险全流程优化， 不断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本

公司不良率为

０．６９％

， 比年初下降

０．１４

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生成率 （含信用卡） 为

０．１６％

， 比

２００９

年下降

０．１

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

３０８．６９％

， 比年初上升

５５．４４

个百分点。

５．１１

前景展望与措施

２０１１

年， 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十分复杂多变。 从国际看， 世界经济有望继续恢复增长， 但国际金融危机

的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 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 发达经济体内生增长动力尚需强化、 失业率居高不

下、 主权债务风险加大， 金融系统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进程不一， 全球经济复苏的曲折性和不平衡

性进一步显现； 从国内看， 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但面临物价上行压力加剧、 进出口周期性回落、 热

钱涌入和资产泡沫的威胁进一步扩大等严峻挑战， 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

尽管复杂的经营环境对本公司经营管理构成了诸多考验， 但当前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日趋旺盛、 消费信贷

需求日渐活跃、 小企业经济蓬勃发展、 中西部经济快速崛起、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跨境人民币业务需

求迅猛增长、 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渐兴起等新趋势， 也孕育着许多新的业务与盈利增长点。

面对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 本公司将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最好的商业银行为使命， 按照 “面

向未来、 把握机遇、 开拓创新、 持续发展” 的工作指导思想， 以管理变革深化二次转型， 着力推进包括客

户、 资本、 风险、 产品、 考核、 组织、 渠道、 运营等在内的八大体系建设， 加快经营方式的彻底转变。 根据

当前经营环境，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自营贷款计划新增

２

，

１００

亿元左右， 自营存款计划新增

３

，

０００

亿元左右。 本

公司

２０１１

年拟采取的经营措施为： 一是深化资产负债管理， 努力提高风险定价水平， 加强重点费用项目管

控， 促进效益稳步提升。 二是狠抓企业存款营销， 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绿色环保产业等信贷需求， 加

快拓展中小企业业务， 合规开展资产经营， 推动批发中间业务快速增长， 努力扩大客户基础， 着力增强批发

银行竞争优势。 三是加快发展财富管理业务， 深化零售高净值客户经营， 有效提高个贷业务综合贡献， 巩固

和提升信用卡领先优势， 打造零售银行低成本运营模式， 持续改善零售业务盈利能力。 四是全面加强信用风

险、 流动性风险、 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管理， 强化内控合规建设， 全力做好新资本协议实施申请前的各项

准备。 五是切实抓好

ＩＴ

管理工作， 组织落实流程优化三年规划。 六是加大员工培训与人力资源管理力度，

进一步提高员工效能。 七是持续推进永隆银行整合工作， 稳步推动国际化综合化经营。

第六章 股本结构及股东基础

６．１

报告期内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报告期内变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数量 （股） 比例 （

％

） 配股增加 （股） 数量 （股） 比例 （

％

）

一、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

二、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

，

１１９

，

４９０

，

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２

，

４５７

，

１１８

，

８６９ ２１

，

５７６

，

６０８

，

８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１５

，

６５８

，

８９０

，

０１６ ８１．９０ ２

，

００７

，

２４０

，

８６９ １７

，

６６６

，

１３０

，

８８５ ８１．８８

２

、 境内上市外资股

－ － － － －

３

、 境外上市外资股 （

Ｈ

股）

３

，

４６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１０ ４４９

，

８７８

，

０００ ３

，

９１０

，

４７８

，

０００ １８．１２

４

、 其他

－ － － － －

三、 股份总数

１９

，

１１９

，

４９０

，

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２

，

４５７

，

１１８

，

８６９ ２１

，

５７６

，

６０８

，

８８５ １００．００

截至报告期末， 本公司股东总数

７３８

，

８５１

户，

Ｈ

股股东总数

４１

，

７１５

户，

Ａ

股股东总数为

６９７

，

１３６

户，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东。

基于公开资料并就董事所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一直维持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

（“《上市规则》”） 所要求的公众持股量。

６．２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期末

持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股份

类别

报告期内增减

（股）

持有

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

质押或

冻结

（股）

１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 有

限公司 （

１

）

／ ３

，

８４６

，

３７１

，

３３９ １７．８３ Ｈ

股

４４１

，

１９２

，

７６６ － －

２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２

，

６７５

，

６１２

，

６００ １２．４０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３１１

，

０２６

，

２２８ － －

３

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 总公

司

国有

法人

１

，

２８４

，

１４０

，

１５６ ５．９５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１４７

，

７３２

，

９３８ － －

４

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

法人

６３６

，

７８８

，

４８９ ２．９５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７３

，

２５８

，

８５３ － －

５

广州海运 （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６３１

，

２８７

，

８３４ ２．９３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７２

，

６２６

，

０３４ － －

６

深圳市楚源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

法人

５５６

，

３３３

，

６１１ ２．５８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６４

，

００２

，

９８２ － －

７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３８３

，

４４５

，

４３９ １．７８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４４

，

１１３

，

１９２ － －

８

上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３６８

，

０７９

，

９７９ １．７１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４２

，

３４５

，

４８４ － －

９

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３０１

，

５９３

，

１４８ １．４０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３４

，

６９６

，

５５７ － －

１０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２５８

，

４７０

，

７８１ １．２０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２９

，

７３５

，

５７７ － －

１０

中国海运 （集团） 总公司

国有

法人

２５８

，

４７０

，

７８１ １．２０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２９

，

７３５

，

５７７ － －

１０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

法人

２５８

，

４７０

，

７８１ １．２０

无限售

条件

Ａ

股

２９

，

７３５

，

５７７ － －

注： （

１

）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 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 有限公司

交易平台上交易的招商银行

Ｈ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

（

２

） 上述前

１０

名股东中，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楚源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同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广州海运 （集团） 有限公司是中国海运 （集团） 总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其余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

３

）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完成

Ａ

股、

Ｈ

股配股， 配股比例为每

１０

股配

１．３

股。

第七章 董事、 监事、 高管、 员工和机构情况

７．１

董事、 监事和高管人员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职务 任 期

年初

持股

年末

持股

报告期内从本

公司领取的税

前报酬总额

（人民币万元）

是否在股

东单位或

其他关联

单位领取

傅育宁 男

１９５７．３

董事长、 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０

是

魏家福 男

１９５０．１

副董事长、 非执行董

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０

是

李引泉 男

１９５５．４

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０

是

付刚峰 男

１９６６．１２

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０

是

洪小源 男

１９６３．３

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０

是

孙月英 女

１９５８．６

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０

是

王大雄 男

１９６０．１２

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０

是

傅俊元 男

１９６１．５

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０

是

马蔚华 男

１９４８．６

执行董事、 行长兼

首席执行官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５３１．００

否

张光华 男

１９５７．３

执行董事、 副行长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３４６．７０

否

李 浩 男

１９５９．３

执行董事、 副行长

兼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３４４．４０

否

武捷思 男

１９５１．１０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６－

根据政策

法规要求而调整

０ ０ ３０．００

否

衣锡群 男

１９４７．８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３０．００

否

阎 兰 女

１９５７．１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３０．００

否

周光晖 男

１９５２．８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６－

根据政策

法规要求而调整

０ ０ ３０．００

否

刘永章 男

１９５６．１２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６－

根据政策

法规要求而调整

０ ０ ３０．００

否

刘红霞 女

１９６３．９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６－

根据政策

法规要求而调整

０ ０ ３０．００

否

韩明智 男

１９５５．１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１３３．５０

否

朱根林 男

１９５５．９

股东监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０

是

胡旭鹏 男

１９７５．１０

股东监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０

是

温建国 男

１９６２．１０

股东监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０

是

李江宁 男

１９５９．４

股东监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０

是

邵瑞庆 男

１９５７．９

外部监事

２０１０．６－

根据政策

法规要求而调整

０ ０ ３０．００

否

施顺华

（

１

）

男

１９６２．１２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１．３ ０ ０ ２８４．８０

否

杨宗鉴 男

１９５７．４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２２１．３０

否

周启正 男

１９６４．１１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２１０．８０

否

唐志宏 男

１９６０．３

副行长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３２０．５０

否

尹凤兰 女

１９５３．７

副行长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３２０．４０

否

丁 伟 男

１９５７．５

副行长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３１８．３０

否

朱琦

（

２

）

男

１９６０．７

副行长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０

是

汤小青 男

１９５４．８

纪委书记

２００８．１２

至今

０ ０ ３２０．４０

否

王庆彬

（

３

）

男

１９５６．１２

行长助理

２００９．５－２０１１．３ ０ ０ ２６７．９０

否

徐连峰 男

１９５３．２

技术总监

２００１．１１

至今

０ ０ ２１２．８０

否

范鹏

（

４

）

男

１９５３．２

审计总监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１．３ ０ ０ ２１５．１０

否

兰 奇 男

１９５６．６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０ ２１２．８０

否

注：

１

、 本公司职工监事施顺华先生因工作原因，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辞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２

、 朱琦先生在本公司附属公司永隆银行领取薪酬。

３

、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聘任王庆彬先生为招商银行副行长。

４

、 因审计总监范鹏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６

日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决议免去范鹏先生招商银行审计总监职务。

５

、 本公司全薪履职的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税前薪酬总额仍在确认过程中， 其余部分待确认发放

之后再另行披露。

７．２

董事、 监事及高管考评激励机制及年度报酬情况

本公司根据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报酬的决议》， 为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提供报酬； 根据 《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为执行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提供报酬； 根据公司员工薪酬管理办法为职工监

事提供报酬。 本公司股权董事和股权监事不在本公司领取任何报酬。

本公司监事会根据 《监事会对董事履行职务情况评价办法 （试行）》， 通过审阅董事年度履行职务情况报

告对董事进行评价； 董事会通过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和高级管理层的

Ｈ

股股票增值权计划的考核

标准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核。

本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详情， 请参阅本报告

７．１

节。

７．３

报告期内

Ｈ

股增值权激励计划

为进一步建立、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将股东利益、 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有效结合起来， 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Ｈ

股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本公司董事会分别组织实施了该计划的第一期、

第二期和第三期的授予， 详情请参阅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Ｈ

股配股和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本公司根据规定对第一期、 第二期和第三期

Ｈ

股股

票增值权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 有关调整详情请参阅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及

本公司网站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实施了第四期

Ｈ

股股票增值权的授予，

详情请参阅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７．４

报告期内聘任及离任人员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于本年度完成换届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及外部监事的议案》、 《关于增

补一名招商银行外部监事候选人的提案》。 根据上述议案决议， 丁安华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 付刚峰新当选

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其任职资格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获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局核准， 董事会其他

成员无变化； 韩明智、 胡旭鹏、 温建国新当选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韩明智监事会主席任职资格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获中国银监会核准。 史纪良、 董咸德不再担任本公司监事， 监事会其他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

无变化。

报告期内， 本公司职工民主选举施顺华、 杨宗鉴、 周启正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周松不再担

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和第八届监事会成员的相关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和本公司网站。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秦晓先生因年龄原因荣休， 辞任招

商银行董事、 董事长职务， 会议推选傅育宁先生任招商银行董事长。

７．５

员工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共有在职员工

４３

，

０８９

人， 其中管理人员

１３

，

２２５

人， 业务人员

２８

，

６４０

人， 支持保障

１

，

２２４

人。 员工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为

４１

，

８８２

人， 占比

９７．２０％

。 目前有退休员工

１５８

人。

７．６

分支机构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稳步推进分支机构建设， 报告期境内有

２１

家分行获准开业， 分别是： 淮南分行、 镇江分

行、 丽江分行、 淄博分行、 乐山分行、 营口分行、 衡阳分行、 临沂分行、 洛阳分行、 中山分行、 贵阳分行、

银川分行、 泰州分行、 襄阳分行、 石家庄分行、 晋城分行、 安阳分行、 鞍山分行、 红河分行、 济宁分行、 惠

州分行。 另有

１０

家分行获批筹建， 分别是： 珠海分行、 泸州分行、 徐州分行、 龙岩分行、 上饶分行、 滨海分

行、 东营分行、 马鞍山分行、 漳州分行、 柳州分行。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本公司台北代表处经台湾金融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筹建，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正式设立。

２０１１

年， 本公司的分支机构建设规划将坚持 “把握节奏、 注重效能、 保证质量、 突出重点” 的基本原

则， 重点发展二级分行和县域支行， 继续扩大同城支行和自助设备在城区的覆盖面， 继续稳步推进分支机构

的建设。 在区域布局方面， 将继续深度开发长三角、 珠三角、 环渤海经济圈三大地区市场， 进一步强化本公

司在这些重点区域的发展优势， 增强区域竞争力。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分支机构情况表如下：

机构名称 营业地址 邮编

机构

数量

员工人数

（人）

资产规模

（百万元）

总行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５１８０４０ １ １

，

９８３ ７９７

，

５１１

深圳分行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２

号

５１８００１ ７０ ２

，

９４９ １３４

，

１９７

惠州分行 惠州市江北文明一路

３

号

５１６０００ １ ２８ －

上海分行 上海市浦东陆家嘴东路

１６１

号

２００１２０ ５７ ２

，

５３２ １１９

，

０８２

武汉分行 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

５１８

号

４３００２２ ２３ １

，

１９８ ３９

，

９０８

宜昌分行 宜昌市夷陵路

７０

号

４４３００２ ５ １３７ ４

，

２５６

黄石分行 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杭州西路

７６

号

４３５０００ ５ １２４ ３

，

６７４

襄阳分行 湖北省襄阳市长虹路

２０

号

４４１１００ １ ４４ ４７０

北京分行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

１０００３１ ５３ ２

，

７１６ １２７

，

３５１

沈阳分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１２

号

１１０００３ １７ １

，

０４２ ３７

，

２９７

丹东分行 丹东市振兴区南金桥小区

１１

号楼

１１８０００ ４ ９６ ２

，

９２６

鞍山分行 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中路

１１４０００ １ ２３ １

，

１９６

广州分行 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

５

号

５１０６２０ ４０ １

，

５７４ ４８

，

３３８

成都分行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

１

号

６１００００ ２７ １

，

０６７ ３２

，

６４２

乐山分行 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中路

９０

号

６１４０００ １ ３５ ９０６

兰州分行 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９

号

７３００３０ １７ ６３７ １８

，

５０６

西安分行 西安市高新二路

１

号

７１０００１ ２４ １

，

０４１ ３５

，

８１６

榆林分行 榆林市航宇路中段长丰大厦一、 二层

７１９０００ １ ４３ １

，

３８４

南京分行 南京市汉中路

１

号

２１０００５ ２３ １

，

１７５ ４３

，

７１３

无锡分行 无锡市人民中路

１２８

号

２１４００２ １１ ４３９ ２１

，

３４９

常州分行 常州市和平南路

１２５

号

２１３００３ ６ ２３３ ７

，

７７６

扬州分行 扬州市文昌西路

１２

号

２２５００９ ５ １７３ ５

，

５８８

镇江分行 镇江市电力路

１８

号

３

幢

２１２０００ １ ７９ １

，

７７７

泰州分行 江苏省泰州市迎春东路

２８－８

号

２２５３００ １ ５５ ７８０

苏州分行 苏州市三香路

１２８

号

２１５００４ １４ ６２３ ４４

，

５３５

南通分行 南通市工农路

１１１

号华辰大厦

２２６００１ ３ １１２ ５

，

６２０

重庆分行 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

４０００１０ ２６ １

，

０００ ３５

，

４６９

大连分行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１７

号

１１６００１ １６ ６４３ ２２

，

９０８

营口分行 营口市站前区渤海大街东

１９

号

１１５０００ ２ ７４ １

，

７０４

杭州分行 杭州市杭大路

２３

号

３１０００７ ２６ １

，

１６８ ５３

，

４８５

宁波分行 宁波市百丈东路

９３８

号

３１５０４１ １６ ６７５ ３３

，

３１４

温州分行 温州市吴桥路鸿盛锦园

２

、

４

、

５

幢

３２５０００ １０ ３９０ ２０

，

４８９

绍兴分行 绍兴市胜利东路

３５７

号

３１２０００ ８ ３０３ １４

，

５９８

金华分行 金华市双溪西路

４５

号

３２１０１７ ３ １３９ ６

，

４１０

台州分行 台州市市府大道

５３５

号

３１８０００ ４ １５８ ６

，

１０６

南昌分行 南昌市八一大道

１６２

号

３３０００３ ２０ ８２４ ２５

，

７６７

赣州分行 赣州市章贡区红旗大道

６６

号

３４１０００ １ ５１ ２

，

０２７

长沙分行 长沙市芙蓉区蔡锷中路

２４

号

４１０００５ ２４ ９１５ １０

，

３１０

衡阳分行 衡阳市汇景花园

４２１０００ １ ４２ １

，

１６４

福州分行 福州市鼓屏路

６０

号

３５０００３ １５ ６８１ １９

，

５８０

泉州分行 泉州市丰泽区丰泽街

３０１

号

３６２０００ ８ ２８２ １０

，

１０１

青岛分行 青岛市市南区

８

香港中路

３６

号

２６６０７１ １７ ８２４ ３４

，

５５８

威海分行 威海市青岛北路

１９

号

２６４２００ １ ７６ ２

，

５０６

淄博分行 淄博市人民西路

１２

号甲

１

号

２５５０００ １ ７４ ２

，

３６６

济宁分行 济宁市古槐路

１３６

号

２７２０００ １ ５２ ２８８

天津分行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

５５

号

３００２０４ ２６ ９５６ ３８

，

５２２

济南分行 济南市历下区朝山街

２１

号

２５００１１ １７ ７５７ ３６

，

３９８

烟台分行 烟台市南大街

２３７

号

２６４０００ ８ ２８０ ８

，

０６０

潍坊分行 潍坊市胜利东街金融服务区

１

号楼

２６１０４１ ４ １４５ ４

，

４４６

临沂分行 临沂市新华一路

９

号

２７６０００ １ ５７ １

，

７１４

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８０

号

８３０００２ １１ ４２２ １５

，

１２４

昆明分行 昆明市东风东路

４８

号

６５００５１ ２０ ７３２ ２７

，

１１４

曲靖分行 曲靖市麒麟东路尚都豪庭一期

６５５０００ ２ ５１ １

，

５２０

丽江分行 丽江市古城区长水路

２２２

号

６７４１００ １ ３５ １

，

９４５

红河分行 云南省个旧市人民路

２７９

号

６５４４００ １ ３２ １４３

合肥分行 合肥市长江中路

４３６

号

２３００６１ １４ ５７２ ２３

，

７５９

芜湖分行 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

２

号

２４１０００ ４ ９３ ３

，

４８０

淮南分行 淮南市龙湖路新天地中央广场

２３２０００ １ ５８ ２

，

４１６

厦门分行 厦门市厦禾路

８６２

号

３６１００４ １３ ５１６ ２１

，

０８２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

３

号

１５０００１ １４ ５５２ ２０

，

０５７

郑州分行 郑州市花园路

３９

号

４５００００ １６ ５６９ ２３

，

６７０

洛阳分行 洛阳市涧西区南昌路

７

号西苑大厦

４７１０００ １ ５７ １

，

７５９

安阳分行 安阳市解放大道

３０

号

４５５０００ １ ３６ ７８

东莞分行 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

２００

号

５２３１２９ １６ ５９８ ２０

，

１１４

佛山分行 佛山市季华五路

２３

号鸿业豪庭

５２８０００ １３ ４４５ ２０

，

９０９

中山分行 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盛景园三期

Ａ３

栋

５２８４００ １ ５８ １

，

５２８

太原分行 太原市新建南路

１

号

０３０００１ ８ ３２４ １４

，

８６０

晋城分行 晋城市泽州路

２４９

号

０４８０００ １ ２４ ２３６

呼和浩特分行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５６

号

０１００１０ ７ ３２２ １７

，

６４１

长春分行 长春市朝阳区自由大路

１１１１

号

１３００００ ３ １７６ １１

，

４７４

南宁分行 南宁市民族大道

９２－１

号

５３００２２ ４ ２０２ ９

，

７７４

贵阳分行 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２８４

号

５５０００１ １ ７７ ４

，

１７３

银川分行 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

２１７

号

７５００００ １ ７７ ３

，

７４０

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

１７２

号

０５００００ １ ６６ ２

，

１７２

香港分行 香港夏悫道

１２

号

－ １ １００ ３４

，

２６７

北京代表处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

１００００５ １ ７ １

美国代表处

５０９ＭａｄｉｓｏｎＡｖｅｕｎｅ

，

Ｓｕｉｔｅ３０６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００２２

，

Ｕ．Ｓ．Ａ

－ １ １ １

伦敦代表处

３９ Ｃｏｒｎｈｉｌｌ ＥＣ３Ｖ ３ＮＤ

，

Ｌｏｎｄｏｎ

，

ＵＫ － １ ２ －

纽约分行

５３５ＭａｄｉｓｏｎＡｖｅｕｎｅ － １ ３２ ４

，

５２３

信用卡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崂山路

３１６

号

２００１２０ １ ５

，

５６０ ５３

，

７６３

小企业信贷中心 苏州市旺墩路

１５８

号置业商务广场大厦

２１５０２８ １ ５４２ １８

，

２１８

外派其他

２７ －

合计

－ － ８３０ ４３

，

０８９ ２

，

２８８

，

４２９

第八章 公司治理

８．１

公司治理情况综述

２０１０

年，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 本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宏观调控政策和监管要求， 勤勉尽职， 开拓进取， 积极有效运作， 圆满完成了对经营管理中重要事项的研

究和审议， 有力支持了经营班子的工作， 保障了本公司合规经营、 持续稳健发展。 具体工作如下：

１

、 年内召开各类会议共

５７

次。 其中， 股东大会会议

１

次， 董事会会议

１７

次，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

２８

次， 监事会会议

８

次， 监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

３

次。 董监事会组织调研考察和培训活动

９

次。

２

、 董事会全年召开会议

１７

次， 审议各类议案

６０

项。 董事会继续发挥决策和战略管理作用， 对公司发展

中的重大问题展开研究讨论和审议决策， 大力支持高管层提出的 “二次转型” 战略和 “二次转型” 五项目

标， 不断强化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 高度重视新资本协议实施申请和进度安排， 保障了公司的合规经营和稳

健发展。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勤勉尽职， 全年召开

２８

次会议， 比

２００９

年多

４

次， 审议各类议案

６５

项， 较

２００９

年多

１０

项。 专门委员会充分发挥专业所长和研究能力， 审议的事项基本涵盖了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决策的议

案， 提高了董事会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能力， 促进了本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发展。

３

、 监事会全年召开会议

８

次， 审议各类议案

２２

项。 监事会专门委员会全年召开会议

３

次， 审议议案

４

项。 监事会还通过列席董事会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 出席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股

东大会的召开、 审议及表决程序的合规性进行监督， 并监督董事履职情况。

监事会年内分别赴天津分行、 杭州分行、 苏州分行及小企业信贷中心进行调研考察。 通过对分行的调研

考察， 监事会更为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分行落实 “二次转型” 及业务发展与合规经营的工作情况。

４

、 报告期内顺利完成了董事会、 监事会和高管层的换届选举， 确保董事会、 监事会和高管层职能的平

稳过渡和有效运作。

５

、 严格按照境内外信息披露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 准确、 真实、 完整地披露了各项重大信息， 确保

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重大事项， 最大程度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

合交易所合计披露文件

１９０

余份， 包括定期报告、 临时公告、 公司治理文件、 股东通函、 委任表格及回条等，

约

２１０

万字。 年内本公司根据监管要求制定了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办法》， 进一步提高公司规

范运作水平， 提高年报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 加大对年报信息披露责任人的问责力度。

６

、 加强与投资者沟通。 在做好常规信息披露的基础上， 高度重视与投资者的面对面沟通。 包括定期举

办业绩推介会和发布会、 组织投资者活动日、 进行配股网上路演、 安排国内外路演活动等。 通过以上推介活

动， 达到了与投资者和媒体的充分沟通交流的目的，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召开业绩推介会

３４

场， 业绩路演

１

次， 参与反向路演

６

次， 参加投资者推介会

４４

次， 接待投资者来访及电话会议共

１２８

次， 接

听投资者、 分析师咨询电话上千通， 处理网上留言

２７５

则。

本公司通过认真自查， 未发现报告期内公司治理实际情况与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

要求存在差异， 也不存在向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提供未公开信息等公司治理非规范情况。

报告期内， 本公司严格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 《上市规则》 附录十四所载 《企业管治常规守则》 之守则条

文， 并根据 “良好管治原则、 守则条文及建议最佳常规” 的有关规定， 不断致力提升和维持高水平的企业管

治。

报告期内， 本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获得了多项荣誉， 主要包括：

在 《亚洲金融》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ｓｉａ

） 杂志主办的 “亚洲最佳企业评选” 活动中， 本公司荣膺四项大奖： 最佳

公司管理奖、 最佳公司治理奖、 最佳投资者关系奖和最佳企业社会责任奖；

在甫瀚咨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 《

２０１０

年中国上市公司

１００

强公司治理评价》 报告中， 本公司以出色表现在 “

２０１０

年度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

２０

强” 和 “

２０１０

年

度金融业上市公司治理评价

１０

强” 中荣登榜首；

在 《理财周报》 （南方报业集团旗下品牌） 主办的 “第三届中国上市公司最佳董事会评选活动” 中， 本

公司当选 “

２０１０

年上市公司最佳董事会”

２０

强， 并同时荣获 “

２０１０

中国上市公司最佳治理董事会” 第一名

和 “

２０１０

中国上市公司最佳社会责任董事会” 第三名。

８．２

董事、 监事及有关雇员之证券交易

本公司已采纳香港 《上市规则》 附录十的 《标准守则》 所订的标准为本公司董事及监事进行证券交易的

行为准则。 本公司经查询全体董事及监事后， 已确认他们于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年度一直遵守上述 《标准

守则》。

本公司亦就有关雇员买卖公司证券事宜设定指引， 指引内容不比 《标准守则》 宽松。 本公司并没有发现

有关雇员违反指引。

８．３

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

８．３．１

内控制度完整性、 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说明

１

、 内部控制体系

本公司遵循依法、 合规、 稳健经营的指导思想， 在努力发展各项业务的同时， 注重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

和健全。 依据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 等法律法规， 以及上海、 香港两地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 本公司制定了内部控制的目标和原则， 建立了由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 信

息与沟通、 内部监督五大要素组成的内部控制体系， 对本公司各项经营管理活动进行全过程控制， 并在业务

实践中不断提升和增强本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充分性、 有效性， 以促进本公司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２

、 本公司内部控制架构及职责

结合本公司的资产结构、 经营方式和业务特点，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本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董事

会、 监事会、 管理层相互制约、 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 董事会负责保证本公司建立并实施充

分而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 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 高级管理层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 管理层负责组织本公

司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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