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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

未来加

强国内同行并购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近日表示，预计母公

司中信集团于今年内完成香港整体上市计划，以

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为央企改革做出新尝试。

王东明近日在香港召开的

2013

年业绩

会上做出上述表示， 中信泰富反向收购中信

股份

100%

资产将开启中信集团混合所有制

的大改革，王东明形容中信集团是“第一个吃

螃蟹”的实践者，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先行

者，中信集团致力于股权多元化，具有借鉴意

义。 王东明强调，市场不应该再区分民资、外

资还是国资， 只要是有利于提高经营效率的

都可以入股。

王东明说， 在香港上市任何投资者都可以

参与，不应分中资、外资、民企、国企，激活

40

万

亿的央企资产存量是支撑中国经济未来

5

到

10

年的重要动力。

他同时预计， 中信集团今年内完成整体上

市，即使市况可能波动，亦能取得成功；至于总

部会否从北京南移至香港并不重要， 关键是要

香港的人才、法制、基建、国际上的优势来推进

国企改革。他强调，集团整体上市不会影响中信

证券的运营和股权架构。

对于近期内地电商相继推出互联网基金产

品，对传统金融服务商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公

司财务总监葛小波在记者会上表示， 互联网金

融对低端经纪服务的佣金率带来压力，但是，高

端客户更注重产品和服务。

王东明并表示，证券业的资产规模在中国

金融业的占比很小， 随着管制进一步放松，中

信证券除了通过自身建立新的产品线之外，不

排除未来在条件允许下并购国内同行的可能

性。此外，中信证券副董事长殷可表示，接下来，

中信证券与里昂证券深入整合还会继续推进，

2014

年将进一步强化中信里昂证券的研究能

力及投资者论坛建设。

布局互联网金融

华夏移动银行出炉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银行系互联网金融布局再下一城。

3

月

29

日， 华夏银行正式推出移动银行 “小龙

人”，在原有电子银行“华夏龙网”基础上，向

移动端拓深。

此前，已有平安、民生、兴业分别通过建立

社交金融平台、直销银行、理财门户等方式，进

军移动互联网金融。

“第二银行” 图谋

华夏银行“小龙人”移动银行囊括“华夏金

融”和“华夏生活”两大版块，其中“华夏金融”

覆盖了本行及跨行账户收付款， 购买基金、黄

金、理财产品等目前其他电子银行移动端皆实

现的服务，亮点在于，“小龙人”不仅可以管理

华夏银行账户，也可以实时管理与其关联的其

他银行账户，让客户随时掌握其他账户的资金

流情况。

“这其实是加大了后台的工作力度， 需要

华夏银行在后端与其他银行实现良性互通。 ”

一名不愿具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电子银行部

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在“一站式”金融服务已经成为各大银行

移动金融平台标配的当下，“小龙人”移动银行

的生活功能亦提供便民缴费、手机充值、车票

购买、电影票实时购买及在线选座、交通罚款

缴纳、预订酒店等客户日常生活使用频率最高

的服务。

华夏银行总行副行长黄金老用“顺应移动

互联网发展潮流” 来阐述打造移动银行的初

衷。 “我们将以‘小龙人’品牌发布为契机，加

快推进金融互联网化，进一步提升电子银行服

务水平，努力把电子银行打造为‘第二银行’。 ”

他说。

无卡取现又一玩家

除了一站式移动金融服务，“小龙人”移

动银行还推出了无卡取现功能， 成为继平安

之后，国内试水线上至线下（

O2O

）取现的又

一玩家。

平安集团从去年末开始就低调测试一款

名为“临用钱”的移动客户端，支持用户在合作

便利店快速取现。 据“临用钱”官方介绍，其具

体取款流程为：用户进入与平安合作的便利店

（目前仅支持上海地区的合作门店），向店员索

取一张“临用钱”刮刮卡，点击

App

“我要取款”

按钮， 扫描刮刮卡上的条形码获取验证码，然

后确认门店信息、 取款金额及取款手续费，选

择取款银行卡并确认取款。

华夏银行表示，“小龙人” 无卡取现的核

心也是实现“无卡、无

ATM

取现”，具体的形

式、 流程及额度等， 会根据后期客户的反馈

不断调整。

交行2013业绩增长放缓

净利润同比增长6.73%

证券时报记者 刘晓晖

交通银行今日正式对外发布

2013

年度业绩。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口径， 该行全年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

622.95

亿元，同比增

长

6.73%

。

过去的一年， 交行围绕客户需

求，重新审视和调整经营策略，转变

业务方向， 放缓增长节奏。 截至

2013

年 末 ， 交 行 资 产 总 额 达

59609.37

亿 元 ， 较 年 初 增 长

13.04%

；客户存款余额、客户贷款

余 额 分 别 达

41578.33

亿 元 和

32663.68

亿元， 分别较年初增长

11.52%

和

10.83%

；平均资产回报率

和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分别为

1.11%

和

15.58%

； 减值贷款率为

1.05%

，拨备覆盖率达到

213.65%

。

按权重法，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

率

9.76%

，一级资本充足率

9.76%

，

资本充足率

12.08%

，均满足监管要

求。部分指标增速放缓，既反映了宏

观环境及市场需求的变化， 更体现

了交行主动应变求变、 调整业务策

略的决心。

作为唯一一家总部设在上海的

大型商业银行，交行积极融入上海自

贸区建设， 依托总部优势实现领跑。

2013

年在自贸区成立“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 子公司交银

租赁成立航空航运专业子公司。交行

成为自贸区内唯一拥有两家经营单

位的金融机构。 同时，签约跨境人民

币境外借款业务；完成首单飞机融资

和首单船舶经营租赁业务。建立了符

合人民银行关于“标志分设、分账核

算、独立出表、专项报告、自求平衡”

的自贸区分账核算体系。

交行董事长牛锡明表示， 未来

交行将以“改革创新、转型发展”作

为全行工作的主旋律， 努力走出一

条专业化、特色化的成长道路。交行

将把事业部制、 准事业部制改革作

为转变发展模式的主攻方向， 并以

此带动管理体制的全方位创新，努

力为交行转型发展注入新动力。 通

过事业部与分行“双轮驱动”，促使

业务结构不断优化， 质量效益不断

改善，努力实现资本与规模相统筹、

风险与效率相兼顾的高质效发展。

光大银行去年净利增长13%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光大银行昨日公布

2013

年业

绩报告， 去年全年实现净利润

267

亿元，比上年增加

31.34

亿元，增长

13.27%

， 基本每股收益

0.66

元，拟

每

10

股派人民币

1.72

元（含税）。

截至报告期末， 光大银行不良

贷款余额

100.29

亿元，比上年末增

加

24.16

亿元；不良贷款率

0.86%

，

比上年末上升

0.12

个百分点；信贷

拨备覆盖率

241.02%

， 比上年末下

降

98.61

个百分点。

去年末，光大银行资本充足率

达到

10.57%

，比

6

月末上升

0.9

个

百分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及一

级资本充足率

9.11%

， 比

6

月末上

升

1.34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年报 李桂芳/制表 翟超/制图

五大行实现净利8700亿 利润增速下降

2013年平均利润增速为10.98%，而2012年为14.86%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净利润增速放缓，未达到

2012

年的增速水平，五大行交出的

2013

年成绩单显然并不尽如人意。

2013

年五大行净赚

8700

亿

元， 平均利润增速为

10.98%

，而

2012

年这一数据为

14.86%

。

对此，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

研究室主任曾刚向证券时报记者表

示，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利率市场化

加速， 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理财又

间接抬高了银行负债成本， 银行业

高速增长的盈利模式难以为继。

利润增速降而坏账升

事实上， 在五大行年报出炉之

前， 德勤的最新研究报告就曾毫不

客气直言，“银行业的利润增速或将

步入个位数时代”。

随后的年报虽未如预测般糟

糕， 但是相比

2012

年动辄

15%

左

右的利润增幅， 银行业业绩增速放

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数据显示， 全球最赚钱银行工

行继续领跑， 实现净利润

2630

亿

元， 但同比增幅仅

10.2%

，

2012

年

为

14.5%

；建行稳居第二位置，全年

实现净利润

2151.22

亿元， 同比增

长不温不火为

11.12%

，

2012

年为

14.26%

；农行、中行紧随其后，分别

实现净利润

1662

亿元、

1637

亿元，

增幅则为

14.5%

和

12.35%

，

2012

年

分别为

19%

和

11.51%

，中行也是唯

一一家利润增速未下滑的银行；交

行全年实现净利润

622.95

亿元，增

幅 仅 为

6.73%

， 而 上 一 年 为

15.05%

，为五大行中增幅为个位数

的唯一一家银行。

还有令中资行尴尬的事———外

资“乌鸦嘴”们似乎言中了他们的坏

账率。

业绩公布前， 包括摩根大通在

内的外资投行都预测中资银行将普

遍面临坏账困扰， 整体行业的不良

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都将步入漫

长的上升周期。 而事实上， 五大行

中， 确实没有实现不良率和不良贷

款“双降”的银行。

工行结束了连续

13

年的“双

降”， 不良贷款率上升

0.09

个百分

点至

0.94%

； 交行不良贷款率为

1.05%

，较年初上升

0.13

个百分点；

建行不良贷款率

0.99%

，与上年持

平；中行则出现“双升”，不良贷款

余额同比增长

78

亿元， 不良贷款

率上升

0.01

个百分点至

0.96%

。

五大行中， 仅农行实现了不

良贷款率的同比下降， 下降

0.11

个百分点至

1.22%

， 但不良贷款

余额

877.81

亿元， 同比增加

19.33

亿元。

扭捏跟随互联网金融

近期传统银行与互联网金融

两大派系最引人注目的争战，恰

好发生在工、农、中、建四大行与

支付宝身上。

此前， 四大行齐齐下调了支

付宝的快捷支付额度， 直接将银

行与支付宝间长久以来的恩怨摆

上台面。 工行直指支付宝的快捷

支付

3

年来一直违反银监会相关

规定，中行、农行大谈快捷支付影

响客户资金安全； 支付宝则高呼

“虽死犹荣”直接发文置顶建议用

户更换银行卡支付。

“透过限制快捷支付事件本

身， 其实是互联网企业凭借技术

优势和庞大的客户数据， 开始逐

步抢食银行口粮：首先是支付，接

着是贷款和理财，再来是存款，最

后是企业客户和供应链金融。 我

们郁闷是正常的。”某不愿具名的

建行人士对记者直言。

事实上，为了保卫自家田地，

五大行此前均在互联网金融上下

了功夫：除了推出电子银行、移动

银行应用、 微信银行等传统金融

业务线上化布局之外，建、交、工、

中均已先后筹建银行系电商来拓

展线上获客渠道并实现金融业务

交叉渗透。 但可惜，银行系电商在

域名设置、产品选送、用户门槛均

存在同质化软肋， 大多沦为了对

公业务的线上化， 在个人端极其

遇冷。

以最早“触电”的善融商务为例，

建行年报显示，截至去年底，上线一

年半有余的善融商务交易额近

300

亿元，仅相当于去年淘宝“双

11

”一天

的交易额。 善融商务在个人端市场看

来仍显力不从心。

除了自建商城，五大行去年也组

成了银行系“宝宝军团”围剿余额宝：

工行的“现金宝”、中行的“活期宝”、

交行的“实时提现”、建行的“建信货

基

T+0

”均在军团之内。这些类余额宝

们收益率皆不比余额宝差，但却因入

口流量不足而未受大众欢迎。

此番对比下来，四大行组团狙击

快捷支付的逻辑就不言而喻了———

限制活期存款的分流和余额宝的继

续做大。

其中， 农行似乎要更激进和开明

一点， 表示正筹建自己的移动支付平

台，计划邀请主要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嵌

入系统，一起将移动支付做大。 可以看

出，国有大行开始放低身段，主动结盟

曾经被自己蔑视的草根搅局者了。

建行2013年净利增长11.12%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建行昨日公布的

2013

年年报显

示， 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086.08

亿元， 较上年增长

10.39%

； 净利润

2151.22

亿元，较上年增长

11.12%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建行

资产总额

153632.1

亿元，较上年增

加

13903.82

亿元， 增幅为

9.95%

。

建行将向全体股东（于

2014

年

7

月

9

日名列股东名册的股东） 派发

2013

年度现金股息每股

0.3

元 （含

税），现金股息总额

750.03

亿元。

建行在年报中分析称， 去年盈

利水平实现稳步增长， 主要得益于

三方面因素： 一是生息资产规模适

度增长， 带动利息净收入较上年增

加

363.42

亿元，增幅

10.29%

；二是

积极开展服务与产品创新， 手续费

及佣金净收入实现稳定增长， 较上

年增加

107.76

亿元，增幅

11.52%

；

三是进一步加强成本管理， 优化费

用支出结构， 业务及管理费增幅较

上年明显降低。

2013

年，建行实现利息净收入

3895.44

亿元， 较上年增加

363.42

亿元，增幅为

10.29%

；在营业收入

中占比为

76.59%

。 净利息收益率为

2.74%

、净利差为

2.56%

，分别较上

年略降

1

个基点和

2

个基点。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建行

的不良贷款余额

852.64

亿元， 较上

年增加

106.46

亿元； 不良贷款率

0.99%

，与上年持平；关注类贷款占比

2.38%

，较上年下降

0.34

个百分点。

去年底，建行按照《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试行）》计量的资本充足率

为

13.34%

，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0.75%

，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0.7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