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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井鑫 北京报道

大型银行阶段性完成了国务

院常务会制定的“今年新增普惠小

微企业贷款1.6万亿元”任务。

近日，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

称，上半年国有大型银行普惠小

微企业贷款增长迅速，6月末贷款

余 额 7.91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1.03%，有贷户同比增长 20.6%，

新发放贷款利率较 2021 年下降

0.17个百分点。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国

有大型银行普惠信贷增速连续三

年达到目标之后，今年上半年仍然

维持了高增长，增长规模达到了

1.46万亿元，占到了全年新增目标

1.6 万亿元的 91.25%，金融在支持

实体经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实际上，国有大型银行普惠信

贷的增长超预期与银行信贷创新、

培育新的增长极有密切关系。国

有大型银行在信贷投放模式创新、

信贷需求挖掘等方面均作出了一

系列的调整，这令金融资源供给与

市场需求更加契合，也使得信贷的

投放更加顺畅。

创新培育新增长极 国有大行普惠信贷半年增三成

培育增长点

在国有大型银行普惠信贷的

投放中，与乡村振兴相关的涉农普

惠贷款成为其普惠贷款中增长的

一个亮点。

地处江苏省靖江市西郊的马

桥镇，是“全国千强镇”“国家级生

态镇”。在该地打造“农旅一体化”

融合发展新业态的过程中，不断衍

生出了广泛的金融需求，银行则通

过客户下沉加大了信贷投放。

据了解，泰州地区 2021 年首

个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示范试点落

户马桥镇，农业银行靖江支行与马

桥镇人民政府、人保财险靖江支公

司签署了《政银保三方乡村振兴战

略合作协议》，推出了“农保贷”“惠

农e贷”等特色产品，并通过“万人

进千村”活动建立白名单管理制

度，近两年累计向马桥镇293名农

户发放贷款3.25亿元。

马桥镇九一村村民朱峰多年来

一直从事芦笋等各类蔬菜种植。在

地方“农旅一体化”潮流中，朱峰先

后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种植设施建

设，现已建成标准化种植大棚600

个，蔬菜种植面积达到了 546 亩。

2021年，朱峰又在马桥镇及周边开

设了几家馄饨店，但是这些投入占

用了大量的资金，这让他在购买菜

种、肥料、支付人工等费用上犯了

难。靖江马桥农行在了解到情况

后，将该情况上报支行并与担保公

司取得联系，创新服务模式，在原

有基础上将朱峰的农村个人生产

经营贷款授信从 180 万元增加至

300万元，解决了他的资金问题。

除了农行之外，建设银行也将

乡村振兴作为普惠信贷的一个重

要增长点。从 2020 年下半年起，

建行杭州萧山支行专门成立了“乡

村振兴办公室”，负责牵头协调对

公服务、个金服务、普惠金融等多

个部门，目前成效初现。

2021 年 8 月 19 日，建行萧山

支行与瓜沥镇梅林村举行授信仪

式。该支行为梅林村授信3亿元，

支持村民创业经营及日常消费。

截至2021年底，建行与萧山区117

个行政村签署了整村授信协议，方

便村民获得金融贷款支持。

国有大型银行深入推进普惠

金融，各地在贷款模式上进行了一

系列创新，让金融供给能够更加契

合需求，这是国有大型银行普惠贷

款再加速的一个重要原因。记者

了解到，成熟固定的信贷模式有助

于降低信贷成本，实现批量化放

贷，但是在国有大型银行践行普惠

金融过程中，单一的信贷模式很难

适应各地不同的现实情况，信贷模

式创新的重要性突显出来。

江苏省兴化市安丰镇素有“中

国河蟹养殖之乡”的美誉，螃蟹养

殖户达到了2万户，年交易量达到

了10万吨，交易金额达到70多亿

元。由于养殖户的情况各不相同，

兴华农行将安丰螃蟹产业纳入该

行的“一项目一授权”信贷模式

中。目前，该行累计为安丰5个行

政村制定了金融服务方案，导入白

名单219户，螃蟹养殖项目用信户

数 117 户，用信金额 6230 万元，用

信率达到了89%。

银行在普惠金融贷款的模式

创新上越来越多。针对“乡村振兴

带头人”，农行给予了50万元贷款

支持民宿；对于急缺应急资金的企

业客户，农行推出了小微网贷解决

其资金困难；等等。

“在普惠金融中，增量、扩面、

提质是环环相扣的，而不是独立

的。在国有大型银行普惠金融贷

款加大投放量和扩大覆盖面的情

况下，面对的客户需求和情况也是

不一样的，银行需要加大模式创

新，更加灵活地进行授信才能更好

服务实体经济。”一家国有大行人

士认为。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六

大国有银行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为6.47万亿元，占全部贷款比重为

8.16%。六大国有银行的普惠小微

企业客户数合计达到了 719.01 万

户。与监管公布的 6 月末 7.91 万

亿元相比，上半年的信贷规模增长

1.46万亿元。

科技赋能

国有大型银行普惠信贷规模

的高增长与科技赋能线上渠道有

很大关系。各家银行通过线上渠

道不断推出新的标准化普惠产品，

在增量和覆盖面方面意义重大。

“商业银行的数字化是趋势，

而普惠金融需要技术与场景的深

度融合来驱动业务发展。”上述国

有大型银行人士指出，今年国有

大型银行对科技的投入均呈递增

态势。

毕马威日前发布的《2022 年

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认为，中

国 银 行 业 将 进 入 以 追 求 高 质

量、数字化为导向的转型发展

“跋涉期”。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末，六大国有银行 2021 年金融科

技投入总量为1074.93亿元，同比

增长 10.77%。同时，国有大型银

行2021年科技人员总数达8.19万

人，较前年增加1.02万人。

记者了解到，在银行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国有大型银行通过

科技在普惠产品的研发和风控方

面成效显著，提升了小微企业的

信贷可获得性。

“国有大型银行的普惠小微

贷款很大一部分是在供应链上，

而银行数字化在供应链授信中起

到的作用非常大。”一家券商分析

师认为，数字化供应链金融产品

可以将核心企业的信用信息在上

游供应商、下游经销商等中小微

企业之间进行传递，将银行的普

惠金融服务依托真实的场景进行

延伸，促进金融和产业链的深层

次融合。

农行此前称，该行依托线上

供应链金融平台，已为400余家央

企核心子公司上线供应链金融服

务，带动上下游2.7万多户中小微

企业，截至5月份提供的资金支持

超过1500亿元。

中国银行则打造了“中银智

链”系列产品，对建筑链、装备链、

医药链、汽车链、冷链物流链等行

业子链供应链提供专属的金融服

务方案。2022年，该行推出“中银

智链·融易信”产品，依托中国银

行数字化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

与核心企业平台、第三方平台构

建供应链生态圈，在支持核心企

业产业链供应链管理的同时，延

伸金融服务触角，链接服务中小

微企业“最后一公里”，让供应链

金融服务惠及产业链上更多的市

场主体。

据了解，2022年上半年，中国

银行陕西分行为在陕供应链核心

企业提供流动性信贷支持 571 亿

元，为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

提供 144 亿元的表内外贸易融资

（含票据）信贷支持。

“国有大型银行普惠金融的

触角在不断延伸，信贷规模的高

增长对当前实体经济的助力很

大。但是，市场较担忧的是普惠

金融的持续性和政策的连续性。”

上述券商分析师认为，银行对于

小微企业的帮助不能仅局限在资

金的提供上，而是锚定有前景的

企业，帮助企业成长，做强做大。

理财市场降温 上市公司热捧结构性存款

本报记者 秦玉芳 广州报道

上市公司认购银行理财规模

出现收缩。Wind数据显示，截至

8月18日，共有950余家上市公司

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其

中银行理财的配置占比及规模较

一季度均呈现明显下调。

与此同时，结构性存款仍成为

上市企业现金管理的主力产品，占

比超过理财产品认购总额的六成。

分析认为，年初以来银行理

财收益波动加剧，使得企业认购

积极性有所下降。与之相比，结

构性存款产品本金有保障，且投

资组合灵活、期限灵活性更强，符

合当前环境下企业资金流动性高

的需求。未来银行理财产品体系

需要更加丰富，在满足流动性、安

全性的基础上，提高收益，以满足

企业现金管理需求。

银行理财规模缩减

日前，宁德时代公告称，拟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230 亿元的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包括

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

存款、定期存款或大额存单等，持

有期限不超12个月。好莱客公告

显示，公司及子公司拟在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

最高额度不超过20亿元的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单个理财产

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18

日共有 950 余家企业认购使用闲

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

理，认购规模超过50亿元的企业

达11家，其中3家企业认购规模超

过100亿元。

不过从整体来看，上市企业

认购理财的规模正在收缩。Wind

数据显示，2022年二季度714家A

股上市公司认购理财产品，规模达

2701.8亿元，企业数量和认购规模

环比一季度都有下调。

市场环境变化影响下上市公

司运营资金需求增加，叠加理财净

值化是影响上市企业理财产品配

置热度降温的重要原因。

某股份银行私行相关人士告

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今年以来国

际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叠加新

冠肺炎疫情反复持续影响，使得企

业经营压力上升，上市公司维持生

产运营的流动性需求也在上升，整

体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的

资金普遍较往年缩减了，反而对周

期灵活的存款产品需求明显增加。

Wind 数据显示，二季度 A 股

上市公司认购存款产品规模占理

财产品总认购规模比重10.7%，较

一季度增加了6.2个百分点。

与其他产品相比，上市公司

对银行理财产品的认购积极性更

低。Wind数据显示，二季度银行

理财产品认购规模为 2922497.42

万元，较一季度减少304亿元，占

理财认购总规模比重也从一季度

末的 11.97%降至 10.82%；2021 年

二季度该比重达17.96%。

融 360 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

师刘银平认为，上市企业在现金管

理方面比较看重资金的安全性和

流动性，不过随着保本理财退出、

理财产品向净值化转型，目前很多

银行理财产品已经不能再满足上

市企业的现金管理需求。

普益标准研究员余雅琴也表

示，企业现金管理需求以安全性和

流动性为核心需求。银行理财净

值化转型之后，虽然现金管理类理

财产品仍保持了较高的流动性水

平，但其净值将随底层资产价格波

动而波动，安全性有所降低。

在刘银平看来，过去银行理

财有保本产品，且大部分非保本产

品执行刚性兑付，收益率比存款产

品要高很多，企业购买的积极性较

高。今年银行理财进入全面净值

化时代，产品净值有一定波动性，

企业不能再拿到一个固定的收益

率，购买意愿降低。不过有部分中

低风险的固收类产品净值波动相

对较小，收益率要高于存款类产

品，这类产品也适合企业购买，企

业只需承担较小的风险便可获取

相对稳定的收益率。

闲置资金配置仍首选结构性存款

与银行理财产品相比，结构

性存款仍然是上市企业进行现金

管理的主要选择。

Wind 数据显示，二季度 A 股

上市公司认购结构性存款规模达

1688 亿元，占认购理财产品规模

总额比达 62.5%。从变化趋势来

看，占比较一季度下降3.3个百分

点，但较 2021 年二季度仍有上

升。 结构性存款是指嵌入金融衍

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率、汇

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

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

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获得相

应的收益。与银行理财相比，这

类结构性存款在稳定性、安全性

等方面更具优势。

普益标准研究员王丽婷也表

示，结构性存款期限较短，具有

流动性优势，安全性相对较高，

且收益率略高于普通存款；目

前，上市公司在理财产品和结构

性存款的选择上仍倾向于配置结

构性存款。

王丽婷认为，虽然监管规范

下结构性存款的规模和收益率呈

现双降趋势，但目前市场上缺乏

竞争力与之相当的替代品，因此

结构性存款在短期内仍会是上市

公司闲置资金的配置首选。

私人财富管理师武苏伟指

出，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的热

度比去年同期下降，而购买结构

性存款的热度却不减。长期来

看，上市公司在购买理财时，更偏

向于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满

足流动性的同时获取一定的收

益，而结构性存款正好满足这一

需求。

部分银行也在加大结构性存

款产品的定制力度，根据企业客户

资金需求进行产品定制。某国有

银行佛山分行对公业务人士透露，

今年该行加大了定制产品的推广

力度，对公团队和私行部门的客户

经理会组团协调，根据客户当前阶

段的资金流动性需求进行定制化

的结构性存款产品设计。

武苏伟认为，未来银行理财

在全面净值化后，如何保障理财

产品净值稳定，减少波动，这对于

银行的投研和管理能力以及风险

控制能力是极大考验，随着银行

理财产品体系的更加完善，在满

足流动性、安全性的基础上，能带

来确定性更强的收益，才能满足

企业对于现金的管理需求。

银行在普惠金融贷款的模式创新上越来越多。

国有大型银行通过科技在普惠产品

的研发和风控方面成效显著，提升了

小微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

6月末国有大型银行普惠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7.91万

亿元，同比增长31.03%，

有贷户同比增长20.6%。

本报资料室/图

平安银行召开中报发布会
谢永林详解“五位一体”的颠覆创新

8月18日，平安银行召开2022

年中期业绩发布会。平安集团总

经理兼联席 CEO、平安银行董事

长谢永林携管理层对上半年的整

体经营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

2022年上半年，平安银行经营

业绩稳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920.22 亿元，同比增长 8.7%，非息

收入同比增长10.4%；实现净利润

220.88亿元，同比增长25.6%，展现

了较为稳健的盈利能力；资产负债

经营成效显著，存款规模增长

9.5%，负债成本率从两年前 2.42%

大幅优化到了2.16%；风险指标保

持稳定水平，不良率、拨备覆盖率

都实现了该行历史最好水平。

2022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形势

复杂严峻，但平安银行仍然交出了

一份让股东和管理层满意的答卷，

同时经过五年转型发展，平安银行

的“零售名片”已经赢得了市场认可。

对于过去五年的转型之旅，谢

永林表示，平安银行一直坚定不移

地推进零售转型，但要实现一直以

来的远大目标，就需要颠覆性的商

业模式。而这套模式经过平安银

行一年规划、半年落地，已经确立

为零售业务增长的第二曲线，称之

为“五位一体”模式。

“五位一体”模式是由开放银

行、AI银行、远程银行、线下银行、

综合化银行协同构建的数据化、智

能化的零售客户经营模式。这套

模式以数据为基础，AI为内核，通

过精准客户画像识别，基于场景数

据精准分析，通过高效组织内部各

类资源，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

对于“五位一体”模式的实践，

平安银行局部试点也展现了喜人成

果。截至上半年末，非货公募持仓

客户数增长43.9%；信用卡生息资产

日均余额增长20.1%；新能源汽车贷

款新发放同比增长45%；零售成本

收入比同比下降1.54个百分点。

谢永林表示，通过“五位一体”

模式，平安银行将实现产能更高、

风险更低。以长尾客群为例，这些

客群是消费金融的主力客群，而平

安银行的消费金融能力市场领先，

这个客群激活后将成为平安银行

重要的收入增长来源。与此同时，

因为这些消费有真实需求、真实场

景，资产质量也更加可控。

通过“五位一体”模式，平安银

行将实现效率更高、成本更低。AI

客户经理队伍可以 7×24 小时工

作，在 AI 赋能下线下队伍也都可

以插上科技的翅膀，而且得益于资

源投放更加精准有效，成本收入比

将进一步大幅优化。这些节约的

成本，谢永林表示将一分为三，1/3

反哺客户，1/3激励员工，1/3留存

公司，实现多方共赢，落实金融服

务政治性、人民性和普惠性。

在过去五年，平安银行持之以恒

的投入科技，推动数据能力、运营能

力、风险能力等中台能力的集中和打

通，打造扁平化敏捷化的组织架构和

运作机制，久久为功，才让这套完全

科技驱动的商业模式成为现实。

在谢永林看来，“五位一体”模

式是一个系统性、全局性的工作，

驱动平安银行成为国内甚至是国

际上领先零售商业银行，真正锻造

“规模更大、体验更佳、成本更低、

科技更强”的护城河优势。未来这

套模式会成为平安银行零售的基

础工程，随着模式的全面落地，未

来零售业务的增长空间值得期待。

在零售探索颠覆创新的同时，

对公和资金同业也按照既定的策

略打法，坚持发展与风险并重，呈

现出稳健的发展态势。

在对公业务方面，平安银行聚

焦两大赛道坚定前行。一是科技

驱动的交易银行服务小微企业，沿

着供应链，通过物联网、区块链等

手段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二是投行驱动的复杂投融服

务大中型企业，围绕专精特新、高

端制造、绿色金融等领域，打造真

投行、真行研、真甲方能力，打通直

接融资+间接融资，帮助客户降低

融资成本、提升融资效率，助力实

体经济更有质量的发展。

上半年，供应链融资发生额同

比增长24%，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规模突破 4000 亿元；绿色金融贷

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43%；并购业

务余额较年初增长23%。

在资金同业，平安银行开放国

际领先的交易能力对外赋能，比如

将交易能力与对公业务结合，创新

平安避险，帮助客户抵御利率、汇

率、大宗商品波动风险，这对于中

小微企业的稳健经营非常重要。

这个产品一上市就成为了爆款产

品，今年上半年避险交易量同比增

长38%，而且通过此产品打通过去

原来传统对公业务的客户，也打开

了合作局面，做到了一举两得。

展望下半年，谢永林表示，正

如中报发布会的主题“担风雨，见

彩虹”一样，面对外部挑战，平安银

行将保持战略定力、优化策略、积

蓄能量，践行承诺、说到做到，创造

更大的商业价值，以行稳致远的业

绩回报市场信任!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