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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渝农商行

沪农商行

青农商行

常熟银行

张家港行

无锡银行

紫金银行

苏农银行

江阴银行

瑞丰银行

营业收入

146.73亿元

139.17亿元

58.59亿元

55.06亿元

25.61亿元

25.57亿元

23.81亿元

22.76亿元

21.74亿元

21.74亿元

营业收入同比

-1.30%

0.23%

4.75%

12.03%

7.35%

6.53%

8.08%

8.59%

5.46%

14.86%

净利润

75.61亿元

71.43亿元

20.15亿元

18.80亿元

9.55亿元

13.35亿元

9.11亿元

11.20亿元

7.27亿元

8.55亿元

净利润同比

6.18%

-0.11%

5.71%

19%

9.43%

7.94%

4.62%

15%

-0.56%

15.53%

投资收益

27.85亿元

14.19亿元

6.91亿元

9.17亿元

6.80亿元

6.49亿元

3.38亿元

7.04亿元

4.86亿元

5.36亿元

投资收益同比

159.71%

93.94%

-19.09%

95.96%

176.34%

91.07%

127.25%

115.92%

-3.50%

213.87%

数据来源：银行半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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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建杭 北京报道

今年上半年10家A股上市农

商行投资收益增长迅速，成为拉动

银行中报利润增长的重要板块。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A股

农商行半年报数据可知，10 家上

市农商行中除青农商行（002958.

SZ）、江阴银行（002807.SZ）投资收

益出现负增长外，8家农商行投资

收益都实现大幅度增长，其中瑞丰

银行（601528.SH）投资收益同比增

213.87%，苏农银行（603323.SH）投

资收益同比增115.92%，以及张家

港行（002839.SZ）投资收益同比增

176%。

多个业内观点认为，在当前市

场面临息差持续收窄、信贷投放放

缓的背景下，银行普遍面临贷款规

模增长的压力，中小银行加大对金

融投资的力度，但也需关注债券市

场的波动对投资回报率的影响。

债券投资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具有

一定的性价比，债券投资为中小银

行带来了相对较高的收益，虽然债

券投资交易能增加收益，但这建立

在债券牛市的基础上，一旦债券利

率下行也可能面临投资风险。此

外，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监管政

策的收紧，中小银行单一依赖金融

投资拉动利润增长的模式未来也

无法长期持续。

详解A股农商行中报成绩单：投资收益拉动利润增长

非息收入高增长

整体来看，10 家 A 股农商行

中除渝农商行（601077.SH）外，其

他 9 家农商行营业收入全部实现

正增长，其中，瑞丰银行、常熟银行

（601128.SH）营收实现双位数增

长 ，同 比 增 长 分 别 为 14.86% 、

12.03%；从净利润的同比变化来

看，常熟银行、瑞丰银行以及苏农

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增长最快，分别

为19%、15.53%以及15%。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市农商

行净利润多数实现正向增长，但在

利息净收入方面，仅有常熟银行一

家实现同比6.1%的增长，其余9家

农商行全部为负增长，张家港行利

息净收入同比下降11.58%。

对于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同比

减少但业绩出现增长的原因，多家

农商行中报都提到，上半年营收实

现高增的主要原因在于非息收入

的高增长。

从非息收入增长变化来看，苏

农银行、紫金银行（601860.SH）、张

家港行、江阴银行等非息收入增幅

均在 50%以上，分别为 51.97%、

89.37%、95.27%、50.79%。

在非息收入部分中，投资收益

的增长更值得关注。

今年 1 月份农商行加大债券

配置规模已经引发市场关注，央行

自今年3月以来也已多次发声，提

示长债风险。农商行上半年的投

资变化在半年报数据中也有印证，

多家农商行在投资收益部分都有

迅猛增长。

10家A股农商行半年报中多

数都提及投资收益的增长情况。

如瑞丰银行半年报显示，“报告期

内，本行实现非利息净收入6.57亿

元，同比增长94.42%，主要为投资

收益增加”“本行非利息净收入变

动主要为投资收益增加。报告期

内，瑞丰银行实现投资收益5.36亿

元，同比增长 213.87%，主要系处

置其他债权投资的投资收益增

加”；苏农银行半年报显示，上半年

实现非利息净收入8.43亿元，同比

增长51.97%，其中，上半年实现投

资 收 益 7.0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5.92%。

规模较大的两家上市农商行

中投资收益的增长也较为明显。

如国信证券对渝农商行的半

年报点评中指出：“上半年非息收

入同比增长27.3%，占营收比重为

24.5%，同比提高5.5个百分点。其

中，手续费净收入同比下降9.4%，

其他非息收入同比高增47.2%，主

要是投资收益高增。公司加强成

本 管 控 ，上 半 年 成 本 收 入 比

25.23%，同比下降6.0 个百分点”。

沪农商行（601825.SH）半年报显

示，投资收益部分实现同比增长

93.94%。

时间拉长到过去三年，投资收

益对中小银行的利润影响逐年加大。

以常熟银行为例，常熟银行的

营收及净利润增长都较快，投资收

益也实现95.96%的同比增长。具

体来看，2024年上半年，常熟银行

实现营业收入55.06亿元，同比增

长 12.03%；实现归母净利润 17.34

亿元，同比增长 19.58%。从营收

结构来看，利息净收入已经从

2020 年的近 91%，下降到本期的

83.58%，为46.02亿元，同比仅增长

6.1%；净息差从 2020 年的 3.18%，

下降到本期的2.79%。

相较之下，常熟银行的投资

收 益 逐 年 增 高 ，2020 年 —2023

年，其持有的金融投资从 585.34

亿元增长到 868.54 亿元，2024 年

上半年，进一步增长到 978.6 亿

元。投资收益从 2020 年的 3.07

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9.58 亿元，

2024 年上半年为 9.17 亿元，同比

增幅高达 95.96%，占营收的比重

为16.65%。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10 家 A

股农商行上半年合计投资收益87

亿元，其中前三家银行分别为渝农

商行27.85亿元、沪农商行14.19亿

元、常熟银行9.17亿元。

多家农商行中报都提到，上半年营收实现高增的主要原因在于非息收入的高增长。而在非息收入部分中，投资收益的增长更值得

关注。

从资产负债表来看，银行自

营投资资产可以分为交易性金融

资产、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和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农商行同比

多增的投资收益都投向哪里？多

家农商行在半年报中都有所提

及，如张家港行上半年投资收益

同比增速达176.34%，半年报中指

出“主要是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及债权投资取得的收益增加”，此

外苏农银行、瑞丰银行半年报提

到“处置其他债权投资的投资收

益增加”。

从具体投向来看，常熟银行

半年报披露，截至今年6月末，常

熟银行持有的金融投资（主要包

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债权投资、

其 他 债 权 投 资）规 模 合 计 达

978.60 亿元，其中国债持有规模

177.87 亿元，占比达 18.18%；苏农

银行也在半年报中明确指出，非

息净收入增加主要为投资收益

增加所致，报告期内，公司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同比增加 421.62%，处置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同比

增加383.28%。

另外，苏农银行上半年投资

收益同比增长115.92%，该行在半

年报中展示了其投资收益的细分

项目，其中，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处置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分别为 1.76 亿元、2.54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21.62% 、

383.28%。

联合资信金融一部方面指

出：“交易性金融资产、债权投资

及其他债权投资均属于金融投资

科目项下的会计科目，区别在于

持有目的和会计处理模式不同。

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信托及资管

计划等类型的投资资产既可计入

交易性金融资产，亦可计入债权

投资及其他债权投资科目。该类

科目项下的收益为处置债券等金

融资产实现的资本利得。”

江阴银行在今年上半年的

投资收益出现同比下降。其半

年报显示，2024 年上半年，江阴

银行的投资收益同比下降 3.5%

至4.86亿元。

对于农商行加大债券投资

力度以及未来通过债券投资拉

动利润的情况能否持续等问题，

联合资信金融一部方面告诉记

者：“目前中小银行普遍面临优

质信贷资产不足、信贷资产信用

风险管理压力上升的情况，在此

背景下，中小银行对资产结构进

行了调整，加大债券配置力度就

是银行资产结构调整的一个表

现。金融市场波动较大，如果银

行依赖债券投资收益拉动利润

实现，那么利润实现的不稳定性

将会增强，中小银行应控制债券

投资规模，以加强业务经营及收

入的稳定性，同时积极拓展中间

业务，以增加营业收入的多元

化，仅依赖债券投资拉动利润实

现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中小银行要如何优化资

产配置结构问题，联合资信金融

一部方面指出，对于资产优化配

置方面，首先信贷资产方面，中小

银行多为区域性城农商行，应利

用自身深耕当地市场的人缘地缘

优势，对区域性优质实体企业进

行信贷支持，尤其是小微企业进

行支持，并通过小额分散、加强

风险缓释措施等手段控制信贷

资产信用风险；其次在投资资产

方面，投资资产配置规模大幅增

长将使得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

利率风险及流动性风险上升；此

外，债券投资对从业人员投研能

力要求较高，需要有相应的人才

及系统配置，中小银行应适度控

制投资资产规模，减少市场波动

对银行盈利实现及风险管理方面

的冲击。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

长陶玲在“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

启动仪式上表示，金融教育的重要

意义和作用可以概括为“三个有利

于”：一是有利于人民群众“学金

融、懂金融、信金融”，在此基础上

更好地“用金融”，从而让金融政策

举措真正走入千家万户，融入社会

生活方方面面，服务于民生改善和

经济社会发展；二是有利于提高人

民群众的风险意识，提升风险认知

能力，识别和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有效防范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风

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守护好自

己的钱袋子；三是有利于增进社会

各方对金融的客观认识，增强对金

融的了解和理解，敦促金融机构培

育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

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的中国特色金

融文化，共同创造良好和谐的社会

氛围。

近年来，我国金融消保工作取

得长足进步。不过，值得关注的

是，金融消保仍存在一些难点。光

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

茂华表示：“金融消保工作中，部分

机构存在对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

力度不足，产品服务适当性管理不

到位等问题；金融产品的日益丰

富、数字金融的发展等，对国内金

融消保相关法律制度提出高要求；

国内新型电信诈骗防治压力大；消

保涉及面广泛，各方协调存在难

度；居民整体消费者保护与防范诈

骗意识有待提升。”

与此同时，异常投诉也是金融

消保中的难题之一。“要区分‘善意

消费者’与‘恶意消费者’，区分消

费者正常投诉和恶意投诉。”招联

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对

打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旗号实

施有组织逃废债、代理投诉、代理

退保、‘征信修复’等的行为和乱

象，要加快完善金融、公安、法院、

网信等多部门参加的协同机制，持

续加大打击力度，进一步净化金融

市场环境和秩序。相关部门既加

强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又保

护好金融机构及其他主体合法权

益，努力推动构建守信者畅行无

阻、失信者寸步难行的诚信社会。”

此外，在“金融教育宣传月”活

动启动仪式上，周亮表示，要强化

过程性保护，分级分类处理消费者

投诉，加大检查、调查、监测预警工

作力度，加强金融产品源头治理和

溯源整改，及时消除侵害金融消费

者权益的苗头隐患。

对此，周茂华分析认为：“金融

机构应优化消保工作过程，顺应新

型金融消费趋势，不断完善消保制

度，加强客户信息保护，优化服务

流程；加强金融产品适当性管理，

积极回应消费者投诉，加强系统安

全管理，处理沉睡账户，加强金融

知识与反诈常识普及等。”

今年以来，在包括数字金融在

内的“五篇大文章”的引领下，数字

化赋能成为开启金融消保高质量

发展的金钥匙。

董希淼认为，金融机构应用金

融科技手段，提高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的数字化水平。“比如，应用技

术手段提高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的覆盖面，更方便消费者进行自我

保护；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畅

通消费者投诉渠道，丰富处理方

式，提高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效

率、效果和针对性。”

在机构的实践中，建设银行方

面表示，该行纵深推进数字化金融

教育，融入百姓生活多场景，推出系

列“为群众办实事”的重点举措，时

刻关切百姓急难愁盼，强化适当性

管理，做好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教

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

验”，把问题化解在一线。将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融入业务经营管理，

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提升金融

消费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应加强业务经营及收入稳定性

金融市场波动较大，如果银行依赖债券投资收益拉动利润实现，

那么利润实现的不稳定性将会增强。

金融“大消保”新格局破题

本报记者 王柯瑾 北京报道

金融消保新格局正在

加速构建中。9 月 1 日，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

简称“金融监管总局”）、中

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

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

会”）联合启动 2024 年“金

融教育宣传月”活动，金融

消保再次推向高潮。

今年是消保大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实施 30 周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一部配套行政法

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正式

生效。在金融领域，今年 6

月，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

行、证监会三大金融监管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相关工作安排

的 公 告》（以 下 简 称《公

告》），标志着我国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步入“大消

保”时代的全新阶段。

金融消保工作是一项长

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打

击非法金融活动机制”的要

求。在政策的推动下，《中

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近

期多家银行推出具体行动

方案，破解金融消保难题、探

寻金融消保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径。

多措并举捍卫金融消费权益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在金融领

域，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以及

专业性、涉众性更强，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基

础工作。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

内容，也是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要求。

根据《公告》，金融监管总局统

筹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制定相关发展规划和政策制

度、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

制 机 制 、开 展 金 融 消 费 者 教 育

等。金融监管总局与人民银行、

证监会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协调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业

务协作。

在“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启

动仪式上，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周

亮表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一年

来，金融消保新格局加快构建，有

力查处了一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典型案件，及时推出了一批“为民

办实事”的政策举措，人民群众获

得感和满意度得到提升。下一步，

要切实当好金融消费者权益坚定

捍卫者，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着力提供丰富多样、便捷贴心

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二是着力打造

全面覆盖、精准高效的消费者权益

立体保护网；三是着力营造公平规

范、诚实守信的金融市场环境；四

是着力构建责任清晰、运行顺畅的

“大消保”格局。

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陈华

平表示，投资者是市场之本，加强

投资者保护，是资本市场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资本市场监

管工作的重中之重。《证券法》第

169 条明确规定“依法开展投资者

教育”，是证监会的重要职责之

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保护工作的意见》也指出，要强化

中小投资者教育，加大普及证券期

货知识力度，提高投资者风险防范

意识。

除监管部门发力外，记者获

悉，9 月 1 日开始，多家银行已全

面启动“2024 年金融教育宣传月”

活动。

例如，建设银行（601939.SH）

此次活动突出“展示金融新风尚，

推广为民办实事举措”“强化风险

提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和电信诈

骗”“推进行业诚信建设，培育中国

特色金融文化”三大活动内容，面

向大众客户、一老一少一新、残障

人士、少数民族等六大类客群，不

断完善金融惠民利民措施，提升金

融服务质效。

中 国 银 行（601988.SH）立 足

“线上+线下”，聚焦消保要点、社会

热点，多渠道、全方位开展金融知

识普及活动。在线下，将依托“请

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组合金融

教育模式，在营业网点、金融教育

基地组织开展厅堂讲座、参观学习

等活动。此外，还注重深入农村、

社区、养老院、学校、企业、商圈，传

播消保理念，提升重点人群金融服

务体验。在线上，结合消保原创教

育宣传文案、典型案例，打造精品

消保课堂，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

众号、手机银行等渠道开展宣传，

致力于金融知识普及的常态化、阵

地化、数字化、趣味化，让各类群体

更好地学金融、懂金融、信金融、用

金融。

光大银行（601818.SH）重点面

向新市民、青少年、老年人、乡村居

民等“新小老乡+”人群，普及征信

知识、防骗反诈、理性投资等基础

金融知识，开展“展示金融新风尚

推广为民办实事”“强化风险提示

提醒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推进行

业诚信建设 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

化”“担当新使命 消保县域行”等主

题活动，营造“学金融、懂金融、信

金融、用金融”的良好氛围。

数字化赋能金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