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券商“收成”

本报记者 李乔宇

华夏银行半年报数据显示，该行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 475.81亿元，同比增长 19.56%；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3.37亿
元，同比下降11.44%。

谈及业绩的下行，华夏银行方面表示，受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向企业让利等因素影响，华
夏银行积极加大向实体经济让利以及拨备提
取力度，导致上半年净利润出现负增长。“但是
未来应对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华夏银行方
面同时强调。

此外，面临疫情的极端考验，华夏银行多
措并举，累计向219户疫情防控相关企业投放
信贷资金 134.35亿元；通过延期还本付息、下
调利率等方式，共对 8540户企业进行了纾困
支持，涉及业务金额累计 1482.37亿元；发行 8
支疫情防控债，承销金额合计54.50亿元。

上半年营收同比增近两成

对于华夏银行而言，2020年是至关重要
的一年。

2017年以来，华夏银行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围绕《华夏银行 2017-2020年发展
规划纲要》，开启了有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从2017年以来的长期经营数据看，华夏
银行各项业务稳步推进，既定战略的执行取得
积极成效”。华夏银行方面表示。

目前来看，华夏银行总体经营运行平稳、
稳中有进。数据显示，该行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19.56%，实现拨备前利润 352.55
亿元，同比增长22.46%。

值得一提的是，为加大向实体经济让利力
度，华夏银行上半年共计提信用及其他资产减
值损失 231.9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51.43%，导
致扣除资产减值损失后的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10.49%。这或许意味着，待疫情影响逐步消
减，华夏银行有望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

谈及上述四年发展规划，华夏银行方面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战略层面，华夏银行
一方面继续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商”，另一
方面扎实推进“三区”发展战略。华夏银行“两
增口径”贷款余额快速增长，连续十年完成小
微企业监管指标；华夏银行还积极推动京津
冀、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三区发展战略，
三区分行发展进入“快车道”。

在业务层面，公司金融“商行+投行”体系
成效初显，零售金融转型持续强化，金融市场
业务稳健发展，积极融入主流经济，对实体经
济支持力度显著增加。

深入推进“商行+投行”转型

围绕上述《华夏银行2017-2020年发展规
划纲要》，华夏银行各项业务全面协调发展。

具体来看，在公司金融方面，华夏银行坚
持存款立行，深入推进“商行+投行”转型。截
至 2020年 6月末，对公客户总数达到 57.83万
户，比2017年末增长22.16%；客户增长带来存
款增加，2020年6月末对公存款余额15036.77
亿元，比2017年末增长27.41%。

华夏银行在做好商业银行业务外，积极拓
展投资银行业务，2020年6月末投资银行业务
规模 2259.69亿元，同比增长 46.12%。零售金
融方面，个人客户数、个人存款、个人贷款规模
也快速增长，2020 年 6 月末个人客户总数
2833.04万户，较 2017年末增长 37.17%；个人
存 款 余 额 3599.66 亿 元 ，较 2017 年 末 增 长
41.43%；零售贷款余额 5416.16亿元，较 2017
年末增长68.00%。

金融市场业务方面，华夏银行推动金融市
场、资产管理、资产托管等稳健发展，上半年到
期理财产品全部按期兑付本息，为客户实现投
资收益119.62亿元，公司的资产托管规模接近
4.5万亿元。

长期来看，2017年以来，华夏银行业务协
调发展带来经营业绩稳步增长。2017 年以
来，华夏银行业务规模快速增长，收入利润稳
步提升。从资产负债表来看，2020年6月末华
夏银行资产总额达到32656亿元，较2017年末
增长 30.16%，其中贷款总额增长 46.30%从利
润表来看，2020年上半年华夏银行实现营业
收入475.81亿元，较2017年同期增长42.68%。

从增长质量来看，华夏银行净息差大幅提
升。华夏银行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上
半年净息差分别为2.01%、1.95%、2.24%、2.35%，
2020年上半年净息差相较前几年大幅提升。

此外，华夏银行通过强化预算管理、推进
费用精细化管控，提高管理效率，降低成本收
入 比 。 2020 年 上 半 年 公 司 成 本 收 入 比
24.81%，较2017年同期下降9.83个百分点。

2020年上半年，内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日
趋复杂，银行业经营发展和风险管控面临极大
挑战和压力。为此，华夏银行加大拨备提取力
度，以增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应对能力。在此
基础上，2020年 6月末不良贷款率 1.88%，较
2017年末小幅增加0.12个百分点，但2020年6
月末关注类贷款率3.50%，比2017年末大幅下
降 1.10个百分点。在加大不良确认和处置力
度的同时，华夏银行还加大贷款减值损失计提
力度，2020年上半年计提贷款信用减值损失
218.99亿元，同比增长 48.52%，贷款减值损失
计提总额是2017年同期的2.85倍。

在经营业绩稳步发展的情况下，华夏银行注
重提高现金分红比例，提升股东回报，逐年加大了
分红力度，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现
金分红比例分别为10.20%、13.38%、20.03%。

华夏银行四年规划将收官
加大向实体经济让利力度

FINANCIAL INSTITUTION金融机构 BB112020年9月1日 星期二

本版主编 于德良 责 编 刘斯会 制 作 朱玉霞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吕 东

A股 36家银行半年报已全部披
露，“半年报时间”宣告结束。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
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A股上市
银行盈利受到较大压力，36家银行合
计实现净利润 8686.10亿元，同比下
降 9.33%，其中有高达 18家银行净利
润同比出现下降。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
年上半年，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下降
逾 9%，盈利面临较大压力。这主要
是受疫情影响以及加大对实体经济
让利的结果，与此同时，银行为了增
强风险抵御能力，也加大了贷款损失
准备计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上市银行上半年的盈利表现。

36家上市银行上半年
合计实现净利润8686亿元

梳理上市银行 2020年半年报发
现，各家银行今年上半年盈利承受了
较大压力，无论是整体净利润还是净
利润增长的银行数量，均较去年同期
出现下滑。

同花顺 iFinD 数据统计显示，36
家A股上市银行营收较去年同期大
面积上涨。具体来看，除西安银行
外，其余银行营收均有不同程度上
涨，青岛银行、宁波银行、郑州银行以
及杭州银行的营收同比增速均超过
20%以上。

而与营业收入普涨形成对比的
是，上市银行净利润却出现较为明显
下降。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出现上
涨和下跌的银行数量持平，均为 18
家。36家A股上市银行实现净利润
8686.10亿元，较去年同期的 9580.32
亿元，下降9.33%，其中有高达10家银
行的净利润同比降幅达到10%以上。

国有六大行合计实现净利润
5764.07 亿元。其中，工行净利润依
旧排名首位，该行前 6个月共实现净
利润 1497.96 亿元。此外，建行、农
行、中行的净利润也分别在千亿元以
上。虽然净利润指标依旧靠前，但 6
家大行净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且降
幅均在10%以上。

尽管国有大行的赚钱能力依旧
遥遥领先于中小银行。但从净利润
增速来看，中小银行增长势头强劲。
18家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的银行全
部为城商行与农商行，其中，净利润
增速方面，宁波银行与杭州银行净利
润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分别为
14.58%和12.11%。

对于业绩的下滑，多家上市银行
均对外表示，除了受到疫情因素的影
响，主动加大计提拨备力度以及为实
体经济让利也是重要原因。董希淼
对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
在加大信贷投放的同时，通过降低贷
款利率、减免收费以及延期还本付息
等举措，积极主动向实体经济让利，
推动企业融资明显下降。

今年上半年，随着资产质量恶化
压力的增大，各家银行为了增强抵御

风险的能力，未雨绸缪，纷纷加大了
计提拨备力度。

中国银行计提资产减值损失达
664.84亿元，较去年同期几乎增长了
一倍，兴业银行计提各类资产拨备
412.6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也 达 到 了
41.81%。中信银行行长方合英对记
者表示，由于该行今年上半年加大了
拨备计提力度，拨备计提477亿元，同
比多提 135亿元，增幅将近 40%。“如
果说我们把拨备增提因素去掉，拨备
前利润应该增长14.3%。”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资产规模全面增长

尽管半数银行净利润同比出现
下滑，但上市银行资产规模则在持续
扩张，全部36家银行的总资产均较去

年年末出现集体增长。
半年报显示，截至 6月 30日，六

大国有银行资产规模全部达到十万
亿元级别，工行总资产达 33.11万亿
元，领跑其余各家上市银行。与此同
时，今年上半年信贷投放的加大，也
使得银行资产规模水涨船高。不但
所有银行资产规模较去年年末再上
一个台阶，且有 7家银行的资产规模
增幅达到了两位数。资产规模增长
最快的前三名的分别为青岛银行、宁
波银行和光大银行，增幅分别达到
17.91%、14.63%和13.84%。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
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银行今年上半
年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上市银行
信贷投放力度继续加大也导致了银
行资产规模的扩张。与此同时，今年

以来，银行净息差一直处于下降通道
之中，而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张，将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息差收窄给银行带
来的压力。

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不断加大
对实体经济、制造业、普惠小微企业
支持力度，各项业务稳中有进。据统
计，截至6月末，36家A股上市银行贷
款余额均较去年年末实现增长，其中
有近半数银行的增幅在10%以上。

14家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
拨备覆盖率整体提升

除了盈利艰难外，对于上市银行
的一大考验无疑就是资产下滑的风
险。今年上半年，36家A股上市银行
中，有14家不良贷款比例较去年年末
出现下降，宁波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
行和常熟银行的资产质量最为优秀，上
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在1%以下。

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整体仍处
于较低水平，资产质量可控。而无论
是业内专家还是银行方面均表示，银
行的风险具有迟滞性，预计未来不良
资产的风险压力仍会提升。

而为了未雨绸缪，加强抵御风险
能力，避免可能发生的信用风险。各
家银行在积极补充资本、加大不良贷
款压降力度的同时，也在加大拨备提
取水平，各家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明显
提高。

截至 6月末，36家上市银行平均
拨备覆盖率为 268.00%，较去年年末
的261.55%提升6.45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银行受到疫情冲击、让利实体经济、加大计提拨备力度等因素影响

受三大因素影响 上市银行上半年净利同比降逾9%

本报记者 王思文

随着上市券商半年报披露收官，
券商投行收入也随之曝光。今年上
半年，99家券商揽入承销保荐费共计
221.1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148.02 亿
元增长42.62%。

总体来看，中信建投证券、中信
证券等头部券商的投行实力仍排名
靠前。不过，在 IPO承销收入增长、
投行“马太效应”逐渐显著的背景下，
仍有券商锚定投行业务发展，突出重
围实现业绩大丰收。例如，国金证券
的投行业务收入增幅达到 200.37%，
跻身前十。

5家券商投行业务净收入
加入10亿元俱乐部

2020年上半年，随着科创板发行

常态化，A股 IPO发行规模显著提升，
沪深两市共计119家企业完成 IPO发
行，同比增长 80.30%，合计发行规模
1392.74亿元，同比增长130.5%。

A股 IPO承销保荐业务一直是券
商投行业务的重要部分，在此背景
下，券商上半年投行收入实现高增
长。据证券业协会数据显示，2020年
上半年110家券商合计实现投行业务
净收入253.17亿元，其中99家券商合
计实现承销与保荐业务净收入 221.1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148.02亿元增长
42.62%。

在投行收入总体增长的背景下，
《证券日报》记者发现，券商2020年上
半年投行业务收入呈现出收入排名变
动明显、市场份额分化严重的特点。

2020年上半年券商投行业务收
入榜单前十位分别是中信建投证券、
中信证券、中金公司、海通证券、光大

证券、国泰君安、华泰联合、招商证
券、国金证券、平安证券，其中前 5家
券商的投行业务净收入进入 10亿元
俱乐部。

中信建投证券依旧稳坐榜首，
2020年上半年实现投行业务净收入
19.65亿元，成为上半年投行业务净
收入唯一超过 19亿元的券商。中信
证券和中金证券的投行业务净收入
超过 15亿元，分别为 18亿元和 15.41
亿元，分列第二、第三名。排名变动
方面，中金公司、华泰联合证券、国金
证券排名有所上升，分别跃升 1名、6
名、13名，海通证券、招商证券、平安
证券则分别下滑1名、1名、2名。

值得注意的是，《证券日报》记者
统计发现，前十名券商的投行业务净
收入合计达到 114.63亿元，占近 110
家投行业务净收入总和的一半。不
难看出，投行业务市场份额分化已经

十分严重，头部券商在投行业务中赚
得“盆满钵满”，中小券商却难分一杯
羹。中信建投证券、中信证券、中金
公司的占比分别达到 8%、7%和 6%。
与之相比，投行业务净收入后30名券
商的合计市场份额仅为1.69%。

国金证券投行收入
同比骤增200%

除了2020年上半年券商投行整体
收入增长明显外，多家券商投行业务净
收入也实现同比高增长。上半年，国金
证 券 的 投 行 业 务 收 入 增 幅 达 到
200.37%。中金公司的投行业务净收
入增幅达到90%，大部分排名靠前的券
商投行业务收入增幅均在20%以上。

国金证券半年报显示，国金证券
目前的保荐代表人达 144人，在医疗
健康、汽车零部件制造等行业领域有

较强的竞争优势，近期加大了科创
板、创业板项目开拓、储备，同时推动
并购重组、债券业务等协调发展。上
半年保荐业务共承销金额 84.88 亿
元，其中多为科创板、创业板企业。

今年以来，证券行业密集迎来有
利于业绩提升的政策新规，包括创业
板注册制、券商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
新规、公募基金管理办法新规、资管
新规过渡期延长等。安信证券分析
师张经纬对此表示：“这些规定或为
券商提供新的业务和渠道，减轻了券
商的经营压力。投行方面，短期来
看，创业板注册制到来意味着高费率
水平的中小企业项目持续释放，尤其
利好业绩弹性更大、投行贡献度高的
中小精品投行。长期来看，是大量待
发掘的项目资源和业务转型契机，有
利于优化恶性竞争的格局，实现优胜
劣汰。”

上半年券商揽入承销保荐费221亿元 前十名“分食”五成

本报记者 周尚伃

8月份，上证综指涨幅为 2.59%，
最 高 点 为 3456.72 点 ，最 低 点 为
3263.27点，之间跨度近 200点。沪、
深两市全月成交金额合计22.24万亿
元，日均成交额为1.09万亿元，虽不及
7月份的总体行情指标，但交易的活跃
也给券商带来了丰厚的佣金收入。

据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统计显
示 ，今 年 8 月 份 ，A 股 成 交 量 为
17040.77亿股，成交额222443亿元；B
股成交量为 11.14亿股，成交额 60.02
亿元；基金（LOF、ETF等上市品种）成

交额325.06亿元。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按照中

国证券业协会最新公布的 2019年度
行业平均净佣金率为万分之三点四
九来计算，8 月份，券商共揽入佣金
155.47亿元，环比下降 26.15%；日均
佣 金 收 入 7.4 亿 元 ，环 比 下 降
19.13%。至此，2020年前 8个月，券
商揽入的佣金总和为986.24亿元，已
远超去年全年总和，2019年全年券商
共揽入佣金796.8亿元。

同时，龙头券商的经纪业务转型
显现成效，在营收中的占比逐步下
降。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券商代理买卖证券业务
净收入（含交易单元席位租赁）523.1
亿元，比去年上半年增长 17.82%，占
总营收比例为24.51%。

新增投资者入市，对于券商佣金收
入也是一种提振。据中国结算最新数据
显示，7月份新增投资者数为242.63万，环
比增加56.64%，同比增加123.63%，期末
投资者数17016.95万，同比增加9.52%。
至此，今年前7个月，新增投资者数较
2019年年末新增1041.71万户。

此外，8月份科创板总成交额为
8449.34 亿元，如果按照万分之三点
四九的券商行业平均佣金费率计算，

165只科创板个股就为券商贡献了约
5.9亿元的佣金，占比3.79%。创业板
注册制的首批 18只个股总成交额为
1221.08亿元，仅上市一周时间，就为
券商带来了约为8523万元的佣金。

8月 14日，证监会就《证券公司
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证券业务
活动管理规定（试行）》（下称《管理规
定》）公开征求意见，厘清证券公司与
第三方机构的合作边界，建立适应互
联网特点的风险防范机制。《管理规
定》共二十一条，主要明确了证券公
司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证券业
务活动的责任边界、行为规范、程序

性要求、禁止性规定等事项。
对此，万和证券分析师沈彦东表

示，“互联网企业的优势在于用户和
数据，而券商的优势在于专业的服务
和风险控制，两者有着明显的优势互
补，券商可以为互联网用户带来新的
金融服务模式，互联网可以提高券商
的获客能力和服务效率。但是如果
管理不规范则会出现业务合规、技术
与数据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同时也会
引发佣金战等恶性竞争。本次《管理
规定》在统一规范存量和增量合作，
防止竞争性报价，维护良好的行业生
态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券商8月份揽入佣金155亿元 日均7.4亿元“入袋”

本报记者 王 宁

以“双焦”著称的黑色系商品期
货焦煤和焦炭，年内以来联袂演绎V
型走势，自年初高点回落，于4月份有
所探底，进入 8月份双双创出年内新
高，截至目前，延续高位盘整态势。

多位分析人士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焦煤和焦炭的供需逻辑存在不
同，虽然在今年以来同步创出阶段性
高点和低点，但供需格局存在自身特
点；由于基本面多空因素交替，焦煤
和焦炭的利多支撑可能会有所分化，
但整体来看，“双焦”的强势格局可能
会持续。

“双焦”8月份联袂创出新高

今年以来，焦煤和焦炭同步走出
V型行情，具体来看：焦炭期货 2101
合约自年初的1970元/吨，跌至4月份
的 1540元/吨低点，目前维持在年内
高点2042.5元/吨附近盘整，截至8月
31日收盘，该合约报收于 1965.5元/

吨，上涨57.5点，涨幅为3.01%。焦煤
期货2101合约自年初的1227元/吨跌
至4月份的1002元/吨低点，目前创出
年内高点 1249.5 元/吨，延续高位震
荡，截至 8月 31日收盘，该合约报收
于 1239.5 元/吨，上涨 21 点，涨幅为
1.72%。

“双焦”年内走势如此同步，不禁
让市场解读为供需逻辑出现一致
性。多位分析人士告诉记者，焦炭和
焦煤期价虽然在年内同涨同跌，但基
本面支撑却存在异同点。

五矿经易期货研究所副所长魏
松辉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年初海外
消费需求走弱，海外煤炭大量流入中
国，澳洲焦煤在一季度末不断下滑，
最低点曾跌至100美元/吨水平，但在
二季度后，澳洲焦煤交割资源减少，
定价品转至蒙古煤，盘面价格开始修
复，进入下半年以来价格向 1250元/
吨一线靠近。与之相对应的是，焦炭
年内期价走势主要在于供需结构的
不断调整，与定价品的转移不存在关
联性。

徽商期货煤焦分析师刘朦朦向
记者表示，8月份是传统的终端需求
淡季，然而成材品和原料价格却呈
现“淡季不淡”的行情，尤其是焦煤
焦炭价格更是创出年内新高，究其
原因在于焦炭产量出现下滑，供应
段并不充裕；同时，下游需求保持着
旺盛的状态，焦炭作为主要原料供
应，供需紧平衡格局由此展开。此
外，在焦化产业高利润刺激下，除了
政策性限产外，焦化厂保持较高开
工率，焦煤价格在 8月份由此呈现出
较强走势。

东证衍生品研究院黑色系相关
分析人士也告诉记者，支撑“双焦”
期价维持高位震荡的基本面在于三
方面：一是高炉维持高负荷生产状
态，在终端需求乐观预期未发生转
变前，钢厂难以降低生产负荷，而环
保限产从目前来看，对高炉的生产
影响也比较有限；二是新投的焦炉
产能虽有释放，但未达到放量阶段，
更多程度上是缓解了 7月份-8月份
的供需缺口；三是海外钢厂高炉复

产加速，焦炭进口量减少，此前给焦
炭供需上提供的边际宽松效应在逐
步减弱。

提涨计划或将持续支撑期价

近日，国内部分煤炭主产区陆续
启动提涨计划，例如山西煤炭市场，8
月31日，山西焦化企业陆续启动年内
第二轮提涨50元/吨计划。但有分析
人士指出，目前钢厂仍按多需采购为
主，由于自身利润压缩，钢厂对煤炭
提涨抵触明显，预计近期提涨的焦化
企业会继续增多，而个别低库存钢厂
或率先接受提涨要求，煤炭价格后期
或将持续较强走势。

“在焦化厂库存偏低情况下，提
涨计划预期会如期落地。”刘朦朦表
示，焦化利润继续提升，同时，在对焦
煤需求较为旺盛背景下，预计焦煤价
格会出现一定补涨。盘面上，焦炭期
货 2101合约价格在创出今年以来的
新高后，可能会回调近半个月，但在
现货价格提涨的配合下将企稳回

升。焦煤期货 2101合约前期涨势略
为平缓，现货价格补涨大概率会带动
期价向上突破前期整理区间，预计后
期价格仍将创出新高。

魏松辉则认为，焦煤目前仍相对
较为平稳，短期盘面预计以高位震荡
为主，中长期走势则取决于进口煤增
量幅度及下游产量增幅，供需面如果
走弱（港口库存重新回升）价格重心
下移概率较高，同时，需关注四季度
海外需求回升后对国际焦煤价格的
提振力度，因此，目前焦煤盘面价格
中性偏空。

刘朦朦表示，短期来看，原料供
应偏强局面难以改变，旺盛的需求是
主要推动原因。钢厂保持较高的开
工率，对焦炭需求良好，同时，消费较
快导致钢厂原料库存有效降低，补库
情绪积极，这些都是焦炭价格高企的
支撑因素。原料价格空间的下限在
于四季度焦炭新增产能投产，所带来
的增量对市场供应紧张的缓解程度，
以及焦化行业去产能后续实际执行
力度。

“双焦”联袂演绎V型走势 料后市走势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