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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熊 悦

A 股上市银行 2024 年中期报
告陆续披露。截至 8月 16日，已有
4 家上市银行发布了中期业绩报
告，分别为南京银行、平安银行、江
苏银行、沪农商行。此外，还有 6
家银行披露了中期业绩快报，包括
2 家股份制银行、2 家城商行、2 家
农商行。

具体来看，在披露中期业绩报
告的 4家上市银行中，江苏银行、南
京银行、沪农商行上半年均实现营
收、归母净利润双增长。净息差承
压之下，非息业务为银行营收增长
提供了一定支撑。

南京银行发布的中期业绩报告
显示，今年上半年，该行非利息净收
入的同比增幅达到 25.51%，远超其
7.87%的营收增长水平，成为拉动营
收增长的主要力量。该行非利息净
收入中占比较大的手续费及佣金净
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分别同比
增长 13.33%、477.90%。同时，非利
息净收入在营收中占比 51.13%，同
比上升7.19个百分点。

江苏银行上半年的手续费及
佣 金 净 收 入 的 同 比 增 幅 达 到
11.30%，超过其 7.16%的营收增幅；
沪农商行上半年的非利息净收入
同比增长 8.86%，高于其营收增幅；
平安银行上半年的非利息净收入
则同比增长8%。

此外，披露中期业绩报告的 4
家上市银行中，有 2家不良贷款率
较年初下降，1家较年初上升，1家
较年初持平。

而在披露中期业绩快报的 6家
银行中，有 5家上半年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幅均超过 10%，分别为瑞丰
银行、苏农银行、齐鲁银行、杭州银
行、浦发银行，增幅分别为 15.48%、
15.81%、16.98%、20.06%、16.64%。

银行从资产、负债两端强化经
营质效，以实现净利润增长。例如，
浦发银行在中期业绩快报中称，实
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原因，主
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强化资产负债管

理，实现净息差企稳；加大信贷投放
力度，抵御市场利率下行影响；调优
负债结构，付息率管控成效明显；通
过精细化、精益化管理实现降本增
效，成本耗用同比减少。

稳健的经营表现为上市银行中
期分红打下基础，截至8月16日，已
有两家上市银行的 2024 年中期利
润分配方案浮出水面。根据平安银
行 8月 15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股东投资
回报、监管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
及该行业务可持续发展等因素，该
行拟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46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47.74亿元，占合并报表中归
属 于 该 行 股 东 净 利 润 的 比 例 为
18.4%。

根据沪农商行发布的 2024 年
中期利润分配方案，该行以实施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
基数，对普通股每 10股分配现金红
利 2.39 元（含税），共计 23.05 亿元
（含税），2024 年中期分红比例为
33.07%。本报告期，该行不送股，不
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业内认为，在监管部门鼓励上
市公司提高分红频率和稳定性的背
景下，上市银行的中期分红动力较
为强劲。目前银行业整体盈利能力
和资本充足率保持稳健，为中期分
红提供坚实基础。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
田利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平
安银行的现金分红方案体现了其对
股东的重视和回报，尤其是在当前
银行业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能
够实施中期分红显示出公司的诚意
和对股东利益的考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
鹏表示，上市银行分红力度较大且
相对稳定。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近期公布的二季度商业银行主
要监管指标，商业银行二季度的净
息差较一季度持平，为 1.54%，显示
出企稳态势。银行稳健经营将为中
期分红提供有力支撑。

部分上市银行公布中期“成绩单”
分红方案成看点

本报记者 李 冰
见习记者 刘晓一

8月 15日晚间，平安银行公布
了 2024 年半年度业绩报告。财报
显示，平安银行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 771.3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58.79 亿元，同比增长
1.9%。

同时，平安银行拟首次中期分
红。其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显示，拟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46
元（含税）。

“今年平安银行资本充足率
表现不错，我们会综合评估资本
业务发展、股东回报之间的关系，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维持合理的
全年分红水平。”平安银行行长冀
光恒在该行 2024 年中期业绩发布
会上表示，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
团 队 将 会 全 力 以 赴 做 好 经 营 管
理，提升业绩，为投资者创造更多
价值。

财报显示，截至2024年6月末，
平安银行资产总额 57540.33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3.0%；发放贷款和垫
款本金总额 34134.74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0.2%。

从贷款业务来看，截至 2024年
6月末，该行个人贷款余额18213.35
亿元，较上年末下降 7.9%，其中抵
押类贷款占比 60.6%。上述个人贷
款中，住房按揭贷款余额3065.76亿
元。汽车金融贷款方面，该行汽车
金融贷款余额2822.16亿元，上半年
个人新能源汽车贷款新发放228.89
亿元，同比增长38.4%。

“当前平安银行对零售信贷的
经营策略，主要是加大住房按揭、持
证抵押、新能源汽车等相对低风险
贷款的投放，并实现客群结构从中
高风险向低风险转移，扩大优质客

户占比。”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
余丰慧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得益于净利润增长、资本精细
化管理等，截至2024年6月末，平安
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上升至
9.33%，各级资本充足率均满足监管
达标要求。

“上半年，平安银行坚持‘零售
做强、对公做精、同业做专’的战
略引领，零售业务有所企稳，大对
公业务持续改善，全行的可持续
发展根基进一步夯实。下半年，
银行业经营依然面临许多压力，
但平安银行将继续深化改革，全
力打造零售银行的特色名片。”冀
光恒表示。

对于受关注度较高的地产业
务，平安银行行长助理兼首席风控
官吴雷鸣在业绩会上回应说，地产
一直是平安银行的主力板块，会加
大对地产的支持和投入力度，这个
态度是很鲜明的。“我们自身项目
资产管理有一套逻辑体系，会坚持
一直以来的风控理念，不会进行大
的变化。”

此外，平安银行还积极践行精
细化管理。财报显示，平安银行对
公业务聚焦“做精行业、做精客户、
做精产品”，实现业务稳健发展。截
至 2024年 6月末，该行企业贷款余
额 15921.39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1.4%；企业存款余额 22804.67 亿
元，较上年末增长3.7%。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精细化的管
理思路促进了平安银行上半年的净
利润增长。后续，预计更多银行机
构将以精耕存量为主线，主动强化
资产负债管理与风险管理，以扎实
的业务能力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高
质量赋能。”

平安银行业绩会回应首次中期分红
未来会加大对地产支持和投入力度

本报记者 冷翠华
见习记者 杨笑寒

近日，银行系险企上半年业绩陆
续出炉。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今
年上半年，9家银行系险企合计实现保
险业务收入 2678.4亿元，同比增长约
17.2%；合计实现净利润84.9亿元。

受访专家表示，银行系险企整体
业绩有望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
未来，银行系险企要更好提升自身的
产品与服务能力，发挥与母行的协同
作用，实现持续发展经营。

8家实现盈利

随着险企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陆
续披露，银行系险企的上半年业绩也
随之出炉。

保险业务收入方面，9 家银行系
险企合计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2678.4
亿元，同比增长约 17.2%。其中，中邮
人寿、工银安盛人寿、建信人寿分别
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1053.5亿元、307.5
亿元、275.1亿元，位列前三。从同比
变化来看，7家银行系险企保险业务
收入同比上升，且其中 5家险企的保
险业务收入同比涨幅超过 20%；2 家
银行系险企的保险业务收入同比有
所下滑。

净利润方面，9家银行系险企中，
有 8家实现盈利，合计盈利 93.6亿元，
1家险企亏损 8.7亿元。中邮人寿、农
银人寿、工银安盛人寿分别实现净利
润 56.9亿元、11.2亿元、7.9亿元，位列
前三。从同比变化来看，8家险企的净
利润同比均有所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中邮人寿、农银
人寿、建信人寿等多家险企今年开始
分步实施新会计准则，中邮人寿、农
银人寿均实现了净利润的大幅增
加。中国精算师协会创始会员徐昱
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述银行
系险企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涨幅
较大，目前来看一定程度上缘于会计
准则的转换。新会计准则对保险公
司的保费收入、金融投资资产等部分

的计算均进行了调整，导致净利润变
化量较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
王国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险企
本身的经营策略也将带来差异化表
现。例如，中邮人寿作为首个分步实
施新会计准则的非上市险企，去年账
面亏损巨大，但也正是公司在新的会
计准则背景下，前瞻性地优化资产负
债匹配和资产结构，使得其今年上半
年的净利润指标和偿付能力指标等明
显优化。

此外，银行系险企投资端方面的
表现也对其净利润有所贡献。今年上
半年，9家银行系险企近三年财务投资
收益率的平均数为 4.64%，高于全部
已发布相关数据的寿险公司收益率的
平均值（4.19%）；近三年综合投资收益
率的平均数为 4.39%，高于全部已发
布相关数据的寿险公司的平均综合投

资收益率（3.79%）。

更好发挥与母行协同作用

银行系险企背靠股东，通常享有
银行股东的强大渠道优势和客户基
础，但也容易出现渠道过于单一的风
险，业内人士认为，相关险企仍需提高
产品服务的供给能力，扩大业务范围。

王国军表示，银行系险企的渠道
优势和市场拓展能力很强。不过，受
多因素影响，险企在个体表现上差异
性较大，例如，股东背景、市场定位、管
理层变动、管理能力、产品策略、投资
策略、销售渠道以及客户群体等因素。

展望未来，王国军认为，银行系
险企整体业绩有望保持相对稳定的
发展态势，但不同险企的表现可能继
续分化。

对于银行系险企未来如何进一步

利用自身优势、实现持续发展，普华永
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
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银行系险
企需提升长期产品服务供给能力和增
值服务的质量。随着金融业整体向以
客户为中心转型推进，很多银行对银
保合作的目标定位和考核标准也发
生了改变，开始摒弃只关注短期收入
和销售佣金的获取，而是更加关注客
户长期黏性及客户满意度的提升，因
此在选择保险合作伙伴时，会更加看
重保险公司长期的产品与服务供给
能力，在产品选择上也会更加重视与
银行理财产品互补的风险保障类产
品，以及保险公司在保单运营与增值
服务方面的质量。因此，银行系险企
要更好提升自身的产品与服务能力，
发挥与母行在这方面的协同作用，更
好服务于母行的战略意图与客户经营
目标。

9家银行系险企上半年净利合计近85亿元

本报记者 周尚伃
见习记者 于 宏

购买理财产品是上市公司管理闲
置资金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优化资
金配置、提升财务效率目标的驱动
下，今年以来截至 8 月 16 日，上市公
司 认 购 理 财 产 品 的 总 金 额 已 突 破
4300亿元大关。其中，券商理财产品
获认购比例持续上升，尤其是收益凭
证颇受青睐，成为部分上市公司的理
财优选。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常见的理财
产品包括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银
行理财产品、券商理财产品、投资公
司理财产品、信托等。萨摩耶云科技
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上市公司将闲置资金
用于购买理财，是一种稳健理性的投
资方式，风险较低，同时有效提升了

资金利用效率。”
Wind资讯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

至 8月 16日，已有 667家上市公司合计
认购了 4348.14亿元理财产品（包含到
期后再投，下同），其中，结构性存款合
计获认购金额最多，为2772.57亿元，有
509家上市公司认购。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市公司购
买 理 财 产 品 的 整 体 金 额 同 比 下 降
48.07%，购买理财产品的上市公司数量
同比下降 42.2%。不过，已有 172家上
市公司购买了券商理财产品，认购金额
合计为303.85亿元，占整体理财产品认
购金额的比例为 6.99%，而去年同期的
占比为5.84%。

“上市公司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往
往考虑到多方面因素。”国研新经济研
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首先是产品的收益率，资金的
利用效率直接关系到公司的财务表

现。同时，产品的风险水平也不容忽
视，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因此评
估产品的风险等级至关重要。此外，要
考虑产品的流动性，特别是对于那些可
能需要随时调用资金的公司而言。最
后，合规性和信誉度同样重要，要确保
所选择的产品符合相关法规，且提供产
品的机构具有良好市场声誉，有助于降
低潜在投资风险。

在上述 172 家购买了券商理财产
品的上市公司中，有 76家公司的购买
金额不低于1亿元。其中，购买券商理
财产品金额最高的上市公司为世运电
路，购买金额为 17.5亿元；迪阿股份紧
随其后，购买金额为17.47亿元；涪陵榨
菜、晶合集成、牧原股份的购买金额也
均超过10亿元。

从产品类型来看，券商收益凭证尤
为受到上市公司的青睐。例如，世运电
路购买的 30只券商理财产品全部为收

益凭证，分别来自中信证券、广发证券、
中国银河，产品期限从17天到270天不
等；迪阿股份购买的 31只券商理财产
品中，有25只属于收益凭证；涪陵榨菜
购买的 8只券商理财产品也均属于收
益凭证。

对于券商收益凭证受到上市公司
青睐的原因，排排网财富理财师荣浩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主要是因为
其具有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和安全性，
券商收益凭证是以券商的信用为保障
的，尤其是大型、知名、信誉好的券商
发行的收益凭证，风险比较低。同时，
在当前较低的利率环境下，相比传统
的银行理财产品和存款产品，券商收
益凭证通常具有更高的预期年化收益
率，因此具有更高的竞争力和性价
比。此外，券商收益凭证种类丰富多
样，期限灵活，能满足上市公司多样化
的投资需求。”

年内上市公司合计斥资超4300亿元买理财
券商产品获认购比例上升

在披露中期业绩报告的4家上市银行中，江
苏银行、南京银行、沪农商行上半年均实现营
收、归母净利润双增长。在披露中期业绩快报
的6家银行中，有5家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
幅均超过10%

本报记者 王 宁

8月16日，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二季度高瓴资本、高毅资产、景
林资产等三大头部私募在美股的持仓
又有新动作。整体来看，二季度三家私
募对科技股较为青睐，对部分消费股有
所减仓。

多位分析人士表示，在二季度头部
私募的美股持仓中，中概股的科技板块
依然是持仓重点，尤其是受益于AI的
相关公司。

数据显示，二季度高瓴资本在美股
持有近 90只个股，合计持有市值超过
40亿美元，整体调仓动作较大，例如，新
进了25只个股，清仓了10只个股，其余
个股也有不同程度加仓或减仓。具体
来看，其首次持有携程、赛默飞世尔科

技、Stevanato Group、GE Vernova、特灵
科技和PayPal等多只科技股，大幅加仓
（持股数量增幅超 50%，下同）阿里巴
巴、网易、英伟达、苹果、高通等多只个
股，减持了拼多多、华住和亚马逊等个
股，清仓了超威半导体、亿滋国际、迈威
尔科技、亚朵、满帮和百度等个股。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二季度高瓴资
本持有美股市值超过 40亿美元，但相
较一季度的 46亿美元来看，二季度呈
现“缩水”状态。

景林资产二季度持有美股市值仅
次于高瓴资本。数据显示，景林资产二
季度合计持有美股市值近 38亿美元，
合计持有近 50只个股，相较一季度的
32.25亿美元呈现增长态势。在个股调
仓方面，新进了 8只个股，清仓了 6只，
大幅加仓了8只，减仓了10只。具体来

看，景林资产二季度大幅加仓台积电、
英伟达、阿里巴巴、贝壳、携程等个股，
新进了大全新能源、理想汽车、联合健
康、苹果、巴西石油等个股，清仓了
BOSS直聘、京东、超威半导体、艾伯维
和强生等个股。

相较于上述两家私募，高毅资产二
季度在美股持有市值和持股数量并不
高，合计持有个股 20 余只，持有市值
7.62亿美元，相较一季度的5.54亿美元
呈现增长态势。

从具体个股调仓来看，高毅资产二
季度大幅加仓了华住、网易、Meta Plat⁃
form和百胜中国等个股，对中通快递、
谷歌-C、阿里巴巴和好未来等进行了
减仓，新进 1只个股（礼来），清仓了特
斯拉、BOSS直聘和百度等3只个股。

综合来看，三大头部私募二季度高

度青睐科技股，对消费股等进行了减持
或清仓。

黑崎资本首席战略官陈兴文向记
者表示，从二季度头部私募在美股的持
仓表现来看，中概股依然是投资重点，
尤其是科技股和电商股；科技板块中
受益于AI发展的公司，存在较高吸引
力，但也有部分科技股遭遇减持或清
仓。对于三季度市场预期，虽然整体
情绪面尚未完全恢复，但流动性边际
改善正在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科技板块
上有所体现。

北京某私募基金经理告诉记者，目
前美股最大的投资机会或来自于AI算
力和AI应用两大类个股，中概股公司
投资机会更加突出。未来，由于AI引
发的投资机会才刚刚开始，相关个股仍
有投资价值。

三大头部私募二季度美股持仓动向曝光
整体来看，三家私募对科技股较为青睐，对部分消费股有所减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