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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要求，积极把握经济结构

调整中蕴含的发展机会，着力主战场和主流业务，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全球

经济放缓的考验，各项业务继续平稳较快增长，资产负债结构更加优化，资产

质量保持良好，经济效益符合预期，取得较为显著的经营成果。

“危”中有“机”——业务较快发展 结构不断优化



各项业务持续平稳较快增长：截至报告期末，资产总额12136.35亿元，较期初增长

1927.36亿元，增幅18.88%；各项贷款总额为6410.33亿元，较期初增长1416.47亿元，增幅

28.36%；客户存款总额为8259.56亿元，较期初增长1935.30亿元，增幅30.60%

资产负债结构更加优化：收益率高、成本低的传统存贷业务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资产负

债增长速度。全行各项存款占总负债的71.17%，比期初提高6.10个百分点，储蓄存款增速

快于企业存款增速，活期存款增速快于定期存款增速；全行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52.82%，

比期初提高3.90个百分点，非信贷类资产占比相对下降

信贷投向合理、节奏均衡、标准严格：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宏观政策精神，重点加大对政

府信用项目、具备垄断特征行业项目以及国家政策推动项目的信贷投入，稳步降低强周期

性行业的信贷比重；每个月的信贷投放量保持在均衡水平；严把授信审查关，不降低准入

标准，确保资产质量安全

“危”中有“机”——业务较快发展 结构不断优化（续）



经济效益符合预期：税前利润79.67亿元，同比微降0.92%；净利润62.23亿元，同比减少

3.21亿元，同比下降4.90%；经济效益基本符合预期

资本充足情况良好：资本净额648.44亿元，比期初增加71.27亿元；资本充足率9.21%，

核心资本充足率7.41%，发行100亿元次级债已经获批；资产负债比例状况良好，主要监管

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资产质量保持优良：全行不良贷款余额43.13亿元，比期初增加1.64亿元；不良贷款比率

0.67%，较期初下降0.16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余额较年初下降16.78亿元；拨备覆盖率

218.78%，仍处于行业较高水平，远超过监管部门要求的底线

“危”中有“机”——业务较快发展 结构不断优化（续）



单位: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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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影响因素——资产负债规模平稳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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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差、净息差走势

2009年1-6月净利差1.80%，同比下降0.85

个百分点；净息差1.90%，同比下降0.86个

百分点

资产收益率下降的趋势在二季度得到初步

遏制，资金成本逐步下降，息差收窄速度

放缓

单位：%

业绩影响因素——息差探底企稳的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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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亿元

二季度手续费收入9.06亿元，较一季度
增长60%，增长趋势明显

非利息收入占比由2008年的11.85%提
高到13.23%

银行卡类、担保承诺类、咨询顾问类中
间业务收入增幅明显

中间业务收入、非利息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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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结算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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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影响因素——手续费增长趋势明显 非利息收入占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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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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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0.67

218.78

94.36

43.13

6,410.33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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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

93.75

6,273.45

金 额

2009年6月30日

下降0.1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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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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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8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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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末增减(%)

1004,993.86贷款总额

94.01贷款拨备

226.58拨备覆盖率(%)

41.49不良贷款余额

0.83不良贷款率(%)

0.073.30损失类

0.3618.18可疑类

0.4020.01次级类

2.21110.54关注类

96.964,841.83正常类

占比(%)金 额

2008年12月31日
项 目

不良贷款余额较期初增加1.64亿元，

总体保持平稳，不良率较期初下降

0.16个百分点

关注类贷款较年初降幅较大

拨备覆盖率218.78%，较期初下降7.8

个百分点，仍处于行业较高水平，远

超过监管部门的要求

不良贷款余额与拨备覆盖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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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驱动因素——资产质量优良 保持较高拨备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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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影响因素——合理控制各类开支 有保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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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税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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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减(%)2009年1-6月项 目

单位：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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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2 

11.52 

62.66 

74.18 

占比(%)

4,993.86 

1,289.37 

575.30

3,129.20 

3,704.50 

金 额

2008年12月31日

28.36 1006,410.33 合 计

2.46 20.61 1,321.04 零售贷款

-9.00 8.17 523.53 贴现

45.91 71.22 4,565.76 
其中：

公司贷款

37.38 79.39 5,089.29 公司类贷款

较上年末
增减(%)

占比(%)金 额

2009年6月30日
项 目

单位：人民币亿元
信贷结构比较

重点加大对政府信用项目、具备垄

断特征行业项目以及国家政策推动

项目的信贷投入，稳步降低强周期

性行业的信贷比重

一般性贷款占比提高，票据贴现余

额524亿元，较年初下降9%

2007年 2008年 2009年1-6月

公司类贷款 零售贷款

33%

67%

26%

74%

21%

79%

贷款结构——投向合理 节奏均匀



债券投资余额较年初增长21%，着重

于对投资组合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不

断提高组合流动性、收益率及风险防

范能力，并适度加大波段操作

在市场收益率整体下降的情况下，公

司本外币债券仍然保持较好的收益率

投资利息收入增长6.28%
下降0.24个

百分点
3.413.17投资利息收益率(%)

100

35.15 

11.79 

48.83

4.23 

占比(%)

24.83

2008年1-6月

1,580.21 

555.40 

186.22 

771.68 

66.91 

金额

2008年12月31日

173.45 26.61 509.23 应收款项类投资

同比增长(%)2009年1-6月项 目

6.2826.39投资利息收入

21.11 1001,913.80 合 计

-8.62 26.52 507.51 持有至到期投资

9.14 44.01 842.2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8.05 2.86 54.83 交易性金融资产

较上年末
增减(%)占比(%)金额

2009年6月30日
项 目

单位：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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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2.82

41.04

70.82

0.83

11.24

2008年12月31日

≤ 5040.63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 108.13单一 大客户贷款比例

≥ 2533.30流动性比例（折人民币）

≤ 7571.25存贷比（折人民币）

≤ 5 0.67不良贷款率

≥ 89.21资本充足率

标准值2009年6月30日项 目

单位：%

监管指标——主要监管指标全面达标



业务发展

未来展望

财务表现

业务发展

未来展望

目 录



坚持科学发展，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客户群体持续扩大，积极拓宽核心负债；密切关注经济发展重点，加大对主流业务领

域的信贷投入；节能减排业务优势更加巩固

各门类业务基础进一步加强——公司业务

成立可持续金融中心，推进可持续金融业务专业化管理

成立小企业部，推进小企业业务专业化运作管理

9.68%

对公客户数（万户）

14.78
16.21

年初 期末

3129.19

4565.76

年初 期末

本外币公司贷款余额（人民币亿元）

45.91%

33.04

41.15

年初 期末

24.55%

节能减排贷款累计发放金额（亿元）



加强同业客户关系管理，持续提升专业服务水平，同业金融合作成果不断丰富

各门类业务基础进一步加强——同业业务

新增银银平台上线产品23个，累计联网上线148家

代销理财产品162.57亿元

累计办理银银平台结算88.31万笔，金额501.55亿元

商业银行信息系统建设上线4家，为6个商行信息系统项目提供运维服务

第三方存管累计联网上线证券公司88家

累计办理人民币信托理财业务量359.35亿元，同比增长25.32%



各门类业务基础进一步加强——投行业务

加强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承销业务

主承销发行8只短期融资券、1只中期票据

积极提供债务重组、兼并收购类财务顾问服务，稳步推进并购贷款业务

财务顾问客户签约15家

积极拓展金融企业金融债、次级债、混合资本债等债券承销业务

探索私募股权投资、资产交易等战略性投资银行业务，丰富投资银行产品体系



40.53%

加大负债业务推广力度，实现储蓄存款跨越式

增长，增长率是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增速的

1.79倍

加强零售信贷业务品种和区域结构调整，个人

按揭类贷款占比与二、三线中心城市的业务量

稳步增长

继续加强零售贷款风险控制，期末零售贷款不

良率0.35%，保持在较低水平

积极拓展综合理财业务，产品范围包括本外币

理财产品、基金、券商集合理财、保险等，销

售总量231.25亿元

2.46%

本外币零售贷款余额（人民币亿元）

各门类业务基础进一步加强——零售业务

888.94

1249.19

年初 期末

1289.37
1321.04

年初 期末

本外币零售存款余额（人民币亿元）



坚持“理性发展，稳健经营”，以提高信用卡首卡刷卡率和活卡率为重点，持续优化

客户结构

加快经营转型步伐，探索开展精准化营销

加强信用卡业务风险防范，确保资产质量可控

以高端产品为重点，进一步优化和丰富产品结构

各门类业务基础进一步加强——零售业务（续）

上半年实现业务收入3.88亿元，同比增长46.17%，实现扭亏为盈

上半年新增发行信用卡49.30万张，累计发行信用卡539.90万张

推出西单商场百货联名信用卡、深圳益田假日广场百货联名信用卡、GOLF白金信用卡

——信用卡业务



自营投资方面

本币投资：优化调整投资组合结构，提高流动性、收益率及风险防范能力

外币债券投资：继续增持我国财政部债券、美国财政部债券，并适度增持高信用

等级的中资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债券及相关的信用挂钩债券

交易做市方面

汇率交易、债券交易：排名保持在市场第一梯队

人民币利率互换：继续保持较高市场占有率

自营黄金：交易金额达153.27亿元，在上海黄金交易所金融机构中排名第二

各门类业务基础进一步加强——资金业务



各门类业务基础进一步加强——资产托管业务

托管业务规模总净值为786.96亿元，较期初增加17.67%

基金资产托管规模428.07亿元，较年初增加15.63% 

信托保管资产托管规模292.24亿元，较年初增加11.09% 

创新类业务起步良好

创新类业务产品托管规模66.65亿元，较年初增长78.16%

券商定向资产管理、券商集合理财等业务位居各托管行前列

基金专户理财托管逐步发展

进一步加强托管系统改造和流程再造



电子银行方面

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的企业网银现金管理和“精彩e生活”一站式电子商务增值服务

推出中小银行网银托管服务和企业网上银行电子商务即时结算模式

打造“在线兴业”、“无线兴业”、“热线兴业”和“五星导航”服务品牌

电子银行对柜面替代率达46%；零售电子银行客户数684万户；企业网银客户数4.3万户

信息科技方面

继续贯彻“科技兴行”战略，以市场为导向，推进高品质的软件研发

进一步深化信息科技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加强IT风险管理，确保系统平稳运行

2009年3月，获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综合奖项之“ 佳企业信息化效益奖”

各门类业务基础进一步加强——电子银行与信息科技



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 新排名，按核心资本排名第117位，按总资产排名第108位，分别比去

年提升30位和16位

2009年8月，荣获《经济观察报》“2008年度 佳绿色银行奖”

2009年6月，荣获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度亚洲可持续银行金奖”

2009年6月，荣获“2008年度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金牛奖”、“2008年度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百强”

2009年6月，荣获“第四届大众证券杯十佳 具持续投资价值上市公司第一名”

2009年5月，荣登“2009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百佳榜”

2009年4月，董事长高建平荣获第五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 具社会责任董事长”

2009年4月，荣获中国社科院“2009中国上市公司100强公司治理评价”第三名

荣誉和奖项



业务发展

未来展望

财务表现

业务发展

未来展望

目 录



一方面，在中央一揽子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下，投资快速增长，消费稳步走强，工业增加

值回升，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增多，总体形势企稳向好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经济好转的基础尚待巩固，外部形势仍旧严峻，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困

难和挑战仍较多

未来展望——机遇与挑战



公司上下将努力承接上半年业务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进一步抓住宏观经济政策

较为宽松的有利时机，继续坚持积极稳妥的发展策略，通过外延扩张与潜力挖掘相结

合，规模增长与结构调整相结合，业务领域延伸与专业能力提升相结合，保持较快而

稳健的发展速度，提升业务发展质量，巩固并提升公司市场地位和竞争能力

未来展望——下半年举措



欢迎通过投资者关系邮箱irm@cib.com.cn与我们保持联系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