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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制备，未经独立
验证。本资料应与2016年半年报一并阅读，所涉信息以2016年半年报披
露为准。本资料未明示或暗示任何陈述或保证，其所表述或包含的信息
的准确性、公正性或完整性也不应被依赖。因本资料中表述或包含的任
何信息不论以何种方式引起的任何损失，公司及其任何联属公司、顾问
或代表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资料可能包含涉及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前瞻性声明”，并且是在对
公司所处行业的现有预期、假设和预测的基础上作出的。除法律另有要
求外，公司不承担任何对前瞻性陈述进行更新以反映日后发生的事件或
情况的义务，也不承担对其预期作出相应变更的义务。尽管公司相信该
些前瞻性声明中所述的预期是合理的，但其并不能向阁下保证其作出的
预测在将来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投资者应注意实际发生的结果可能与预
测的结果有差别，不应依赖本资料中所含的任何展望性语言。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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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紧密围绕发展战略，依托集团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独特竞争优势，加快综合化平台建设，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综合
金融服务方案，积极打造“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

上半年，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经济形势，全行上下克服利差收窄、风险攀升、监管约束加强等因素影响，各项业务有序开
展，总体实现了平稳发展，经营业绩表现良好。

前 言

经济增速放缓，优质资产获取困难。

金融调控力度加大，监管要求趋严，
银行业务更趋理性发展。

受经济下行影响，银行业整体不良
攀升，风险防控形势严峻。

市场利率下行，息差收窄压力增大；
汇率波动加大，市场风险管控难度
提高。

“营改增”政策实施，银行税基扩
大，税率提高，压缩银行利润空间。

内外部
经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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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2016年1-6月 同比增量 同比增幅

归属于股东净利润 236.0 10.1 4.5%

拨备前利润 551.7 83.5 17.9%

营业收入 782.1 81.7 11.7%

净息差 2.05% 同比下降27BPs

非息收入占比 31.7% 同比上升2.7个百分点

成本收入比 24.9% 同比下降1.0个百分点

规模指标 2016年6月末 比上年末增量 比上年末增幅

总资产 56068 4845 9.5%

客户存款 34552 2724 8.6%

客户贷款 27492 2204 8.7%

质量指标 2016年6月末 2015年末 比上年末增减

不良贷款 385.2 360.5 24.7

不良贷款率 1.40% 1.43% 下降0.03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 157.0% 167.8% 下降10.8个百分点

拨贷比 2.20% 2.39% 下降0.19个百分点

监管指标 2016年6月末 2015年末 比上年末增减

资本充足率 11.26% 11.87% 下降0.61个百分点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89% 9.12% 下降0.23个百分点

流动性覆盖率 104.7% 87.8% 上升16.9个百分点

指标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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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业绩

业务发展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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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015年 2016年上半年

220.3 225.9 236.0

186.6 185.7

1-6月 7-12月

拨备前利润

单位：亿元单位：亿元

项目 2016年1-6月 2015年1-6月 同比增减 2015年

总资产回报率（ROA） 0.89% 1.06% 下降0.17个百分点 0.90%

净资产回报率（ROE） 14.42% 16.79% 下降2.37个百分点 14.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8 0.48 持平 0.88

每股净资产（元） 6.74 6.05 +0.69 6.49

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

2014年上半年 2015年上半年 2016年上半年

411.2
468.1

551.7

财务业绩

主要盈利指标

1.拨备前利润增长良好，净利润小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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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业绩

2.营业净收入稳步提升，盈利结构持续优化

6

782.1亿元 +81.7亿元 +11.7%

营业净收入

利息净收入

534.4亿元 +36.9亿元 +7.4%

非息净收入

247.7亿元 +44.7亿 +22.1%

手续费贡献
213.0亿元 +38.2亿元 +21.8%

其他非息贡献

34.7亿元 +6.6亿 +23.4%

规模增量贡献 息差增量贡献

-53.3亿元90.2亿元

剔除“营改增”影响，
上半年可比营业净收
入803.7亿元，同比
增加103.3亿元，增
长14.8%。

其中，银行卡手续费增幅42.2%、代理手续费增幅89.6%、理财服务
手续费增幅27%、托管业务增幅23.7%；四项收入占比合计75.3%。

非息占比
31.7%,
同比提高
2.7个百
分点。



2015年上半年 2016年上半年

25.9%

24.9%

成本收入比 业务管理费结构

7.1%

11.7%

营业费用增速

营业收入增速 营收增速高于费用
增速4.6个百分点

项目

2016年上半年
同比

增幅
增速变动 占比变动

金额 占比

业务及管理费 194.6 100.0% 7.1% -2.0个百分点 —

员工成本 116.3 59.8% 9.2% +1.0个百分点 +1.1个百分点

物业及设备支出 40.9 21.0% 6.1% -7.5个百分点 -0.2个百分点

一般行政费用 37.4 19.2% 2.0% -5.0个百分点 -0.9个百分点

单位：亿元

财务业绩

3.成本费用控制良好，投入产出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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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年
6月末

2015年末 增量 增幅 占比
同比
多增

总资产 56068 51223 4845 9.5% 100.0% 620

客户贷款 27492 25288 2204 8.7% 49.0% 1003

同业资产 14525 14503 22 0.2% 25.9% -1760

其他 14051 11432 2619 22.9% 25.1% 1377

债券类投资 6920 5799 1121 19.3% 12.3% -11

存放央行 6070 5038 1032 20.5% 10.8% 1087

2015年末 2016年6月末

41388

51223

9835

4845

总资产

单位：亿元

56068
51223

资产结构

客户贷款结构

财务业绩

4.资产规模平稳增长，信贷投放实现同比多增

单位：亿元

项目
客户贷款(时点）

2016年
6月末

2015年末 增 量 增 幅 占比 同比多增

客户贷款 27492 25288 2204 8.7% 100.0% 1003

公司贷款 18658 17674 984 5.6% 67.9% 487

个人贷款 8041 6686 1355 20.3% 29.2% 856

贴现贷款 793 927 -134 -14.5% 2.9% -340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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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末 2016年6月末

38715

48026

9311

4723

财务业绩

总负债

单位：亿元

52749
48026

项目
2016年
6月末

2015年末 增量 增幅 占比
同比
多增

总负债 52749 48026 4723 9.8% 100.0% 736

客户存款 34552 31828 2724 8.6% 65.5% 405

同业负债 12129 11890 239 2.0% 23.0% -1579

其他 6068 4308 1760 40.9% 11.5% 1910

同业存单 2920 1714 1206 70.4% 5.5% 835

客户存款结构

负债结构

5.负债规模稳步扩张，存款持续增加

项目
客户存款(时点）

2016年6月末 2015年末 增 量 增 幅 占比 同比多增

客户存款 34552 31828 2724 8.6% 100.0% 405 

公司存款 28841 26414 2427 9.2% 83.5% 274 

个人存款 5711 5414 297 5.5% 16.5% 131 

单位：亿元

单位：亿元

9



178.5% 178.4%

167.8% 166.0%

157.0%

2.36%

2.53%
2.39%

2.32%
2.20% 2.00%

2.20%

2.40%

2.60%

2.80%

3.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15年6月 15年9月 15年12月 16年3月 16年6月
拨备覆盖率 拨贷比 10

1.09%

1.39%
1.48%

信贷成本

2014年上半年 2015年上半年 2016年上半年

109.1
153.9

198.0

贷款减值损失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拨备覆盖率及拨贷比

拨备计提及信贷成本

116.2

238.8

166.9

财务业绩

不良贷款额及不良贷款率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6月末

284.5

360.5
385.2

6.拨备计提和资产核销力度加大，不良率有所回落

1.30%

1.43% 1.40%

单位：亿元

单
位
：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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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末 2016年6月末

66942

72295

表内外综合融资

单位：亿元

全行大力践行“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战略，上半年表内外综合融资规模达到7.23万亿元，较上年

末增加5353亿元，增长8.0%，融资产品组合运用能力明显提高。

业务发展

注：本行监管口径。

 表内综合融资4.67万亿元，比上年末

增加3362亿元，增长7.8%；表内信贷资

产(含非银贷款)规模2.66万亿元，比上年

末增加1982亿元，增长8.0%；应收款项

类投资规模1.17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606亿元，增长5.5%。

 表外综合融资2.56万亿元，比上年末

增加1991亿元，增长8.4%；债券承销规

模2067亿元，跻身全市场债券工具承销金

额超过2000亿的六家机构行列，公募债承

销规模及支数在股份制银行中位居前列。

1.综合融资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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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产能

客户基础

渠道一体化

业务发展

2.零售“二次转型”成效进一步显现

加快落实以“互联网金融”为

突破口的渠道一体化战略。

 以提升客户体验为目标，打造线

下网点与线上平台一体化服务。

通过探索“店中店”、无人智能

网点、社区财富管理网点、幸福

年华网点等不同业态的网点建

设，打造差异化网点经营模式。

 通过研发推广智慧柜台、厅堂营

销PAD、智能存取款机等工具，

提升营销质量和流程效率。

 依托“跨境宝”产品，在跨境电

商业务领域的市场份额快速攀

升，目前同业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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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推进精准营销、使用CRM客

户管理和拓展合作渠道等方式提升

客户经营能力。

 零售基础客户规模稳步增长。6

月末客户合计6255万人，比上

年末增长7.9%。

 零售中高端客户基础进一步夯

实，贵宾客户达到48万人，比

上年末增长12.72%；私行客户

突破1.99万人，比上年末增长

16.74%。

 信用卡获客势能强劲。新增客

户263万户，同比多增64万户，

增幅32%。

贯彻轻型化、智能化、特色化发

展思路，加强创新驱动，建立以“大单

品”为龙头的特色化经营，零售产能快

速提升，营收占比25.0%，提高2.4个百

分点，零售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接近

50%。

 零售银行管理资产突破1.2万亿

元，个贷规模突破8000亿元，比上

年末增长20.26%，房抵贷余额2284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48.7%，代销

业务翻倍增长。

 信用卡盈利创历史新高，实现收入

115.18亿元，同比增长31.92%；累

计发卡3,369.15万张，新增发卡

331.61万，同比增长33.70%；交易

量4,853亿元，同比增长27.17%。

注：业务数据为本行口径。



盈利
能力

经营效益保持稳定增长，轻资本业务贡献提升较快。

 公司银行业务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实现税前利润146亿元，占比46.8%；营业收入445亿元，占比56.9%。

 金融市场业务税前利润72亿元，占比23.2%；金融市场业务营业收入87亿元，占比11.1%；轻资本业务收入
贡献过半，风险资本回报率高于本行平均水平。

业务
发展

客户
基础

公司银行市场地位更加巩固，金融市场业务创新优势突出，“大单品”市场份额保持稳定。

 6月末，对公存款余额2.9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9.2%，对公存款余额和增量在股份制银行中排名第一；上半
年，新增对公贷款规模向18个重点行业投放占比达86.91%，“三大一高”客户1投放占比达84.69%。

 加强跨境联动与交易结算、跨境市场投融资、境内外并购等业务创新，6月末，国际业务收付汇量1079亿美
元，完成跨境人民币收付汇量1462亿元，居股份制银行首位。

 大力发展票据直贴和电票业务，上半年，票据直贴直融业务发生额4276亿元，同比增长17.65%；电票占比
79.65%，比上年末增长15个百分点。

 发挥货币市场工具资金融通作用，6月末，货币市场总交易量达6.48万亿元，同比增长124%。

重点定位“三大一高”客户，客户结构进一步优化。
 6月末，已开立账户的公司客户合计54.60万户，比上年末增长3.04%。

 各类机构客户合计27106户，比上年末增长14.30%。

 确定了200家总行级战略客户和2237家分行级战略客户，覆盖了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和主流行业的龙

头客户。

 持续加强“交易+”品牌宣传和营销推动，“e渠道”客户数31.52万户，交易金额30.15万亿元，同比增

长21.08%。“e财资” 客户数34,674户，同比增长19.98%。

业务发展

3.公司、金融市场业务保持平稳发展

141、指本行推动的大行业、大客户、大项目、高端客户为主的客户营销体系。2、业务数据为本行口径。



2015年上半年 2016年上半年

112.7

141.7

轻资本业务收入

上半年，全行调整业务结构，加大表外、表表外业务开展力度，实现轻资本业务收入141.7亿元，同比
增加29亿元，增长25.7% ，其中零售代理业务、发债及委托业务等业务收入增速较快，分别为124.3%、
55.2%。轻资本业务占比17.5%，同比增加1.4个百分点，收入结构持续向好。

理财资产规模 托管资产规模

9544

48552

10364

53505

2015年末 2016年上半年

银行理财/托管资产业务规模

单位：亿元

业务发展

4.轻型发展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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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注：本行口径。



2015年末 2016年6月末

17674

18658

单位：亿元

一般对公贷款

个人贷款

单位：亿元

5.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

业务发展

一般对公贷款余额1.87万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984亿元，增幅
5.6%；上半年“三大一高”客户
投放占比达85% 。

个人贷款8041亿元，比上年末增
加1355亿元，增长20.3%，增速
高于一般对公14.7个百分点，其
中住房按揭贷和个人消费贷增速
分别为29.4%和23.5%。

抵质押贷款余额1.64万亿元，比
上年末增加1887亿元，增长
13.0%，占比提高2.3个百分点。

2015年末 2016年6月末

6686

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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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发展

平台建设

继续推进直销银行—百信银行的筹建。积

极探索互联网金融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资产管理业务中心正式成立，全面加强同

业合作，推动与200多家证券、保险、信

托、城商行等机构类客户在资产、资金端

的合作，打造中信资管平台。

牵头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联合成立“网络

金融联盟”，推动账户监管政策落地，重

塑行业规则。

6.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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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文化
建设

下发《关于加强风险文化

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实施

纲要（2016-2018）》。

组织召开了培训宣传、警

示教育、案例教学900场次，

总结反思风险事件686件。

推动了三道防线尽职监督

管理与考核，完善了各级机

构授权管理，开展了制度与

流程梳理，厘清了岗位和业

务的风险点及控制措施。

进一步完善合规风险管理

框架，建立了合规风险管理

的三道防线。

全面开展了员工行为排

查，加大了对重大违规事项

的问责处理力度。

在风险排查的基础上，对

重点分行进行现场督查，持

续跟踪问题整改。

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纠偏和风险防范，遏制案件

风险发生，依法合规经营。

构建完善全行风险预警

体系，切实提升风险预警化

解能力。

加强监测排查，强化主

动退出。加大了对钢铁、煤

炭、房地产等行业风险，担

保圈、集团客户等客户群体

风险，保理、贸易融资等重

点业务风险的监测和排查。

加大问题贷款化解力

度。上半年清收核销不良贷

款374亿。

授信政策
引导

合规风险
管理

全面风险
排查

7.风险管控措施进一步加强

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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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外部形势研判，适

时调整下发房地产行业及政

府融资业务等授信政策。

严把授信准入关，坚守风

险底线。上半年“三大一

高”、核心战略客户的授信

占比提高。

秉承稳健的整体风险偏

好，以先进的风险量化技术

为支撑，制定了风险容忍度

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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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复杂、严峻

 世界经济的复杂程度和不稳定

性进一步增加。

 国内经济运行新常态特征更加

明显，供给侧改革持续深化，

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

济增长持续放缓。

银行经营转型面临新机遇

 国家正在加快“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自贸区建设。
 加大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密集推出一批铁路、轨道交通、城市地下管廊等重大工程项目。
 加速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战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高消费布局正在形成。
 十三五规划引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金融调控改革力度加大

 宏观审慎监管。央行启动宏观审慎评

估体系(MPA)，从七大方面对银行加

强管理，经半年试运行，下半年监管

要求将进一步趋严。

 加强收费规范。发改委对收费行为应

当遵循的原则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规范商业银行收费行为。

 资产流转监管趋严。银监会强化对信

贷资产出表的管理。

 营改增以来，金融业税负明显上升。

经济环境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

当前经济金融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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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战略执行，提升综合融资服务能力
保持战略定力，将“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作深做透，在客户定位、业务创

新、基础管理等细化实施上多下功夫。

加快经营转型，推动轻型发展
坚持价值银行导向，以“轻资本”战略为核心，引导资本向高回报、低占用的

业务和区域配置，推进盈利模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加强全面风险管理，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严格落实信贷政策及限额管理规定，突出授信投放重点，加大不良资产清收处

置力度，完善授信管理与审计监督体系。

强化合规管理，有效遏制案件风险发生
持续深化“双遏制”专项检查“回头看”，完善整改与问责机制，开展行为排

查，防范外部欺诈和内部舞弊，增强合规管理有效性。

最
佳
综
合
融
资
服
务
银
行

加强精细化管理，压降运营管理成本
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加强运营成本管控，提高信息技术保障能力，提升网点经

营效率。

下半年经营管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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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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