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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在上海就“人民币跨境使用”相关问题
进行专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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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作为大型金融资料性文献书刊，本卷年鉴为《上海金融年鉴》总第二十一卷，全方位记录２０２０

年上海金融工作的基本情况和重要信息，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供金融界和广大读者参考使用。

二、本卷年鉴秉承《上海金融年鉴》一贯的方针，内容涵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其他金融机构

一年来的主要业绩，力求真实齐备。

三、本卷年鉴共分十篇，第一篇综合、第二篇银行、第三篇证券、第四篇保险、第五篇市场、第六篇统

计、第七篇法规、第八篇文化、第九篇人物、第十篇机构名录。另加附录，内容为２０２０年上海金融大

事记。

四、本卷年鉴“统计篇”中，有些项目口径经过调整，如与上年年鉴资料不一致，请以本卷为准。

五、本卷年鉴“人物篇”中，先进劳模和金融机构负责人均以各部门或单位所提供的资料为限，新闻

人物由媒体评选产生。

六、本卷年鉴稿件由本编辑部予以整理与编辑，以期全书在风格上有所统一。

七、为方便读者查阅检索，在卷末设置主题索引和表格索引。

八、书稿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监管局、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上海保险年鉴》编辑部以及各中外金融单位的大力支持，

并由上海辞书出版社负责出版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上海金融年鉴》编辑部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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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综　　合





一、 上海市金融管理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２０２０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推动金融支持疫情防控

阻击战、保市场主体、金融改革开放等各项工作取得

扎实成效，“落实３０条意见”“上海出台稳企业保就

业１８项新举措”等多项重点工作被央视新闻联播、

学习强国等报道转载，社会效应良好。

【迅速行动，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六稳”“六保”

取得扎实成效】

一是全力支持抗疫保供。３０００亿元疫情防控

专项再贷款突出“又快又准”，督促金融机构对重点

名单内企业“应贷尽贷、应贷快贷”。及时开通支付

清算、国库资金拨付、现金供应、征信报告查询、防疫

物资进口用汇、重点企业债券发行等金融服务“绿色

通道”，做好金融服务和应急保障。

二是推动建立市领导牵头的金融支持稳企业保

就业协调机制。出台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１８

条具体举措，形成“上海特色”的金融及配套政策工

具箱。举办“温暖浦江”系列大型政银企对接会。全

力发挥５０００亿元复工复产专项再贷款，１万亿元普

惠性再贷款、再贴现，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

工具等结构性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作用，上海小微企

业融资“量增、面扩、价降”，成效显著。指导地方法

人金融机构完成存量浮动利率企业贷款转换，有效

降低融资成本。有效发挥债券、应收账款、票据等融

资支持作用，落地全国首批供应链票据、标准化票据

等票据创新业务，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精准施策，金融改革开放蹄疾步稳】

２月１４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了加快

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３０条意见。上海总部和市金融工作局牵

头建立推进工作机制，推动“３０条意见”落实落细落

地，充分发挥上海作为全国金融改革开放前沿阵地

的作用。

一是坚定推动临港新片区金融先行先试。推出

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境内贸易融资资

产跨境转让两项试点，并推广到全市产业链、供应链

和外贸企业。推出取消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资本金

专用账户、自贸区高新技术企业外债便利化额度、新

片区企业一次性外债登记、融资租赁母子公司共享

外债额度、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等试点。

二是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建成。坚定推

进金融改革开放创新，助力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排

名首次位居前三。外资持续加速进入中国债券市

场，１２月末，共有９０５家境外机构主体进入银行间

债券市场，持债量３．３万亿元。推出国内首批挂钩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的利率期权产品、国际铜

期货等。支持友邦人寿、贝莱德基金等新一轮金融

业扩大开放项目率先落地上海。金融法治环境明显

优化，推动境外机构自主选择签署ＮＡＦＭＩＩ或ＩＳＤＡ

衍生品主协议取得突破，与市高院合作探索与金融

开放相适应的金融司法诉讼机制。启动金融科技创

新监管试点。

三是创新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支持长三角异地企业取

得突破性进展。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建设，联合发布《关于深化落实金融支持政策推

进先行先试的若干举措》《示范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同

城化建设指引》等。加大“科创板”“创新创业债”等

对长三角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初步完成四地人民

银行长三角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和互联互

通。长三角地区法人银行跨行账户信息验证服务正

式落地。数字政务、医疗健康等领域移动支付服务

互联互通稳步推进。成立长三角征信机构联盟，推

进信用信息互联互通。



【统筹协调，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不断强化】

一是依托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形成工作

合力。牵头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

市），建立健全基本运行规则，及时传达国务院金融

委及其办公室工作部署。将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作为当前首要重点工作，出台《关于全面

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金融服务

的若干意见》。将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作为长期性和

根本性工作，构建上海市重大金融风险排查常态化

机制，形成跨部门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合力。

二是加强日常风险监测和处置。强化风险监测

预警，扎实开展日常监测、央行评级等工作。深入开

展存款保险制度宣传。配合地方做好Ｐ２Ｐ网贷等金

融风险处置工作。持续监测防控ＩＣＯ和虚拟货币

交易等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开展电信网络诈骗和

跨境赌博专项整治。维护外汇市场平稳有序，清理

整治非法炒汇平台，联合公安部门侦破地下钱庄案

件。开展金控公司申设辅导。扎实做好反洗钱分类

评级和调查协查。

【金融为民，金融服务管理继续优化】

一是跨境金融服务更加便利。推动贸易外汇收

支便利化试点２．０版，将服务贸易纳入试点范围。

支持银行实施“白名单制”，对货物贸易小规模企业

实行便利化。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推广至全

市。助推总部经济发展，跨国公司跨境资金池业务

大幅增长。支持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ＱＤＬＰ）试点

扩容新政落地。推动上线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资产

转让服务平台（一期）。推动自由贸易账户体系首次

接入保险公司，实现银、证、保全覆盖。大宗商品人

民币结算取得突破，推动中国宝武与全球三大铁矿

石供应商均实现人民币结算。

二是金融服务管理水平持续提升。扎实做好金

融服务第三届进博会各项工作。推出日韩短期入境

游客境内移动支付便利化试点。推进支付领域非现

场监管系统建设，上线运行上海市银行账户服务信

息系统（二期）。做好市国库系统个税汇算清缴退税

业务办理。顺利完成二代征信系统上线切换。加强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开展农户电子信用档案建设试

点和“信用村”建设。

三是不断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１２３６３“暖

心热线”运转高效。推动上海九部门联合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金融广告监管工作的意见》，规范金融营

销宣传行为。做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和机

构评估。科学规划金融宣教，重点做好金融知识集

中性普及活动和金融教育阵地化建设试点。扎实做

好普惠金融统计研究各项工作，首次公开发布长三

角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２０２０年，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尤其是新冠肺炎

疫情的严重冲击，上海银保监局在中国银保监会党

委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防风

险、抗疫情、强服务、促改革，扎实推进年度重点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

【决胜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攻坚战】

一是多措防范化解信用风险。指导推进债委会

工作，探索完善联合授信机制。按季监测不良资产

处置情况，督促机构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二是

坚决遏制房地产泡沫化。健全房地产风险监测分析

框架，完善全口径房地产融资监测机制。加强房地

产信托业务监管，有效防止房地产贷款乱象回潮。

三是前瞻化解交叉金融业务风险。强化辖内机构主

体责任，完善交叉金融业务风险监测机制，实现对单

体机构交叉金融业务精准监测和预警。四是巩固金

融市场乱象整治成果。多领域推进现场检查和风险

整治，持续发挥行政处罚震慑效应。稳妥推进高风

险机构风险处置。稳妥有序推进异地非持牌机构整

改。五是深化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成效。会同上

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积极履行“双牵头”职责，推进

辖内网贷风险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全辖成功实现

“三降”、头部机构转型和在营机构出清。

【抗击疫情支持复工复产出实招】

一是积极推动落实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

还本付息政策。通过展期、续贷等方式，对受疫情影

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含小微企业主、个

体工商户等）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

二是建立信贷“绿色”通道，全力支持企业抗击疫情。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在沪金融机构累计投放疫情防控贷

款（含信用卡中心）４５２７．０２亿元，累计支持企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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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２．９１万户，其中支持小微企业户数７７１０户。三

是减费让利践行社会责任。截至２０２０年末，辖内５２

家中资银行合计减费让利３３９．４７亿元，其中，利率

下行让利２５１．０２亿元。四是跟踪掌握辖内经济社

会活动受影响情况，有效督导落实相关政策。辖内

３７家财险公司对４０４３．９３万件保单产品责任进行

扩展，对２０８６家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类客户实行赔

付。５６家寿险机构销售含新冠肺炎责任的保险产

品１０２４个、保单３０４．７８万件、赔付３００人次。

【支持国家重大战略落地见成效】

一是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助力打造“上海制

造”新高地。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上海主要中资银行战

略新兴产业贷款余额２８５６．９亿元，比年初增长

３８．６９％，其中重点支持了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高

端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二是服务“一

带一路”倡议，支持上海发挥桥头堡作用。上海银行

业保险业加快金融市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

区）的双向开放和互联互通，以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为

基础的跨境金融服务制度初现成效。截至２０２０年

末，辖内共有４９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分账核算单元

内开展业务，资产总额较年初增长１６．３７％，自由贸

易账户（ＦＴ）较年初增加１９０户。

【普惠金融量增面扩价低质优】

不断探索“大都市型普惠金融的上海模式”，全

面完成“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建立完善大数据普

惠金融应用、银税互动等五大平台，强化金融科技运

用，发展数字普惠，加大“三农”信贷支持力度，营造

了良好的普惠金融发展环境。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全辖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５２５４．３６亿元，较年初增长

１６８６．２４亿元，增幅为４７．２６％；贷款户数３７６２０１

户，较年初增长１５．３８万户，增幅为６９．１９％；全辖普

惠型贷款平均利率为５．１７％，较年初下降１．４６个百

分点；普惠型贷款不良率为０．７３％。上海银行业普

惠型小微贷款总体呈现量增面扩、价低质优的特点。

【深化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

一是推动自贸区新片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联合制定“３０条意见”实施细则、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深化落实金融支持政策推进先行先试的

若干举措，进一步完善自贸试验区银行业务创新监

管互动机制，鼓励机构参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业务

创新个案试点。二是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截至

２０２０年末，辖内科技型企业贷款存量户数、贷款余

额分别同比增长２７．２８％、２１．６６％。三是支持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在沪外资法人

银行已达２１家（含３家会管机构），占全国外资法人

银行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沪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

５１家。

专题一：２０２０年金融管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

及金融改革开放等方面的做法和成效

２０２０年，上海银保监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和中国银保监会党委的

相关工作要求，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忧患意识，坚

持防范金融风险为第一要务，统筹疫情防控和监

管工作。经过三年的攻坚战，上海银行业保险业

的面貌呈现出积极的变化，金融乱象治理取得阶

段性成果，服务实体经济效能进一步提升，金融改

革开放迈出坚定步伐。

一是着力落实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全力支持

复工复产。第一，制定金融支持复工复产具体举

措。以落实“六稳”“六保”要求为总目标，及时出

台上海银行保险机构支持疫情防控服务企业发

展的“金融１８条”，建立多层次金融纾困机制，深

化“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提供“金融活水”护航

实体经济。督促辖内机构合理安排营业网点及营

业时间，做好针对性的业务持续运营计划和应急

保障。第二，深入调研丰富监管工具。首创“支持

企业发展保障民生服务”“３６５万户银行对公企业

账户数据”两项月度监测体系，第一时间跟踪掌握

辖内经济社会活动受影响情况，有效督导落实相

关政策。第三，创新保险产品服务。在沪保险机

构建立理赔绿色通道，取消纸质版理赔申请材料，

提供７×２４小时线上理赔服务和寿险ＡＰＰ、微信

理赔等线上申请渠道，并向社会个人客户广泛赠

送新冠肺炎健康险产品。

二是着力深化整治工作成效，决胜金融风险

防范化解攻坚战。第一，多措防范化解信用风

险。指导推进债委会工作，探索完善联合授信机

制，按季监测不良资产处置情况，督促机构加大

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超额完成全年处置目标，资

产质量持续优化。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上海银行业

不良贷款率０．７９％。第二，坚决遏制房地产泡

沫化。建立健全房地产风险监测分析框架，完善

全口径房地产融资监测机制，加强房地产信托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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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监管，有效防止房地产贷款乱象回溯。第三，

前瞻化解交叉金融业务等风险。强化辖内机构

主体责任，完善交叉金融业务风险监测机制，实

现对单体机构交叉金融业务精准监测和预警，资

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第四，巩固金

融市场乱象整治成果。多领域推进现场检查和

风险整治，持续发挥行政处罚震慑效应，截至

２０２０年末，共下发银行业处罚决定３３例，下发

保险业处罚决定６９例，罚没金额合计７４９２万

元。重点风险明显收敛，金融业态有效净化。第

五，深化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成效。会同上海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积极履行“双牵头”职责，推进

辖内网贷风险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全辖成功实

现在营网贷机构出清，未兑付余额及出借人数均

较年初下降６０％以上。

三是着力提升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效能，

深入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第一，支持重大战略

和重点工程建设。截至２０２０年末，辖内医药制造

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先进制

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１２．２５％、１７．９４％和

１８．２９％。辖内保险公司累计为１６３个重点创新

项目提供风险保障，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业务

累计承保７４２个项目，为７８４５万平方米住宅提

供风险保障。第二，深化大都市型普惠金融。推

广大数据普惠金融平台应用，提升小微金融服务

质效。开展清理银行乱收费、降低企业负担专项

行动，严格规范行业协会收费。第三，推动金融业

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落实对外开放新政，推动在

上海率先落地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首家

外资控股理财公司汇华理财、首家外资独资人身

保险公司友邦人寿、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外资银

行阿联酋阿布扎比第一银行先后获批开业，巩固

和提升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专题二：２０２０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做法和经验

２０２０年，上海银行业保险业为受疫情影响较大

行业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采取单列

信贷计划，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减免手续费、完善

续贷政策安排、扩展保险赔付责任范围等措施，为

实体企业减负抗疫，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完善受疫

情影响的社会民生领域金融服务，进一步提升疫

　　　　　　　

情防控和支持企业恢复生产金融服务工作的质效。

一是积极推动落实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

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上海银保监局指导在沪中资

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贯彻落实银保监会与人民

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出台的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

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通过展期、续贷等方

式，对受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含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贷款给予临时性

延期还本付息安排，相关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在沪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为

３．４１万户上海地区中小微型企业（含小微企业主

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临时性延期偿还贷款本金，共

计６．５９万笔；为１．９８万户实施临时性延期支付

贷款利息；为７５９３户企业客户、１２５．２９万个人客

户修复信用金额。

二是建立信贷“绿色”通道，全力支持企业抗

击疫情。为应对疫情防控，支持实体经济，在沪金

融机构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建立信贷“绿色”

通道，全力支持企业抗击疫情。截至２０２０年末，

已累计投放疫情防控贷款（含信用卡中心）

４５２７．０２亿元，其中对小微企业累计投放疫情防

控贷款金额３５０．３３亿元；累计支持企业户数

２．９１万户，其中支持小微企业户数７７１０户；累计

主动增加企业授信额度７９２９．４６亿元；累计发行

金融债券、特定用途债券金额３２３．３亿元。

三是提升减费让利幅度，为复工复产企业个

人减轻资金成本负担。疫情发生以来，在沪金融

机构持续提升减费让利幅度，减轻企业和个人的

资金成本负担。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在沪金融机构已

累计投放疫情防控贷款的综合资金成本为

４．１１％（利率区间在２％～７％之间）；对受疫情影

响严重的企业减免本金及利息金额１．４１亿元，涉

及企业户数２２１６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个人

延迟还款６７０．４６亿元，减免１７．５８亿元；涉及人

数５６０．９４万人。

四是创新保险产品供给，为企业复工复产提

供风险保障。截至２０２０年末，辖内３７家财险公

司对４０４３．９３万件保单产品责任进行扩展，对

２０８６家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类客户实行赔付。５６

家寿险机构销售含新冠肺炎责任的保险产品

１０２４个、保单３０４．７８万件、赔付３００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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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２０２０年金融重要事件简介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上海银保监局印发《上海

市医保专属商业健康保险业务管理办法》（沪银保

监通〔２０２０〕３号），进一步推进上海市医保专属商

业健康保险业务的健康发展，规范保险公司经营

行为，推动保险业更好地服务于医保专属商业健

康保险业务。同时鼓励更多保险公司参与，丰富

产品体系，更好满足参保职工的多层次保险保障

需求。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上海银保监局印发《关于

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支持企业发展保障民生服

务的通知》（沪银保监通〔２０２０〕１０号），出台１８条

意见，指导在沪银行保险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行业企业，采取单列信贷计划、适当下调贷款利

率、减免手续费、完善续贷政策安排和创新保险产

品供给等措施，为实体企业减负抗“疫”，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日，上海银保监局印发《上海自

贸试验区（含新片区）保险分支机构设立、迁址、撤

销备案管理办法》（沪银保监通〔２０２０〕１６号），在上

海自贸试验区（含新片区）对保险支公司及以下分

支机构的设立、迁址、撤销管理由审批改为备案，

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含新片区）保险

领域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

印发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监管主体职责改

革方案的通知》（银保监发〔２０２０〕３８号）要求，上

海银保监局研究制定辖内１３家法人财险机构属

地监管职责有关工作方案，梳理监管规章制度，完

善市场准入监管有关要求，搭建非现场监管框架。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日，上海银保监局印发《关于

推动上海银行业和保险业差异化转型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沪银保监通〔２０２０〕３３号），要求

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提高政治站位，坚守服务实体

经济的初心使命，找准自身发展定位，聚焦金融服

务重点领域，以改进经营机制、增强差异化转型为

内生动力，在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中实现高质量发

展目标。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９日，车险综合改革正式实施，

上海银保监局指导辖内财险公司积极落实车险

综合改革政策，持续加强数据监测，密切监测市场

　　　　　　　

动态，认真做好风险研判，确保上海车险市场整体

运行平稳有序，推动辖内车险综合改革平稳落地。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５日，上海银保监局召开清廉

金融文化建设“六个一”活动推进会，发布上海银

行业保险业清廉金融文化建设理念，组织银行保

险机构代表签订从业人员廉洁自律公约，并宣布

启动中资银行机构“阳光信贷、廉洁金融”活动。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银保监会召开第

２６３场银行业保险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主题为“银

行业保险业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上海

银保监局参加发布会，重点介绍上海银行业保险

业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相关内容。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上海银保监局指导上海

银行同业公会召开“百行进万企”总结表彰会。

“百行进万企”活动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开展以来，上

海地区共有８３家银行参与融资对接工作。截至

２０２０年末，上海辖内３０００多个银行网点的１．５

万余名从业人员主动对接６４．２３万户小微企业。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上海银保监局组织召开

学习研讨会，重点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当前经

济金融及监管工作形势，以开创全局高质量党建

和高水平监管新局面为主题，就如何做好２０２１年

各项工作展开交流讨论。

　
（上海银保监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２０２０年，上海证监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会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围绕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系统推进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各项举措

在上海落地实施，积极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及“三

项新的重大任务”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积极参与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建设】

一是助推科创板建设与注册制改革。深化“浦江

之光”行动，引导符合科创属性指标要求的科技企业

申报科创板。２４家企业在科创板首发上市募资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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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占上海ＩＰＯ募资总额的７９％，累计有３７家公

司登陆科创板，居全国第二，募资总额１１００亿元、总

市值９４５亿元，均居全国首位，集成电路、医药生物两

个重点行业融资占比达７９％。中芯国际、沪硅产业、

君实生物等一批代表性科创企业登陆科创板，对上海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二是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自贸试验区

建设联动发展。积极参与上海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

政策研究，主动开展国际金融中心法律制度供给保

障比较、打造更高开放度证券期货国际金融平台等

课题调研，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建言献策。联

合人行上海总部等共同发布推进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５０条措施，推动“金融

三十条”加快落地。指导上海上市公司协会在临港

新片区召开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座谈会，引导上市公

司积极参与新片区投资建设。指导编写首部基金行

业外商投资指南并对外发布，优化上海证券基金行

业营商环境。

三是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会同示

范区执委会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关于深化落实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推进先行先试的若干举措》。倡议并牵头建

立长三角证券监管服务协作联席会议机制，对上海

部分市场主体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开展调研座

谈，听取诉求建议，进一步强化监管协同。汇添富长

三角一体化ＥＴＦ基金、海富通中证长三角领先ＥＴＦ

基金运作平稳，成为市场各方投资长三角的重要

载体。

【促进资本市场发挥枢纽作用，提升服务实体经

济质效】

一是落实金融支持稳保任务。积极参与上海市

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协调机制、金融委办公

室地方协调机制，参与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金

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企

业复工复产和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金融服务的若干

意见》等援企稳岗政策。鼓励推动符合条件的实体

企业通过各自行业主管部门积极申请列入重点企业

库名单，推进上海证券经营机构主动对接有融资需

求的外贸、交运、文娱等重点行业，助力重点中小微

企业渡过难关，稳住经济基本盘，１０４家次外贸、交

运、文娱等重点行业企业实现直接融资１５８６亿元，

支持８家证券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２１０．６７亿

元的纾困母基金，实际发生对外投资８２．９亿元，占

比３９％。

二是加大直接融资支持。上海企业资本市场直

接融资合计６１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８５％。其中，ＩＰＯ

募资１１９７亿元，约占全国１／４，同比增速高达

４７５％；股权再融资５０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９％；公司

债券募资４４１８亿元，同比增长６６％。５４家次新三

板挂牌企业融资２２亿元。上股交挂牌企业实现股

权融资１４亿元。发挥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主渠道作

用，帮助企业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拓展外延式发展

空间。１３家次上市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金

额８７０亿元。

三是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能级。倡导证券基金期

货经营机构２０２０年累计投入扶贫资金１．４亿元，开

展“保险＋期货”１５９单，为三农企业及农业合作社

赔付金额０．５３亿元，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好精准

脱贫攻坚战。推动上市公司持续完善环境信息披

露，１１２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宝钢

股份参与上海市碳排放交易试点。证券公司承销绿

色债券５４只、２９６．１亿元，基金公司发行绿色公募债

券基金和绿色金融类资产支持证券产品，投向绿色

金融债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服务绿色发展，坚决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落实“零容忍”要求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一是对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落实国务

院、金融委部署要求，传导监管问责导向信号，优化

案件结构，集中优势资源查办公司机构类重点案件。

落实“总对总”机制要求，开展行政执法全链条监察

监督问题整改，梳理稽查执法全流程，逐项排查风险

点，针对性提出解决举措，办案质效有效提升，总体

查实率达８４％，较上年提升１９个百分点。办结行政

处罚案件１５件，对３３名责任人员作出处罚决定，罚

没款总额１１６４．４６万元。强化执行力度，推动张某

内幕交易案行政处罚执行落地，全额收缴罚没款

１．０３亿元，创派出机构执行到位金额之最。向公安

移交涉嫌犯罪案件６件。

二是集中查办各类大案要案。上海证监局移送

的中毅达案系上海首例提起公诉并判刑的违规披露

重要信息罪案件。上海普天案系上海首例获宣判的

央企上市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案件。樊某内幕

交易“金力泰”案系全国首例对涉证券领域犯罪的从

业人员适用“从业禁止”的案件。史某指使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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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信息披露案是按照“精准监管，科学问责”原则，

全国首例探索区分责任主体差异化处理的案件。全

面查处易见股份内幕交易窝案，该案涉及１３名当事

人，涉及多种复杂的内幕信息传递路径、违法动机与

违法行为。史某指使上市公司违法信息披露案与易

见股份内幕交易窝案均入选２０２０年证监稽查２０大

典型违法案例。

三是加大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打击力度。保持严

打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的高压态势，通过完善优化打

非线索核查工作指引，标准化地规范了打非线索的

核查流程，切实保障了打非线索的办理质量和效率；

坚持发挥科技赋能的关键作用，组织力量自建“智慧

打非”信息系统，实现了打非数据集成、大数据分析

和可视化展示等功能；紧密配合地方职能部门开展

联合执法，按照上海市金融稳定协调联席会议机制，

积极联系支持市区两级打非成员单位，对非法证券

期货活动打出“组合拳”；健全完善与司法机关的行

刑衔接机制，积极推动司法机关加大对非法证券期

货活动的刑事打击力度，持续深化同上海市各级司

法机关的日常交流，不断提高性质认定、资质查询等

司法协助事项的办理效率。

四是加强典型法治案例宣传与警示教育。在官

网宣传、媒体报道的基础上，创新法治宣传形式，利

用新闻发布会、电视媒体、金融论坛等平台形式，以

案说法提升宣传效果。召开监管执法案件发布会，

通报涵盖内幕交易、上市公司违规披露、证券公司内

控混乱、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违规承诺投资收益等４

类典型违法违规案例，明确守法合规的底线要求；与

市检察院联合召开打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犯罪

新闻发布会，发布６件典型案件，实现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办理的“艾某等１３人涉嫌内幕

交易案”入选央视财经频道２０２０年股市大案追踪系

列报道，调查组接受央视专题采访，取得了良好宣传

效果。在首届上海金融论坛发布《上海证券期货行

政违法案件情况通报》，有效传递执法理念。上海证

监局办理的“廖某强操纵证券市场案”入选最高检、

证监会联合发布的证券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强化投资者宣传教育，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

一是持续优化上海资本市场法治环境。组织召

开学习贯彻落实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培训

交流会，向上海各类市场主体下发关于深入学习贯

彻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通知，凝聚各方

守法合规、诚实守信的有效共识。在局外网开设“普

法专栏”，联合系统单位举办“３·１５细说新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投教活动，超过１０万人次观

看，指导行业协会组织开展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知识竞赛，２万余名从业人员参与。利用云直

播、云课程等新媒体手段，开展“三板新风，携手向

前”“走近科创，你我同行”等专题投教活动，上线首

日浏览量即突破１０万人次。开展上市公司投保宣

传百日行动，进行投资者保护专项现场检查。联合

通信管理局、公安机关，通过发布防非公益短信、播

放防非标语及动漫视频等形式加强防非宣传。制作

辖区投保工作宣传片，发布投教基地大百科宣传手

册。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联合行业

协会、高校启动教材读本编写工作。

二是不断优化资本市场诚信环境与投资者保护

生态。加强诚信建设，“上海证监局为科创板注册制

营造诚信市场氛围”案例首次入选“上海年度十大政

府优秀信用案例”，“上海证监局贯彻落实新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全面发挥证券市场诚信档案制

度作用”案例被评为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创新社会治

理深化平安建设”优秀案例。牵头发起成立上海投

保联盟，联盟成员包括会系统在沪单位、上海市政府

部门、新闻媒体、高等院校、投教基地等３１家单位。

坚持法治思维推进诉访分离，来信来访数量、群访批

次分别同比下降３１％、７７％，获评“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

上海市信访系统文明信访室”荣誉称号。

专题一：２０２０年防范资本市场领域重点风险情况

２０２０年，上海证监局按照党中央对风险防控

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持续健全

风险防控体系，不断提升风险监测和应对能力建

设，切实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牢牢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一、持续健全风险防控体系

切实贯彻党中央、证监会党委相关部署，站在

打好攻坚战的战略高度，加强组织领导，认真部署

落实风险防控工作。制定年度风险防控工作方案

及分级防控总表，突出疫情扰动与边际变化，全面

排摸风险点。加强风险等级分类管理、动态调整，

将“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恶性违法违规”“新产品

新业务风险”等两个新增风险纳入监测防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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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重大风险应急预案，按照风险事件的严重性、重

要性程度，优化领导决策方式。积极参与金融委

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以及金融安全等工作协调机制，及时互通关键风

险信息，强化风险联防联控联处。

二、有序推进重点领域风险化解

有效控制股票质押风险。“一司一策”推动高

比例质押公司风险压降，截至年末，上海辖区第一

大股东质押比例８０％以上的公司共１５家，占辖

区上市公司的４．４％，较年初下降３２％。证券公

司股票质押业务规模持续压降为１４９５亿元，较

年初下降２１％。资管产品对接的股票质押规模

１２０６亿元，较年初下降２５％。严控债券违约风

险。“一户一档”做好个案风险应对防范，妥善化

解“１６文化０１”“１８云克０１”等债券回售兑付风

险，推进个案风险处置。加强债券自营持仓和交

易、债券承销及包销等风险防控，督促公司加强内

部管控，制定完善风险预案。针对永煤集团、华晨

集团信用债违约事件，重点防控辖区机构涉结构

化发债产品风险，未发生风险外溢。

逐步出清私募基金领域风险。充分调动监管

资源，增设综合业务监管处，专门负责辖区私募基

金监管。定期更新风险台账和重点机构名单，集

中对５６家高风险私募机构进行专项核查，推动上

海市政府召开私募基金风险排查处置专题会议，

联合浦东新区政府开展私募机构检查３５３家次。

与公安机关探索建立高风险私募机构多层次处

置机制，加强对私募线索核查，协同出清风险。全

年共向公安机关移送、通报１２家私募机构涉嫌违

法犯罪的线索，推动公安机关直接对辖区２０家私

募机构（含已注销机构）涉嫌违法犯罪情况立案侦

查。配合公安司法机关推进阜兴系、成安系私募

机构刑事起诉，协同妥善化解私募领域维稳风险。

三、协调各方稳妥处置重大风险个案

顺利完成华信证券风险处置。指导和监督行

政清理组、托管组稳步开展风险处置工作。协助

受让方开展受让资产、承接业务和客户、安置员

工、新设验收等工作。行政清理期间，公司客户稳

定，未发生大规模销户、群体上访事件；公司高管、

员工情绪稳定，积极配合行政清理工作；经纪业务

稳定运行，资管产品涉险风险全部化解，其他存量

　　　　　　　

业务稳妥处理；舆情以正面引导为主。在各方通

力协作下，行政清理工作按期结束。

明天系公司风险处置平稳有序开展。加强与

人行上海总部、上海市金融局及相关证监局的协

同，对国盛期货实行接管，组建行政接管组，指导

托管组开展工作。协调推动股东增资，缓解净资

本不足压力。报告期内国盛期货经营正常，人员

基本稳定，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未出现重大负面

舆情及相关信访投诉。国盛证券、新时代证券等

明天系旗下金融机构在沪营业网点以及ＳＴ游久

的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

稳步推进涉系私募基金重大风险个案处置。

推动地方政府参与排查，跨处室抽调骨干力量，

“一家一策”对重点集团涉及的管理人及产品风险

进行排摸。督促相关机构及时整改落实，压降风

险规模。妥善处理信访接待，最大限度做好投资

者的安抚劝诫和就地吸附工作。

　

专题二：２０２０年上海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情况

２０２０年，上海资本市场继续发挥多层次资本

市场功能，多渠道满足不同企业融资需求，持续推

动企业优化结构、转型升级，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发

展和国家重大战略，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能级，取得

较好成效。

全年共有３９家企业实现Ａ股首发上市，其

中上交所主板上市１１家，科创板上市２４家，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４家。首发募集资金共计１１９７亿

元，同比增长４７５％，位居全国各省市第一，创１０

年来新高。共有２１家（次）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

再融资，募集资金共计５０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７９％，占到全国９４７６亿元的５％。其中，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４３７亿元，并购重组募集配套资金

７０亿元，配股募集资金２亿元。共有１３家（次）

上市公司实施了并购重组，涉及交易金额共计

８７０亿元，同比增长７５％，占到全国１．６６万亿元

的５％。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８家（次），涉及

交易金额７４０亿元；现金收购、资产出售等方式７

家（次），涉及交易金额１３０亿元。

一、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做好监管服务工作，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完

善持续监管，对科创公司实行年报研析全覆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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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探索形成科创板线索互通、问题协商、现场

检查等工作机制；充分借鉴科创板监管经验，重点

围绕新旧规则衔接、存量与增量之间的关系处理，

做好创业板监管。联合市司法局和市律协召开科

创板法律业务执业情况通报座谈会，督促律所发

挥好“看门人”作用。与市知识产权局开展联合调

研，共同助力提升科创板企业知识产权服务保障

水平。

积极推进科创板建设与创业板改革，凸显市

场包容性。２０２０年，上海２４家企业科创板首发

上市募资９４５亿元。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上海有科创

板上市公司３７家，数量列全国第二，募资总额和

总市值列全国首位。企业利用多样化的上市道

路，取得多项“首单”。中芯国际为科创板首家回

归Ａ股的境外已上市红筹企业，优刻得为首家同

股不同权的上市企业，沪硅产业是首家带期权的

上市企业，均发挥较好的示范作用。上海科创板

公司２０２０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１７％，远高于上海上市公司２．５％的平均水平，有

力推动了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如，中芯国际完

成先进制程１．５万片ＦｉｎＦＥＴ安装产能目标；君

实生物自主研发的特瑞普利单抗为中国首个成

功上市的国产ＰＤ １产品。上海科创板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２３％和

５８％，表现出科技创新企业的巨大潜能和活力。

坚守科创定位，加强优质企业资源培育挖掘。

深化上海“浦江之光”行动，协同上海市、区相关部

门开展调研，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科创板、创

业板上市实现更好发展。完成５１家科创板企业、

２４家创业板企业的辅导验收，还有７２家辅导备

案企业拟申报科创板，６７家拟申报创业板。上海

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简称“上股交”）设立科创板后

备展示专板，提供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综合金

融服务。引导券商积极挖掘储备优质上市资源，

累计保荐科创板企业４０家，券商另投子公司跟投

科创板企业股权金额２４．３１亿元。

二、积极推动提高上海上市公司质量

推动政策落地，发挥合力促提升。推动上海

市政府制定发布《关于推动上海上市公司质量的

若干措施》，提出１７条落实举措；采取“一司一

策”，实行局领导分片包干，扎实推动落实。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的意见》，制定上海证监局贯彻落实工作

方案，明确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双轮驱动”，妥善

处理好增量与存量的关系。加强政策宣传，组织

辖区上市公司及董监高开展学习，协同主流媒体

开展全方位宣传。与上海市金融局、沪深交易所

建立联席工作机制，与市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平

台建立了季度例会及专题研讨机制，共同推进国

有上市公司质量提升。

优化辅导备案，提高辅导监管效能。全年共

完成８１家企业辅导验收工作。修订辅导监管工

作制度，完善注册制下辅导验收工作的差异化安

排。利用线上平台接收辅导备案和验收材料，疫

情期间采取非现场审阅等方式辅导验收公司１２

家。做好中芯国际等红筹回归公司的服务保障，

按规定完成验收程序后１个工作日内即向保荐机

构出具相关函件。

推动提升公司规范化水平。持续加强对“关

键少数”的监管，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市公

司董监高等采取行政监管措施１９家次，保持对信

息披露违规、大股东资金占用、董监高违规减持的

高压态势。强化退市监管，持续关注年报被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被立案调查、“一元股”等退市风险

公司，维护上市公司资产安全与中小股东权益，压

实公司主体责任，及时与地方政府会商互通，稳妥

推动化解ＳＴ毅达退市风险。

　

专题三：２０２０年上海资本市场支持疫情防控情况

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上海上市公

司、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积极响应，主动对接受

疫情影响严重地区行业，充分发挥金融助企纾困

功能，努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及时优化监管安排。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

党委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全面排摸市场主体困难及与疫情相关的风险，及

时向证监会和上海市政府反映，主动协调解决实

际问题，推动辖区机构、上市公司于２月末、３月

末率先实现全面复工复产。落实证监会对信息披

露延期、股票质押及融资融券业务展期、风控指

标监管要求调整等特殊政策安排，做好资本市场

支持防控疫情有关政策及落实情况的宣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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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调整拟上市企业辅导备案方式，第一时间向企

业明确可以通过快递、电子邮件等形式报送辅导

备案材料；收到企业验收申请后，及时审核书面

材料，通过电话、邮件沟通问询，有序开展验收工

作，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有效保障了企业申报

进度。启动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风险压力测

试，建立疫情风险跟踪分析机制，保证市场常态

化运行。

鼓励上市公司主动投身抗击新冠疫情。上海

上市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２０２０年，上海上

市公司参与抗疫的共计１０７家，累计捐款捐物超

５．６亿元。宝钢股份、光大证券等企业通过“绿色

通道”发行了６０亿元疫情防控公司债。

引导机构发挥金融专业优势支持抗疫。上

海证券公司优化工作流程，为注册在湖北等疫情

严重地区的相关企业以及抗击疫情相关企业发

行公司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用于防疫流动资金需

求、建设定点隔离医院、采购医疗设备物资等提

供高质量承销保荐服务，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在融资成本、风险缓释等方面对积极参与抗

疫的民营企业给予支持。１７家券商主承销疫情

防控专项债５３８亿元，８家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发

行疫情防控专项资产支持证券８０亿元。上海期

货公司为湖北等重点疫区的企业在开立期货账

户、申请套保头寸等方面开通绿色通道，充分发

挥衍生品风险管理特点，帮助产业链上下游受到

疫情影响的企业制定符合自身需求的套保方案，

对冲价格波动风险，推出“口罩期权”等行业创新

案例。

广泛汇聚行业力量参与群防群治。指导上海

上市公司协会、证券同业公会、基金同业公会、期

货同业公会等向行业机构、上市公司发出倡议，号

召市场各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向疫区捐款

捐物等多种方式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凝聚起资本

市场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支持上

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与上海市医药卫生发展基金

会合作成立“致敬白衣天使专项基金”，累计捐赠

款项４７００余万元。

　

（上海证监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２０２０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在总行、

总局以及总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努力克服疫情不

利影响，便利化、防风险两手抓，服务实体经济、防控

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不断推动上海外汇管理改

革创新，有力保障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收支汇兑运

行顺畅。

【支持涉外企业复工复产，持续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

一是第一时间制定《疫情防控期资本项目业务

便民指南》，发布《关于支持疫情防控及企业复工复

产相关经常项目业务便利化政策的操作指引》，鼓励

银行优惠服务疫情防控用汇需求。二是按照总局发

布的有关疫情防控外汇政策精神，指导上海市各家

银行机构特事特办。三是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帮助

企业用足用好政策尽快复工复产。持续推进跨境金

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试点。四是多方面开展银企调

研，务实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就辖内银行

开展外汇管理便利化政策的落实情况持续做好督导

工作，要求银行贯彻总局“四个不得”，切实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

【大力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切实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

一是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关于开

展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的通知》，进一步扩大参

与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的银行和企业范围。二

是支持银行“白名单制”，切实服务民营、小微企业发

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三是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

上海市分局关于在全辖开展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

便利化试点的通知》，将便利化政策推广至上海市全

辖。四是积极推出高新技术企业外债便利化额度试

点、一次性外债登记试点以及融资租赁类公司共享

外债额度试点等三项改革措施。五是稳步推进本外

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开创性解决红筹企业科创板

上市涉汇问题。稳步推动ＱＤＬＰ、ＱＦＬＰ试点常态

化，满足境内主体证券投资和配置全球资产的需求。

【建立健全全口径全过程数据监测机制，提升外

汇形势分析研判能力】

一是充分利用“数据核查”模块，及时督促银行

修改错误或疑问数据，提升申报数据核查效率。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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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４０６家机构的直接申报工作。二是保质保量完成

贸易信贷数据采集工作，２０２０年上海贸易信贷月度

统计调查样本企业共计１０２５家次，数量居全国第

一。三是保持形势监测分析的敏感度，结合复工复

产、贸易摩擦和收支实际持续监测分析我国外汇市

场变化，研究对上海跨境资金流动的深远影响。四

是加强数据解读共享，积极主动引导市场主体形成

合理预期。定期与占全市收支总量前８０％的银行

进行座谈，按照总局统一口径精准传导外汇政策。

五是按月及时完成《上海涉外收支统计月报》的编辑

印刷工作，联合上海银行自律组织改版《上海外汇管

理》杂志，２０２０年共出版４期，刊发４１篇有参阅价值

的政策新闻稿件。六是与同业公会联合举办“加快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系列培训，总计１４期，各外

汇指定银行成员现场参与讲座９１４人次，在线观看

８５７７人次。

【持续加强监管能力建设，有效防范化解跨境资

金流动风险】

一是有效整合分局非现场核查资源，加大对个

人分拆、境外发债、内保外贷等重点领域的监测力

度，不断开辟新案源。二是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有序推进金融机构总分行

一体化检查，对２０１９年检查发现的银行违规外汇行

为进行处罚。三是加大对支付机构和外汇批发业务

监管力度。积极开展总局统一部署的外汇批发业务

专项检查。四是继续严查地下钱庄案和跨境赌博活

动。不断加强汇警协作，配合上海经侦成功破获

“１２２”机制启动以来上海经侦部门主战的首起跨境

赌博案件。五是继续对网络炒汇平台开展高压打击

态势。根据总局清理整治网络炒汇工作部署，继续

开展网络炒汇平台清理整治工作，截至年底已累计

清理整治非法网络炒汇平台１４５家。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和复杂的国内外

形势，上海金融业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

委、市政府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精神，坚决落实

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以“金融３０条”为重要抓手，全

力以赴落实“三大任务”，支持实体经济稳增长，加强

地方金融监管，优化金融发展环境，扎实推进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建设各项工作。

金融业在支持上海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２０２０年，上海实现金融业增加值７１６６．２６亿

元，同比增长８．４％，占全市生产总值的１８．５％，拉

动全市经济增长１．５个百分点，占全国金融业增加

值的８．５％。上海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１７．６万亿

元，同比增长３９．２％；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

２２７４．８３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６％。

（一）全力确保“三大任务”落地落实

临港新片区方面，《全面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

施》印发。实施更加便利的跨境资金管理制度，推动

新片区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并推广到全

市，惠及全市约５０００家企业。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

转让服务平台上线。科创板方面，科创板注册制改

革进一步深化，“浦江之光”行动不断落实。截至１２

月３１日，科创板已上市２１５家企业，其中上海３７

家，排名全国第二，累计募资总额和总市值均位列全

国第一。一批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关键

领域企业上市。长三角一体化方面，《关于在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深化落实金融支持政策

推进先行先试的若干举措》印发，长三角地方金融监

管局局长圆桌会议召开。累计设立３１个长三角地区

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应收账款票据化、“贴现通”“票

付通”等逐步推广，服务长三角地区２４００余家企业。

金融支持长三角Ｇ６０科创走廊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综合服务方案发布，“Ｇ６０科创贷”等产品推出。

（二）全力确保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目标如

期完成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３０周

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经国务院同意，人

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意见》（“金融３０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十四五”规划编制和“后２０２０”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谋划不断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上海

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的“首家”“首批”示范效应明显。

金融科技加快发展，《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

设实施方案》印发。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在沪开展。

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有序推

进。交银金科、汇丰金科等金融科技公司在沪设立，

长宁区与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共同组建金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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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公司。金融市场建设深入推进，ＬＰＲ利率期权、

低硫燃料油期货、国际铜期货等重要金融产品推出。

首单科创板存托凭证（ＣＤＲ）上市交易。中国太保、

长江电力、国投电力三家公司通过“沪伦通”机制发

行全球存托凭证（ＧＤＲ）。上海清算所和欧清银行合

作面向境外发行“玉兰债”。上海黄金交易所和中国

银行联合推出“沪澳黄金之路”项目。《关于推动提

高上海上市公司质量的若干措施》印发，为推动提高

我市上市公司质量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全力确保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六稳”“六保”，形成“沪

２８条”中金融支持政策，发布“上海金融业支持中小

微企业复工复产９方面２６条举措”，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

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产融对接进一步加强。大

数据普惠金融应用不断深化，向１８家在沪银行开放

我市８个部门的近４００项公共数据，推动银行通过

金融科技赋能提高信贷服务效率。“信保＋担保＋

银行”融资服务方案推出，已被写入国家稳外贸相关

指导意见中加以全国推广。金融支持科创中心建设

力度不断加大，张江指数发布。科创金融创新持续

推进，探索多种形式的投贷联动融资服务创新。推

进长三角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申报。金融支持产业

发展和社会民生，供应链金融不断发展。支持智慧

城市建设，推进文化金融、养老金融，做好三农金融

服务。保险保障作用有效发挥，在沪保险机构加大

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

（四）全力优化金融发展环境

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市）建

立。金融法治环境不断优化，信用环境建设持续推

进。地方金融监管制度不断完善，《上海市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条例》于７月实施，《上海市商业保理公司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印发。审慎有效开展地方金融

监管，依法化解金融风险矛盾，率先实现全国重点区

域在营网贷平台全部退出，稳妥处置重点风险个案。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实

施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国际金融人才高地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坚持金融人才的培养、引进和集聚，

人才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成

功举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

提升。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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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海市金融报告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金融运行报告

２０２０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和复

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上海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两手抓，金融系统全力落实金融支持稳企业、

保就业各项工作任务，为实体经济克服疫情影响

提供了有力支持。年初以来，上海经济运行稳步

复苏向好，逐季回升，新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经济

运行中的积极因素持续增多。２０２０年，全市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３．８７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７％，增速

比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分别提高８．４个、４．３

个和２．０个百分点；与全国增速差距收窄至０．６个

百分点。

图１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一、上海经济运行情况

（一）投资消费持续回升，外资外贸好于预期

固定资产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２０２０年，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１０．３％，是２００８年以

来首次达到年度两位数增长。其中，制造业围绕高

端芯片、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制造

业投资增长２０．６％，连续１２个季度两位数增长，占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提高至１５％；房地产开发投资

增长１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下降３．６％。市场主

体数量稳中有升。截至１２月末，上海各类市场主体

共计２９２．９万家，同比增加２２．５万家，其中，正常经

营家数为２１８．４万家，同比增加２９．５万家。

消费品市场逐步回暖。２０２０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０．５％，前三季度为下降４．６％。

在经济复苏和消费刺激政策的支撑下，消费品市

场逐步摆脱疫情影响，其中１１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１７．１％，增速创“十三五”时期以来新高。从

结构看，生活必需品消费稳步恢复，改善性消费品实

现较快增长。其中，批发零售业零售额由前三季度同

比下降２．５％转为增长２．６％，饮料类、金银珠宝类和

化妆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３５．６％、２４％和２１．９％。

外贸进出口保持增长。２０２０年，上海实现进出

口５０３１．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９％。在进博会带动

下，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全市进口增长３．４％，出口

下降０．４％。从企业性质看，民营企业进出口逆势

增长１０．９％，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２．６％，而国



　　　　　　　

图２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图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图４　货物进出口增长率

数据来源：上海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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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进出口下降１３．３％。从出口市场看，对美出

口增长６．０％，对欧盟出口增长１．９％，对东盟出口

下降６．８％，对日本出口下降８．１％。从贸易方式

看，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４．１％，加工贸易进出口下

降０．４％。从商品类别看，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

长６．３％，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３．９％。

利用外资逆势增长。２０２０年，上海实到外资

２０２．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６．２％。其中，第三产业实

到外资金额增长１０．６％，占全市比重为９４．５％。总

部经济能级持续提升。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上海累计设

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７６７家、外资研发中心４７９家，

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二）市场主体稳中有升，工业生产由降转增，

服务业稳步回升

市场主体数量稳中有升。截至１２月末，上海各

类市场主体共计２９２．９万家，比上年末增加２２．５万

家，其中，正常经营的为２１８．４万家，较上年末增加

２９．５万家。

工业生产由降转增。２０２０年，上海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由降转增，由前三季度同比下降１．９％转

为增长１．７％。工业复苏行业占比持续提升，全市

３５个工业行业中实现正增长的覆盖面从３月份的

１７．１％大幅提升至１２月的７４．３％。六个重点行业

中，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生物医药制

造业分别增长９．３％、５．３％和２．９％。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先发展，总产值同比增长８．９％，增速高

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７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

业比重为４０％，比上年提高７．６个百分点。其中，新

能源汽车和新材料产值分别增长１．７倍和１０．８％。

服务业稳步回升，在线经济和金融业较快发展。

２０２０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１．８％，比前三季

度提高１．１个百分点。受疫情影响，线下服务逐步

向线上转移，远程办公、网络零售、智能配送等新经

济、新业态呈现爆发式增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展现强劲发展活力，增加值同比增长

１５．２％，拉动全市经济增速１．１个百分点。金融业

保持较快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８．４％，拉动全市经

济增速１．５个百分点。金融市场较为活跃，金融中

心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

首次跻身全球第三。全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

融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额分别增长

２９．４％、６５．８％和３５．８％。流通领域持续恢复。批发

零售业、交运仓储邮政业增加值分别下降３．３％和

８．４％，降幅比前三季度收窄３．６个和２．７个百分点。

图５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率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三）财政收入降幅收窄，居民收入增速回升，

企业效益有所下滑

财政收入降幅收窄。２０２０年，上海完成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７０４６．３亿元，同比下降１．７％，降幅比

前三季度收窄４．２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增值税和

企业所得税分别下降１７．４％和４％，个人所得税和

契税分别增长１１％和２０．６％。从支出看，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８１０２．１亿元，同比下降０．９％，降幅

比前三季度收窄６．６个百分点。

就业保持稳定，居民收入增速回升。四季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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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地方财政收支状况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海城镇调查失业率为４．１％，比三季度下降０．３个百

分点。全年，全市新增就业岗位５７．０４万个；１２月

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１３．５４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５．８万人。居民收入增速回升。２０２０年，全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４．０％，比前三季度提高０．５个

百分点。其中，城镇常住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３．８％和５．２％。

工业企业效益降幅收窄。２０２０年前１１个月，

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分

别下降２．４％和２．７％，降幅比前三季度分别收窄２

个和１．９个百分点。１１月末，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资产负债率为４８．５％，同比提高０．６个百分点。

图７　犆犘犐和犘犘犐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四）消费价格涨幅回落，工业品价格降幅趋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２０２０年，上海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上涨１．７％，涨幅比上半年回落１个百分

点。其中，食品类价格是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的

主要因素，全年累计上涨６．３％，涨幅比上半年回落

３个百分点。

工业品价格降幅趋稳。２０２０年，上海工业生产

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１．７％，降幅比上半年扩大０．１

个百分点；购进价格同比下降３．１％，降幅比上半年

扩大０．２个百分点。

（五）房地产市场成交恢复，住宅建设迅速回升

房地产市场成交恢复。二季度以来，随着需求

持续释放，上海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提高，成交回暖。

２０２０年，全市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成交面积分

别同比增长１４．３％和２４．５％。疫情后，积压的购房

需求集中释放，存量住宅交易量上升，为近四年最

高。住宅成交价格有所走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１２月，上海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上

涨４．２％和６．３％，涨幅较上年分别提高１．９个和５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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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设迅速回升。二季度以来，房地产开发投

资增速回升，新开工、施工和竣工面积规模扩大，房地

产市场供给改善。２０２０年，上海住宅新开工面积同

比增长１１．７％，同比提高４．９个百分点；住宅施工面

积同比增长３．６％，同比提高４．６个百分点；住宅竣工

面积同比增长１２％，同比大幅提高２８个百分点。

（六）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进展

情况

充分发挥长三角合作机制协同联动作用，增强

内外部合力，推动金融支持一体化工作向纵深发展。

一是根据“３０条意见”等相关工作部署，新增１６项

专题工作，包括长三角支付结算互联互通、双创债发

行、绿色金融合作、外汇管理合作、金融科技交流等。

目前１６项专题工作已全部正式启动，且多项工作取

得重要突破。二是发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关于深化落实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推进先行先试的若干举措》《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同城化建设指引》，推动

示范区金融机构同城化制度创新。三是上海市、江

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人民银行省会中支和地方金融

监管部门起草完成《长三角区域（上海、南京、杭州、

合肥、嘉兴）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方案》，目前该

方案已上报国务院签批。

二、上海金融运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按照总行部

署，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继续实施稳

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适时适度逆周期

调节；深化ＬＰＲ改革，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牵头出台上海金融支持稳

企业、保就业１８条新举措，全力保障优惠贷款资金

快速精准直达实体经济；为保市场主体稳就业营造

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有力支持了上海经济稳步

恢复。具体看，全市各项存款增速加快，非金融部门

普通存款明显多增；贷款增速有所回升，贷款投向不

断优化；利率水平继续下降，企业融资贵问题显著缓

解；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多增，股票融资明显多增；流

动性状况较为平稳，信贷资产质量基本稳定；金融机

构业务经营总体稳健，利润增速降幅收窄。

（一）各项存款增速加快，非金融部门普通存款

明显多增

１２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

１５５８６５．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４％，增速较上年末提

高７．７个百分点，较同期全国存款增速高７．２个百

分点。其中，中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和外币存款余

额分别为１４５３２７．７亿元和１６１５．０亿美元，同比分

别增长１７．８％和１８．７％，增速分别较上年末提高

８．３个和８．８个百分点。

２０２０年，全市本外币各项存款累计新增

２３０１８．８亿元，同比多增１１３３８．８亿元。分币种

看，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２１９７８．６亿元，同比多

增１１２９１．０亿元；外币各项存款增加２５３．６亿美

元，同比多增１３１．４亿美元。分主体看，境内存款

累计增加２１８０４．３亿元，同比多增１０７８５．０亿

元；境外存款累计增加１２１４．４亿元，同比多增

５５３．９亿元。

图８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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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全市存款增长呈以下特点：一是非金融

部门普通存款明显多增，结构性存款和大额存单增

速回落。非金融部门存款全年新增１．５２万亿元，同

比多增５７１０．３亿元，其中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

存款和协定存款分别增加５８１４．６亿元、３３９７．４亿

元、３２７１．５亿元和２９０４．４亿元，四类普通存款同比

多增１．０７万亿元，且普通存款增长节奏先抑后扬，

下半年增量占比达七成；而大额存单和结构性存款

分别增加１３５３．３亿元和减少２００５．１亿元，同比分

别少增２５０４．２亿元和多减２５０８．３亿元。银行负

债来源结构变化一方面与市场利率平稳导致各类长

期存款利率差异缩小，以及企业和个人改善资金流

动性、扩大投资消费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ＬＰＲ

利率改革后银行通过以贷定存的定价机制缓解利差

收窄和利润下滑的动力较强。二是外币存款增速创

新高。外币存款年末增速达１８．７％，创近三年新

高；全年新增外币存款２５３．６亿美元，同比多增

１３１．４亿美元，其中境外企业的外币存款增量占比

近八成。三是同业存款大幅增长。非银行业金融机

构存款年末增长３７．３％，增速同比上升２５．７个百分

点。全年新增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７８２９．１亿元，

同比多增５６２８．５亿元；其中受各行理财子公司理财

产品资金归集和股市成交放量等因素影响，特定目

的载体公司、交易结算类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存款

分别增加２６１４亿元、２２１２．４亿元和１８２４．９亿元，

同比分别多增２８２３．８亿元、１４６６．８亿元和４５７．３

亿元。

（二）贷款增速有所回升，贷款投向不断优化

１２月末，全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８４６４３．０

亿元，同比增长６．０％，较年初上升１．１个百分点，较

同期全国贷款增速低６．５个百分点①。其中，中外资

金融机构人民币和外币贷款余额分别为７５３１２．９亿

元和９５０．９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４．８％和１１．０％，

增速分别较上年末下降４．５个和上升７．２个百

分点。

２０２０年，全市本外币贷款累计增加６７４１．６亿

元，同比多增１１３１．７亿元。分币种看，人民币各项

贷款增加６１０８．６亿元，同比多增８１０．７亿元；外币

各项贷款增加１５６．７亿美元，同比多增１２５．４亿美

元。分主体看，境内贷款累计增加６５０６．７亿元，同

比多增１００３．９亿元；境外贷款累计增加２３４．９亿

元，同比多增１２７．９亿元。

图９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２０２０年，全市贷款增长呈以下特点：一是企业

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投放较多。非金融企业贷款

（可比口径）全年新增５２５７．８亿元，同比多增

２０１３．６亿元。受延迟还贷政策消化部分短期融资

需求和下半年企业复工复产扩大投资等因素的影

响，企业中长期贷款投放明显加速。年末企业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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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２０年初，平安银行和南京银行、天津银行分别将汽车消费金融中心业务和“借呗花呗”联合贷款业务从上海分行划转至其异

地总行；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农发行将上海地区票据融资数据上调总行，导致上海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若还原上述调整因

素，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上海本外币各项贷款增速约为９．６％，较同期全国贷款增速低２．９个百分点。



期贷款增长１３．６％，增速同比提高３．９个百分点；全

年中长期企业贷款增加３８１５亿元，同比多增

１３３４．４亿元。从贷款方式看，年末境内企业信用贷

款增速达２３．４％，全年新增信用贷款３３０９．３亿元，

同比多增３００５．２亿元；１２月末境内企业贷款中的

信用贷款余额和年累计增量占比分别为３５．１％和

６７．３％，同比分别上升３．６个和５５．８个百分点。二

是贷款投向结构优化，房地产开发贷款同比少增。

全年新增境内非金融企业贷款（不含票据融资）中

投向工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商务服务

业和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贷款分别增

加９０７亿元、７４０亿元、４０８亿元和２４８亿元，同比

分别多增３８２亿元、７５４亿元、少增３８０亿元和多增

１８２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增加４１６亿元，同比少增

１３３亿元，其中住房和商业用房开发贷款分别增加

１５７亿元和３１７亿元，同比分别少增１１４亿元和

１１０亿元。三是民营企业贷款①保持平稳增长态

势。全年民营企业贷款增加３１２０．２亿元，同比多

增１３７６．７亿元；年末民营企业贷款同比增长

１０．８％，增速同比提高４．５个百分点。分结构看，

全年除国有企业以外的境内企业贷款增加２２２４．９

亿元，个人经营性贷款增加８９５．３亿元，同比分别

多增１０５４．２亿元和３２２．５亿元。四是普惠小微贷

款②同比多增。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５２０６．３

亿元，可比增速为４１．５％，远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

速。全年普惠小微贷款增加１５２６亿元，同比多增

４４７．７亿元；其中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主的经营

性贷款和单户授信１０００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分

别增加９１７．４亿元和６０８．６亿元，同比分别多增

２４８．１亿元和１９９．６亿元。

图１０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五是后疫情期的消费回暖推动个人消费贷款加

速增长。全年个人消费贷款增加１２９１．２亿元，同比

少增１６４．２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和汽车消费贷

款分别增加９７４．６亿元和３０７．４亿元，同比分别少

增３４．４亿元和多增２０６．２亿元。随着下半年以来

住房和汽车消费刚性需求的加速释放，第四季度个

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和其他消费贷款分别增加

２７０．６亿元、３５８．１亿元和１０１．２亿元，同比分别多

增６５．４亿元、１７６．３亿元和１４６．７亿元。

（三）融资成本继续下行，融资贵问题明显

缓解

市场资金面总体宽松，银行间融资成本下降。

１２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及质押式债券回购月

加权平均利率为１．３０２７％和１．３５７８％，分别较去

年１２月下降７８．８个和７３．９个基点。

不同品种贷款利率同步下行。１２月份，上海人

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４．７４％，较上年１２月下降

２９个基点。其中，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为５．０３％，较

１２二、 上海市金融报告　

①

②

２０２０年起，上海民营企业贷款口径与总行公布口径保持一致，包括本外币的除国有企业之外所有境内企业贷款及个人经营性

贷款。

包括人民币单户授信１０００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及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２０１９年１月，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口径由单户授信５００万元以下调整为授信１０００万元以下，因此同比增速数据从２０２０年１月开始。



上年１２月下降３４个基点；票据融资平均利率为

３．０２％，较上年１２月下降１５个基点。

（四）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多增，本外币贷款增长

较好，股票融资明显多增

２０２０年，上海社会融资规模为１０９１５．５亿元，

同比多增２２７３．５亿元。

其中，人民币与外汇贷款合计增加７２６８．８亿

元，同比多增１８９５．６亿元，合计占比６６．６％，较上

年同期上升４．４个百分点。委托贷款减少２７２．１亿

元，同比少减３８５．８亿元。信托贷款减少１７４６．１亿

元，同比多减８６１．０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

增加６７８．６亿元，同比多增１１５．１亿元。

在直接融资方面，股票融资明显多增。２０２０

年，上海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１５０７．７亿元，同

比多增１１０４．５亿元；占社融规模的１３．８％，同比大

幅提高９．１个百分点。此外，全年政府债券融资

１１７９．６亿元，同比多增４１７．０亿元；企业债券融资

１６０３．３亿元，同比少增１１４２．５亿元。

图１１　社会融资规模结构（２０２０年）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五）流动性状况较为平稳，信贷资产质量基本

稳定

贷存比降幅较大，备付率水平小幅下降。由于

年初以来存款增长情况好于贷款，加之贷款统计口

径有所调整，全年贷存比降幅较大。１２月末，全市

中资商业银行人民币贷存比为５０．８％，比上年同期

下降５．５个百分点；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存比为

５８．９％，比上年同期下降７．７个百分点。１２月末，全

市中资商业银行人民币备付率为２．１５％，比上年同

期小幅上升０．０４个百分点。

２０２０年，上海金融机构对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

进一步加大，全市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较上年

末均出现下降。１２月末，上海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

额６６２．２亿元，比上年末减少６９．５亿元；不良贷款

率为０．７９％，比上年末下降０．１４个百分点，同时也

继续明显低于全国１．９２％的水平。１２月末，在沪法

人银行拨备覆盖率为３６５．７％，较上年同期提高

９１．０个百分点。综合来看，目前上海商业银行的资

产质量基本稳定。

（六）业务经营总体稳健，利润增速降幅收窄

资产负债增速继续上升。根据上海市银保监局

数据，１２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和负债同

比分别增长１６．４％和１６．９％，增速较上年末分别提

高９．３个和９．８个百分点。其中，中资银行资产总

额为１６．８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２％；外资银行资产

总额为１．６４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１％。

同业资产止跌回升。１２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

民币存放同业、拆放同业和买入返售三项资产余额

分别为４００８．５亿元、３７３７．５亿元和９３２．６亿元，较

年初分别增加３８４．１亿元、５２９．６亿元和２３５．１亿

元。１２月末，上述三项同业资产余额合计８６７８．６

亿元，较年初增加１１４８．８亿元，同比多增２７２３．５

亿元。

股权及其他投资继续减少，债券投资继续增加。

２０２０年，全市金融机构股权及其他投资下降１８７．８

亿元，同比少减６２２．２亿元。银行为满足流动性覆

盖率考核要求，对高等级标准化债券资产配置规模

继续增加。２０２０年，金融机构债券投资累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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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及净利润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１９６２．９亿元，同比多增５３１．７亿元。

同业负债同比多增。１２月末，上海银行业人民

币同业负债余额３７８２０．４亿元，比年初增加８８４２．０

亿元，同比多增６６５９．１亿元。分项看，同业存放和

同业拆借分别较年初增加７９６４．０亿元和９２３．１亿

元，卖出回购较年初减少４５．０亿元。同业存放增加

得益于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好转，境内证券公司、交

易及结算类机构存款分别较年初增加５１４．８亿元和

２１８８．１亿元。１２月末，全市银行业同业负债在全部

负债中占２０．６％，占比较上年同期上升１．１个百

分点。

受两项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逐步实施等

因素影响，２０２０年，全市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加快、

占比提高，金融机构的利润增速降幅收窄。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份以来，金融机构净利润持续负增长。２０２０

年，全市金融机构实现净利润１４３３．０亿元，同比下

滑１０．３％，增速虽仍较上年末多降２．４个百分点，但

降幅已比２０２０年三季度收窄４．８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支付体系建设报告

２０２０年，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切

实履行支付结算属地监管职责，持续提升金融服务

和管理水平，推动上海市支付体系建设。

【推动支付结算精准发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及

时启动对辖内金融机构的疫情防控工作，下发部署

性文件，对疫情期间辖内支付结算工作进行统一安

排。创新推出同城票据交换代理模式，有效匹配疫

情期间银行网点轮流营业情景。推动商业银行建立

快速响应机制，启用节假日对公开户应急权限，建立

账户服务绿色通道，通过绿色通道开立银行账户累

计超千户。指导商业银行调整小额支付系统净借记

限额，满足疫情期间防疫资金汇划需要。支持银行

和支付机构采用远程视频等方式拓展医疗、慈善等

防疫相关特约商户超８５００户。支持银联上海分公

司打造“重振引擎”助商惠民计划，依托云闪付ＡＰＰ

和银联营销平台，整合商户资源，拉动消费４０００万

元，面向上海市民发放惠民消费券近１０００万张，累

计金额１．３亿元。推动第三方支付机构对超过８００

万笔的收单交易实行零手续费等措施。

【统筹支付结算区域协同，助推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

根据四部委关于金融支持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的统筹安排，深入贯彻落实“３０条意见”，切实

发挥上海总部在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牵

头抓总作用，稳步推进各项实施细则落地，实现三省

交通违法记录通过云闪付ＡＰＰ在沪缴纳、三省一市

税款缴纳应用在云闪付ＡＰＰ上线以及医保电子凭

证云闪付展码服务。会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等１２个地方相关单位研究制

定《关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深化落

实金融支持政策推进先行先试的若干举措》，对一体

化示范区内同行开户异地见证等支付结算同城化试

点提出指导意见，推动商业银行在一体化示范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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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智能终端实施同行跨区开户服务。

【严防账户商户业务风险，打击涉赌涉诈违法

活动】

开展账户商户自查、核查、拓查，组织全辖３３家

银行对涉案账户采取交易控制措施并逐户开展自查

和增强型尽职调查。推动全辖风险账户信息共享，

将人民银行下发以及上海市公安局移送的涉案账户

信息向全辖银行发布，组织各银行对核实可疑的银

行账户依规采取管控措施，建议涉案银行账户数量

较多的银行网点暂停新开企业银行账户。强化多方

合作形成监管高效联动，与上海市公安局签署《关于

加强警银协作维护上海支付服务市场稳定合作备忘

录》，与上海市公安局联合组织辖内银行建立企业银

行账户黑、灰、白名单和交易对手黑、白名单两套企

业银行账户分类管理制度，由银行视不同名单类型

采取交易控制措施。建成运行上海市银行账户服务

信息系统（二期）项目，实现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全量企业基础信息、股东信息、变更信息、异常

经营信息、违法失信信息共享，为银行有效实施企业

银行账户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支持。

【强化银行账户服务能力，提升服务小微企业

水平】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精神，会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公安局等市政府委办局迅速推动企业电

子营业执照与电子印章在银行账户服务领域的应用

试点工作。８月１８日启动首批试点，实现企业电子

营业执照与电子印章在企业银行账户开立、变更、撤

销业务中的同步应用，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客户便利

度与安全性，上海市也成为“实施意见”下发以来，全

国首个在企业银行账户服务领域实现企业电子营业

执照和电子印章同步应用的省市。

【加强支付系统业务管理，夯实支付基础设施

建设】

稳步推进上海支付结算综合业务系统业务迁移

工作，做好对上海同城清算系统各参与者、城银清算

公司、系统运营机构的业务指导，完成迁移方案与应

急预案制定、系统改造、联调测试、数据迁移、协议换

签等工作，协调开发综合服务平台上海区域适配器，

建立重点企业白名单。８月１５日起，上海同城清算

系统资金类业务全量迁移至支付系统，信息类业务

转由城银清算公司承接。完善辖内中央银行开户单

位账务核对方式，允许辖内已通过ＡＣＳ综合前置子

系统开展电子对账的开户单位取消每月末纸质对

账。进一步推广ＡＣＳ综合前置子系统自助转账功

能至村镇银行、财务公司等，允许开户单位通过ＡＣＳ

综合前置子系统远程办理准备金账户资金划拨。

【完善各类支付工具应用，深入推动支付环境

建设】

大力发展上海市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实现

在上海地区多个重点行业支持联网通用移动支付。

在交通领域，上海公交地铁均实现受理银联移动支

付产品。在医疗健康领域，实现银行业统一移动支

付ＡＰＰ上线电子健康卡、医保电子凭证，并积极助

力上海市年度民生工程医疗付费“一件事”，使上海

成为全国首个打通医保和自费付款的“信用就医无

感支付”试点城市。在政务民生领域，新增交通违法

在线处理，在全国率先实现银行业统一移动支付

ＡＰＰ交通罚款全场景全流程覆盖。组织中国银联、

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

和上海银行于１１月５日正式发布“银联旅行通卡”

（ＥＭｏｎｅｙ卡），实现日韩短期入境游客境内移动支

付便利化试点项目在上海的正式落地，让中国移动

支付的便利性惠及更多境外个人。

【强化支付机构监督管理，做好支付机构风险

防控】

结合对支付机构的日常监管、执法检查、行政处

罚等情况，对辖内４６家支付机构风险情况进行摸

排，按照风险状况划分为高、中、低风险等级。在风

险摸排的基础上，按照“精准施策、分类指导”的原

则，积极防范化解支付机构风险，促进支付机构健康

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于长期亏损、规模较小、未找

到合适业务模式的支付机构及高风险机构，在人民

银行总行的指导和支持下，积极推进支付服务市场

供给侧改革，鼓励其运用市场化手段，采用合并重

组、引入投资者等方式壮大企业规模，优化支付服务

市场结构。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征信体系建设报告

一、征信系统建设情况

为更好地满足金融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征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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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适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

中心统一部署，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上海地区顺利完

成二代征信系统切换上线工作。与一代征信系统相

比，二代征信系统在信息采集、产品加工、技术架构

和安全防护方面均进行了优化改进。二代征信系统

提供的信用报告主要是丰富了基本信息和信贷信息

内容，改进了信息展示形式，提升了信息更新效率。

二代征信系统上线以来，应用系统总体运行良好。

目前，上海地区正在有序开展二代数据采集切换

工作。

二、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建设情况

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在为

中小微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线上融资，助力强化中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２０２０年，

系统对接机构增长快速，覆盖面持续扩大。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累计有１４６家核心企业、３０个省／市财政

部门、６１家资金提供方与平台实现系统对接。上海

地区积极发挥平台线上服务优势，有效引导核心企

业和商业银行开展线上融资业务，充分利用平台为

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积极推动核心企业与平台开

展系统对接，在助力小微企业突破首贷难，帮助中小

微企业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方面起到了积

极作用。

三、征信市场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上海辖内共有２３家备案企业

征信机构，均完成了信息系统安全等保测评。备案

企业征信机构为金融、类金融机构提供征信产品和

服务，包括企业征信报告、企业信用分产品、反欺诈

产品及信息服务等。同时，备案企业征信机构为商

业银行中小微企业贷款提供增信服务，助力中小微

企业融资。２０２０年，长三角三省一市人民银行分支

机构探索利用区块链推进长三角地区信用信息互联

互通，上海辖内１家备案征信机构参与征信链试运

行，已累计上链１２０余万份企业信用报告。

四、评级市场情况

２０２０年，在上海完成备案的法人评级机构共有

４家，主要从事债券评级业务及信贷评级业务。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辖内信用评级机构通过支持银

行间抗疫专项债券的发行等方式，发挥信用评级机

构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经上

海市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发债企业７００多家，其中

开通评级绿色通道的企业３０多家，评级机构积极研

究发布疫情影响相关分析报告８０余篇。

五、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情况

为进一步发挥信用信息服务农村经济主体融资

功能，减少农户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农

村地区信息、信用、信贷联动，总部通过推进农户电

子信用档案建设，组织开展“信用户”“信用村”评定，

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产品，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提

高信用贷款比重等方式，降低农户融资成本，支持有

信用、有市场的农户特别是尚未获得信贷支持的农

户融资，改善农村融资环境，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

境，推动农村普惠金融。２０２０年已完成崇明区港沿

镇园艺村、金山区亭林镇油车村、金山区朱泾镇待泾

村３个“信用村”评定和挂牌工作。

六、征信宣传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继续在全市范围内组织

开展征信专题宣传活动，牵头上海农商银行举办第

十三次信用记录关爱日和“征信支持中小微企业融

资”专场宣传活动，宣传征信体系支持中小微企业融

资、征信支持疫情防控和“稳企业保就业”的主要经

验与成效，力争营造“用征信、助融资、促发展”的良

好信用环境。开展“征信为民”专项宣传活动，宣传

个人和企业信用报告查询渠道。联合建行上海市分

行开展“征信知识进校园”活动，赴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开展征信知识宣传。联合上海总部团委等部门，

开展“金融进社区”宣传活动。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５２二、 上海市金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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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 资 银 行

（一） 中资法人银行

交 通 银 行

【概况】

２０２０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和复杂

严峻的经营环境，交通银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落实金融工作“三

项任务”，做好“六保”“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疫情常

态化防控和经营发展，整体经营保持“稳中有进、稳

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聚焦价值创造，经营业绩保持稳健。实现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７８２．６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７％。

实现营业收入２４６２．００亿元，同比增长５．９１％；利

息净收入１５３３．３６亿元，同比增长６．４２％；手续费

及佣金净收入４５０．８６亿元，同比增长３．３５％；息差

保持基本稳定，集团净利息收益率１．５７％；在加大

科技投入情况下，集团成本收入比２８．２９％，同比下

降１．８２个百分点。

———资产平稳增长，业务结构趋于优化。２０２０

年末，集团资产总额１０．７０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８．００％。客户贷款余额５．８５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５４４１．４９亿元，增幅１０．２６％，同比多增９４１．０２亿元；

客户存款余额６．６１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５３４１．８４

亿元，增幅８．９０％，同比多增２５３６．０３亿元。

———守牢风险底线，资产质量平稳可控。集团

不良贷款率１．６７％，较上年末上升０．２０个百分点。

全年计提贷款减值损失５６２．６９亿元，同比增加

７１．８８亿元，增幅１４．６５％。拨备覆盖率１４３．８７％，

符合监管要求。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助企纾困取得积极

成效】

毫不放松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守牢不发生聚

集性疫情底线，确保员工生命安全和金融服务不断

档。开通授信审批绿色通道，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

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快速上线普惠线上服

务通道，确保各类助企纾困措施直接惠及市场主体。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累计投放疫情相关贷款近４０００亿

元，实行延期还本贷款本金７４３亿元、延期付息对应

贷款本金１４４７亿元。严格执行监管规定，规范经

营收费行为，切实减费让利，２０２０年，湖北地区普

惠型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比上年平均水平降低１

个百分点以上。累计捐款捐物共６６５５．３０万元，通

过海外机构采买近８００万元防疫用品支援湖北，得

到了中央赴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指导组的充分

肯定。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金融服务薄弱

环节，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一是将信贷资源向制造业、普惠小微、民营等领

域倾斜。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人民币一般贷款时点余额

净增５７４９亿元，增幅１２．３３％，其中对公实质性贷

款同比多增１３１２亿元；制造业贷款、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余额分别较年初增长１８．９２％、５１．７４％。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增加９６８．０２亿元，增幅

５９．０４％；贷款累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５０个基点，

小微客户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下降９６个ＢＰ。全年为

实体经济减费让利约１８７亿元。二是积极对接长三

角一体发展国家战略。立足“上海主场”，发挥“业务

全牌照”和“布局国际化”双重优势，形成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与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共生共荣模式。长三角

区域利润总额３７９．３６亿元，对集团利润贡献占比

４３．８９％，同比提升４．９３个百分点。三是把脱贫攻

坚作为履行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一号工程”。聚

焦“两不愁、三保障”重点难点，实施以金融扶贫、医

疗扶贫、教育扶贫、消费扶贫、产业扶贫等为核心的

精准扶贫路径。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末，全行提前超额

完成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责任书六大指标，向三个定

点扶贫县投入帮扶资金２４８８万元。截至２０２０年



末，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３３４．８９亿元，较上年末

净增７８．４２亿元，增幅３０．５８％。四是积极支持有助

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绿色产业发展。强化

对绿色产业、绿色项目的信贷支持。２０２０年末，绿

色贷款余额３６２９．０９亿元，较上年末增长２０．５９％，

绿色金融债余额２００亿元。参与并牵头推进国家绿

色发展基金设立相关工作。获评“２０１９年度绿色银

行总体评价先进单位”。

【打好防范化解风险攻坚战，守牢不发生系统性

风险底线】

一是加强疫情下资产质量管理。推进纾困政策

合规运用，加强临期管理、准确实施贷款分类。建立

按月动态排查机制，提前掌握受疫情影响的潜在风

险客户和实质性风险客户，提前采取处置化解措施。

综合运用总量管控、名单制、限额领额等手段，加强

对信用卡、产能过剩、房地产、跨境业务、政府隐性债

务等重点领域和敏感行业的管控力度，强化区域风

险管控。全年逾期贷款、高风险贷款的余额和占比

较年初均实现“双降”，未发生系统性、群发性风险。

二是加大清收保全力度。积极应对疫情冲击和市场

波动，全年处置不良贷款８２９．１１亿元，同比增加

１９６．２１亿元，其中核销５３８．２８亿元。积极运用不良

资产证券化拓宽处置渠道，全年共发行三单证券，处

置不良贷款１４１．４４亿元，发行规模居市场第三。三

是提升风险管理智慧化水平。引进各类风险信息数

据，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知识图谱等先进技

术构建模型，完善覆盖全集团的统一风险监测体系。

推进风险计量体系建设，实现风险计量全集团统一

管理。建立风险收益指标的计算体系和运用机制，

强化风险收益平衡。四是加强内控案防管理。深化

内控体系改革，推广上线“智慧案防”系统，及时准确

发现员工违规操作行为、异常交易行为、不良行为记

录等，化解案件风险隐患。扎实推进重大案件调查

处置和全行警示教育，深入开展２０２０年“五大领域”

专项治理，问题整改完成率８８．３９％。

【持续推进深化改革重点工作，激活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

一是抢抓国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机

遇，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管理架构与职能优化改

革，成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领导小组和长三角

一体化管理总部，发挥集团全球布局、综合化经营以

及在长三角地区的主场优势，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

展战略。二是以打造金融科技核心竞争力为目标，

促进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实施金融科技体制机制

优化改革，完善集团金融科技总体架构。设立金融

科技委员会，提高金融科技统筹规划、顶层设计和一

体化管理水平。完善部门设置与职责，整合软件开

发力量，推动技术与业务融合。实施金融科技万人

计划、ＦｉｎＴｅｃｈ管培生、存量人才赋能转型三大工

程。三是实施风险授信与反洗钱改革，明确风险管

理部牵头全面风险管理职能。分设信贷管理和授信

审批职能，整合贷（投）后管理职能，实行信用风险由

授信管理部统一扎口管理。推进资产保全独立化运

作、专业化管理，提升风险处置质效。设立副部门级

反洗钱中心，强化全行反洗钱和制裁合规的牵头管

理职责，推动反洗钱业务操作集中管理。四是聚焦

价值创造、传导正向激励，优化省直分行分类管理，

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分配秩序。按照“规范清晰、正

向激励、公开透明”的原则，优化全行职位体系。

【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精准服务客户和市场

需求】

一是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持续优化手机银行产

品功能和用户体验，手机银行、买单吧两大ＡＰＰ在

２０２０年新浪测评中双双跻身第一梯队。推进分布

式技术架构转型，保障极端情况下的业务连续性。

统一图引擎平台应用在３２个业务场景，获上海金融

创新一等奖。与复旦大学、中国移动共同成立金融

科技联合实验室，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二

是场景建设赋能业务拓展。对接上海“两张网”，推

出“便民利民惠民”品牌“交银ｅ办事”，信用就医服

务覆盖上海４００余家公立医疗机构，上海地区签约

客户市场占比约８５％。其中，惠民就医产品实现同

类产品从无到有的突破，６０秒完成全线上申请流

程。围绕园区、物业、停车、抵押、党费等细分领域强

化场景金融应用，推出普惠ｅ贷、ｅ证行、ｅ抵押、绿

能ｅ充等线上服务，全方位升级各行业综合化金融

解决方案。三是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建立健全数据

治理制度体系，启动企业级数据中台建设，搭建全行

统一的大数据底座，构建客户标签、经营指标、智能

知识图谱等数据产品，加大外部数据源的整合对

接，不断增强经营决策和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

性。四是强化网络安全建设。持续推进应用系统

开发运维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建设一体化安全监

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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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８４０３１．６６ ９０３８２．５４ ９５３１１．７１ ９９０５６．００ １０６９７６．１６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５２８４０．５９ ５５４５３．６６ ５７９３３．２４ ６０７２９．０８ ６６０７３．３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４２２０６．３５ ４５７９２．５６ ４８５４２．２８ ５３０４２．７５ ５８４８４．２４

净利润 ６７２．１０ ７０２．２３ ７３６．３０ ７７２．８１ ７８２．７４

不良贷款率（％）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４９ １．４７ １．６７

　　注：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包含应付利息，净利润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交通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概况】

２０２０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浦发银行

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与监管要求，全面服务

好“六稳”“六保”工作，把握“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新

变化、新趋势，围绕公司三年行动计划目标，以高质

量发展为主线，以服务为根本，以市场为导向，实施

客户体验和数字科技双轮驱动，在持续增强核心竞

争力、行业引领力、全球影响力的基础上，坚定信心、

攻坚克难，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夯实稳健发展的基

础，经营工作取得较好进展：

资产负债均衡发展。截至２０２０年末，本集团资

产总额为７９５０２．１８亿元，比上年末增加９４４２．８９

亿元，增长１３．４８％；其中，本外币贷款总额为

４５３３９．７３亿元，比上年末增加５０８０．７２亿元，增长

１２．６２％。本集团负债总额７３０４４．０１亿元，增长

１３．３４％；其中，本外币存款总额为４０７６４．８４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４４８６．３１亿元，增长１２．３７％。

营业收入稳步增长。２０２０年，本集团保持营业收

入稳步增长，集团口径实现营业收入１９６３．８４亿元，比

上年增加５６．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９９％；实现利润总额

６６６．８２亿元；税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５８３．２５

亿元。２０２０年，平均总资产收益率（ＲＯＡ）为０．７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ＲＯＥ）为１０．８１％。成本收

入比率为２３．７８％，比上年上升１．２０个百分点。

业务结构持续优化。２０２０年，本集团多措并

举，调结构、稳增长成效显著；三大业务板块营收占

比持续优化，零售业务贡献继续保持领先；集团实现

利息净收入１３８５．８１亿元；非利息净收入５７８．０３亿

元，同比增长２５．２１％。

资产质量持续向好。２０２０年，本集团信贷业务

运行平稳，新发生不良贷款趋缓，风险处置有序，年

末不良贷款率较年初下降，资产质量趋势向好，截至

２０２０年末，按五级分类口径统计，本集团后三类不

良贷款余额为７８４．６１亿元，比上年末减少３４．２０亿

元，不良贷款率１．７３％，较上年末下降０．３０个百分

点；不良贷款的准备金覆盖率达１５２．７７％，比上年

末上升１７．８３个百分点。

集团化、国际化经营稳步推进。２０２０年，本集

团主要投资企业合计实现营收１１７．６４亿元，净利润

３４．７３亿元，覆盖信托、金融租赁、基金、村镇银行、

科技银行、境外投资银行、货币经纪等。境外分行资

产规模突破２０００亿元，其中香港分行市场影响力进

一步提升，新加坡分行持续打造大宗商品服务特色，

伦敦分行有效助力全行跨欧亚、跨时区经营。

市场影响力持续扩大。继续保持公司良好声

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均维持在投资级以上

一级。《银行家》杂志全球银行１０００强排名提升至

第２０位，全球银行品牌５００强提升至第１５位；排名

《福布斯》杂志“全球企业２０００强”榜单第６５位，《财

富》杂志“财富世界５００强”榜单第２２０位。

【数字赋能，持续提升零售银行业务服务能力】

零售银行业务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全景银行

为指引，强化数字化经营，提高客户体验；深挖市场

潜力，持续深化客户服务、产品创新、风控体系、管理

机制、渠道体系的数字化水平，数字赋能成效显著，

１３一、 中 资 银 行　



营业净收入提升至７３３亿元，继续保持第一收入贡

献。２０２０年，零售存款突破９０００亿元大关，零售贷

款１．７８万亿元，个人金融资产余额（含市值）达到

３．１３万亿元，在推动业务增长的同时，夯实零售客

户分层经营基础，不断提升零售银行业务服务能力。

全面完成零售数字化２．０体系建设，不断提升

经营管理的专业能力，夯实零售发展的根基。一是

产品管理数字化。建立和优化财富类产品管理系

统，实现数字化全生命周期管理。二是客户旅程数

字化。试点推出虚拟营业厅、智慧营销助手，通过多

场景互动，丰富客户触达手段，优化客户服务体验。

三是智慧营销数字化。建立零售客户标签，构建

３６０度全景客户画像，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梳理、分

析、学习、建模、挖掘，紧贴客户需求，实现自动跟踪，

主动营销。四是渠道运营数字化。提升ＡＰＰ使用

体验，提升网点智能化服务水平，打造“厅堂智慧大

脑”；对长尾优质客户，推出远程专属经营团队，拓宽

服务客群覆盖面。五是风险管控数字化。建设零售

信贷大数据中台，形成“数据源接入＋零贷数据集

市＋模型服务＋数据应用＋产品支撑”完整体系。

六是决策支持数字化。建立总分行穿透管理体系，

推动多维度管理数据的透明化、准实时化，用多重实

时报表揭示每日业务动向，保障经营决策。

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客户经营能力，优化客户

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和获得感。聚焦全景银行探

索客户经营模式，布局发展“浦惠到家”平台，注册用

户数达到１１００万户；深耕出行、生活、居住、教育、文

旅等领域，加大金融服务向客户场景的延伸，提供特

色化优质金融服务；加强消保和个人客户信息保护

工作，不断健全消保工作制度体系，构建客户体验监

测平台，优化服务质量监测体系。零售客户数（含借

记卡和信用卡客户）突破１．１８亿户。

围绕专业财富管理服务，加大产品创设力度和

销售模式创新。顶住理财净值转型和结构性存款双

重压降压力，及时调整产品策略，推动基金、保险、信

托等代销业务销售不断上台阶，个人理财产品余额

９９２８．０６亿元，新净值型理财产品余额在个人理财

中的占比提升３０个百分点，基金保有规模同比增幅

２２０％，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财富管理收入达到

７０．７亿元。私人银行秉承“传承的不只是财富”的

品牌使命，整合集团优势，创建融资一体化、境内外

一体化、公私一体化联动服务模式，打造“管家式”私

人银行服务体系，助力私人银行客户资产配置不断

优化。私人银行客户规模近２．４万户，管理私人银

行客户金融资产近４７００亿元。

个人存款余额达到９３９０亿元，零售存款余额和

增量均位列股份制同业第二名，进一步巩固同业竞

争优势。完成结构性存款规模压降目标、代发金额

稳步抬升，带动负债结构持续向好，付息成本持续下

降。一是面对疫情不利影响，浦发银行助力复工复

产、推动消费振兴，代发业务实现较快增长，代发金

额同比增幅２７％，保持较好增长水平。二是组建并

落实铁三角推进模式，打造市场经理队伍，代发企业

开拓量好于往年。三是代发客户经营能力持续提

升。针对代发企业，优化代发流程，实现线上签约、

线上发卡、线上发薪的一条龙服务，最快１０秒签约

代发、１分钟银行卡激活、２分钟批量开卡；针对代发

个人客户，推出集负债、理财、个贷、信用卡、支付结

算优惠为一体的代发礼包。

持续丰富零售信贷产品体系，加强数字化风控

能力建设，优化业务经营体制机制。一是创新推出

全数据驱动、全流程在线的普惠贷款“浦慧税贷”，小

额全线上消费贷款“浦发发呗”，场景生活化ＡＰＰ“甜

橘ＡＰＰ”。另有，“浦惠助业贷”“宅抵速贷”、房抵快

贷、公积金点贷征信版、在线供应链项目等产品推陈

出新。二是全面提升自主风控能力，推动模型迭代

优化，运用多方安全计算技术，保护好客户金融信息

隐私。

信用卡中心大力推进开放生态建设，通过ＡＰＩ、

小程序等方式促进生态场景服务能力与合作伙伴场

景服务能力双向融合，初步构建了开放合作、场景驱

动、协同联动的多元场景金融生态。一是在深化数

据赋能方面，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金融科技，持续升级风控体系与客户经营体系，打造

了业务、数据、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决策中枢系统，

自主研发的智能催收机器人获上海市“金融创新成

果提名奖”。二是绘制客户体验旅程的全景视图，创

建客户体验监测体系形成常态化体验闭环监测，获

中国银联２０２０年跨行服务座谈会“客户服务突出贡

献奖”。

２０２０年，面对新冠肺炎突发疫情，零售业务及

时为广大个人客户提供便捷金融服务。一是推出

“安心宅家、便捷理财”系列服务。针对网点开工不

足的情况，在合规的前提下，全力扩充线上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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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拓展线上销售模式；推出赠送保险期限为９０

天的守护保防疫保险，做好产品的提醒和咨询服务，

为定期存款到期的客户稳步做好自动延期服务，依

托数字化为客户提供实时便捷的财富管理服务。二

是积极支持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针对全国受

影响的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以及疫情防控一线

提供优惠利率，建立审批绿色通道，高效完成审批流

程，保证实现快速放款；与国内两大税控机服务商敏

捷联动，拓展“诺诺银税贷”和“浦望贷”两款纯线上

产品，对小微企业精准触达，在风险可控情况下适度

降低准入门槛，帮助小微客户渡过难关。三是为个

人客户提供便捷信贷服务。开辟调整还款计划绿色

通道，给予客户还款宽限期，合理调整征信逾期报

送，为客户提供暖心服务。同时，在合规的前提下，

疫情期间创新推出甜橘ＡＰＰ，为客户提供在线找房、

ＶＲ看房、按揭贷款在线预申请、按揭贷款办理进度

查询、配套生活权益等功能，为客户提供看房—买

房—居住生活的闭环全线上化服务。四是为涉疫客

户开辟信用卡绿色通道和多项优惠活动。针对受疫

情影响的客群制定灵活的信贷政策、开辟快速化审

批通道、暂缓还款服务等。五是推动疫情期间多项

非金融服务，与１０余家企业开展合作，提供多项安

心宅家服务。与微医集团（微医互联网总医院）对接

推出线上问诊服务等。同时，满足了特殊时期全国

各地口罩预约、防疫物资发放、体温登记、用餐送菜

预约等民生需求，上海市相关领导在调研中对此给

予了积极的肯定。

【大力支持国家战略、践行社会责任】

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金融支持实体

经济“稳企业、保就业”，制定并下发《关于疫情防控

特殊背景下十个相关行业客群现阶段营销策略》。

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客户的支持，开辟

绿色通道，切实提高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金融力度，

为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批复授信近３０００亿元。支持

国家疫情防控，落地疫情防控债券４５支、总规模３４９

亿元，上海浦发银行份额２０６．９５亿元，创造９项首

单疫情防控债，其中２０华发（疫情防控债）ＳＣＰ００３

为全国首单疫情防控债。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教

育、商超、物流、餐饮等行业不断贷、抽贷或压贷，按

照“应延尽延”的要求，根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申请，

结合其受疫影响情况和经营状况，通过展期、续贷、

期限调整等方式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延期还本付息

安排。同时主动让利，推出定价补贴、专项贷款等各

类政策举措，全年累计让利超２６０亿元。

不断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质效。全力

支持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粤港澳大湾区、国

际金融中心与自贸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北

京大兴机场、京滨城际铁路、特斯拉超级工厂等一系

列重大项目。全力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制造业、

绿色金融、科创金融、跨境金融、普惠金融贷款等保

持快速增长；全力服务上海“三大任务”，率先成立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管理总部，持续保持在区域发展

中的“领头雁”作用，与近８０％的科创板上市企业建

立了深度合作关系，为超过４０００家企业提供本外币

一体化自贸金融服务。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在长三角区

域服务企业客户３６．４万户，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４．４万

户；服务个人客户２８２５．５万户，较２０１９年增长

１５１．２万户。区域内人民币贷款余额１．３８万亿元，

存款余额１．７４万亿元，在区域存、贷款余额均列股

份制银行第一。

浦发银行公司业务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深

化客户分层分类经营，不断夯实客户基础。总行级

战略客户经营成效显著，成为全行发展的重要引擎，

人民币对公存款余额７００１亿元，人民币对公贷款余

额４９７４亿元；分行级战略客户经营初现成效，助力

客户结构调整，人民币对公存款日均３１２８亿元，人

民币对公贷款余额２９７０亿元；基础客户拓展持续发

力，逐步形成坚实客户底座，对公客户数１６８万户，

较上年末增加１３万户，增幅８．４％，有价值客户数

４９．２万户，较上年末增加７．３万户，增幅１７．３％。

浦发银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

升服务质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助力

稳增长、促发展。围绕国家宏观政策导向制定信贷

投向政策，突出“客户为中心，坚持稳字当头”的经营

主旨，实现优质、高效、有支撑力的资产投放。明确

支持先进制造业等新兴领域、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提

升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支持，稳妥退出“僵尸企业”。

进一步夯实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制造业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服务质效。２０２０年，民营企业、

制造业贷款分别增加５．７万亿元、２．２万亿元。

投资银行业务坚持以提升客户体验为原则，发

挥商业银行“股债贷撮一体化”业务优势，不断提升

以融资为基础的综合金融服务水平；提高政治站位，

增加高质量资产投放，推动中长期贷款向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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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力度，聚焦重点区域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重大

任务，推进客户综合化经营，持续打造银团、绿色金

融、并购等投行业务竞争优势，提升债券承销总行端

经营指导，撮贷联动满足客户多元化融资需求。截

至２０２０年底，人民币对公中长期贷款余额１０５４４亿

元，首次超万亿，同比增幅１８．７６％；其中，全行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余额１０１２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大关，

同比增幅５５．４５％。２０２０年末，绿色金融业务余额

突破５０００亿元，其中人行口径绿色信贷余额２６２８

亿元，位列股份制银行第二位。共主承销债务融资

工具５４４５亿元，同比增长３６．９％，列全市场第四

名，上升３位；股份制排名第三，与上年持平。助力

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全国首单国企混改专项中票（２０

久事ＭＴＮ００１）、全国首单长三角科创企业集合短融

（２０长三角科创集合ＣＰ００１）。

交易银行业务做大交易量，做活客户、服务公司

全量客户，推动全行公司数字化经营转型。搭“双循

环”快车，国际国内贸易融资逆势增长；探索新业态

新模式，推动数字化服务升级；服务实体经济，普惠

金融、科技金融行业领先；精耕细作，丰富交易银行

服务品牌。２０２０年全年，电子渠道交易量５８万亿

元，同比增长１３％；国内贸易融资业务量１３５５７亿

元，同比增长７．４％；在岸国际结算量２２０４亿美元，

同比增长２５％；公司支付结算活跃客户数突破１２万

户，同比净增２万户。

普惠金融方面，围绕数字化转型场景，坚持批量

化获客、标准化经营、数字化支撑、智能化风控，依托

创新大数据风控体系、加大新技术应用持续优化作业

流程，为小微企业持续打造满足各类融资场景需求的

数字普惠生态圈。同时，不断创新扩展服务渠道及获

客渠道，不断完善小企业在线平台功能，实现线上创

新全品种覆盖、全线上业务流程无断点，全面提升普

惠金融线上服务能力。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全行普惠两

增口径贷款余额２７０９．５８亿元，较年初净增６６８．６９

亿元，完成了全年新增计划（２１４．２９亿元）的３１２％；

全行供应链核心客户达６２８户，比年初增长２３３户；

上下游供应链客户数达１２３４４户，增长３５４４户。

科技金融方面，为符合国家战略、创新能力突

出、具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企业着力打造全周期、全

流程、跨市场、智能化的金融服务，以“股、债、贷”一

体化的科技金融生态圈服务模式，护航“硬科技”企

业一路成长。在融资产品方面，浦发银行紧扣“硬科

技”企业“想上市、要上市”的融资需求，不断创新产

品服务，助力科创企业快速成长，打通科创企业登陆

科创板前的最后一公里。截至２０２０年末，浦发银行

服务科技型企业客户超过４万户，科技型企业贷款

余额超２４００亿元，科创板上市企业中超过７０％为

浦发银行服务的客户。

２０２０年，国际业务平台（含离岸、自贸区和海外

分行）紧抓市场机遇，聚焦核心客户经营，推动各项

业务取得较好发展。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国际业务平台

资产合计３４９７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１０．１２％，当

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３８．４８亿元人民币。

具体业务创新和推进方面：

第一，紧密围绕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充分发挥国

际业务平台专业服务能力，积极为国内企业“走出

去”提供并购贷款、银团贷款等海外延伸融资服务。

同时，借助外汇宏观审慎管理政策，通过跨境直贷等

融资模式，积极引入境外资金，支持境内实体经济企

业经营发展。

第二，发挥海外金融市场布局和国际业务平台

投商行联动服务和优势，继续在海外债券承销、资产

管理等领域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立足海外资本市场

高效满足客户直接融资和资产配置需求。同时，进

一步提升海外分行创新能级，香港分行持续扩大在

当地债券市场、银团市场影响力，新加坡分行全年债

券通业务交易量１５４７亿人民币，成为债券通海外最

活跃的参与者之一。

第三，积极对接国家自贸区建设重大战略。上海

地区先后落地区内多项首批及首单创新业务，凭借多

项创新入选第十次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案例。同时，

充分发挥国际平台专业优势，服务区域内重大项目、

重点企业的融资，为临港集团等上海新片区建设主体

提供资金支持累计逾４７亿元，累计办理自贸区跨境

双向人民币资金池逾２６０个，位居全行业首位。

深圳地区作为首家试点行率先通过人民银行

ＦＴ账户验收上线，发布《前海蛇口自贸片区自由贸

易账户综合金融服务方案》，落地粤港澳大湾区首单

ＦＴＮ海外银团贷款、全功能版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

池等区内首批业务，以多元化的自贸ＦＴ服务积极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进示范区建设。

海南地区升级推出《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服务

方案２．０》，依托自贸平台、离岸平台以及境内外分

行的高效联动，满足企业在海南自贸港内投资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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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发展的全维度金融服务需求。

在全国其他地区制定下发第五批和第六批新设

自贸区专属金融服务方案，积极对接新设自贸区金

融服务需求。

第四，积极响应人民币国际化要求，深入参与央

行跨境人民币清算体系建设，通过服务提升、流程创

新、系统优化以及持续的渠道拓展等提升跨境人民

币清算服务能力。２０２０年，跨境人民币同业代理清

算金额超８３００亿元，清算笔数１１．２万笔，ＣＩＰＳ外

资和境外间参客户已接入１１５家。

【全面提升客户服务能力　稳固金融市场业务

领先优势】

２０２０年，浦发银行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强化客

户经营，加大产品和业务创新力度，扩大规模、优化结

构、紧抓市场机遇不断增强金融市场业务运作水平和

投资交易能力，提升经营效益，强化风险管控。截至

２０２０年末，主动运作资金类资产２．１２万亿，金融市场

业务营业净收入同比增长２７．０％，积极服务全行公

司、零售、同业客户，为全行发展贡献力量。

第一，聚合服务创造价值，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一是深耕要素市场服务。持续树立“股份制第一，全

行业前三”的经营目标，挖掘要素市场客户财务、平

台和牌照价值。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全行共获得金融要

素市场相关业务资格６７项，并与网联清算、中国银

联、上海票据交易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首次达成战

略合作。同时，在全行建设一流数字生态银行战略

布局下，提出与金融要素市场客户“双向赋能、共建

生态”，结合业务场景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以及

信息共享等领域广泛寻求合作。二是整合集团产品

提升客户综合服务能力。集团协同累计服务全行基

础客户１０４万户，同比增长１５％。境内３７家分行与

子公司合作覆盖５０余个细分产品，行均合作产品数

３２个。三是聚焦重点客户营销活动。２０２０年组织

开展各类客户营销活动１０２５场，“外滩１２号”同业

交流平台体系不断完善，创设线上直播活动模式，全

年开展活动近５０场，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此外，

联动京、浙、沪、皖等９家金融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开

放金融联盟，涵盖银、证、保多种金融业态，旨在通过

成员间业务共享、科技赋能、生态共建等领域深度合

作，实现金融机构间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第二，回归本源，强化策略输出。金融市场业务

坚持“自营投资交易＋浦银避险代客”双轮驱动，一

方面，加强市场判断和策略应对，提升交易能力，通

过债券投资、票据融资、理财投资等方式，积极支持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区域经济和实体企业发展。另

一方面，强化“浦银避险”品牌建设，发布２０２０年“浦

银避险”市场展望蓝皮书，向市场传递专业判断和策

略建议，升级代客代理业务服务，同时积极发挥专业

能力和市场领先优势，围绕客户需求，有效把握利

率、汇率、贵金属及大宗商品市场机遇，为全行客户

提供有效避险服务。

第三，保持优势业务地位，助力资管中心建设。

一是资管业务方面，２０２０年，上海浦发银行专项理

财产品余额１．２５万亿元，完全符合资管新规理财产

品规模占比５３％。形成现金管理类、债券投资类、

债项混合类、含权混合类、项目投资类、结构化挂钩

类等立体化产品体系，产品货架不断丰富，确保产品

供给。此外，存量整改工作按序时进度完成阶段性

目标，理财子公司获得银保监会批准筹建批复，并加

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二是托管业务方面，２０２０年

末，资产托管规模１３．８万亿，保持全市场第四，行业

地位稳固。重点业务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公募基

金托管规模突破万亿，首发规模排名上升至行业第

二；保险资金和养老金托管规模同比增长均超过

５０％。资管和托管业务齐头并进，助力上海资管中

心建设。

第四，数字赋能智慧运营，持续提升客户体验。

一是搭建数字化客户管理与营销平台。加速推进

ＦＣＲＭ系统建设，持续优化全行金融机构客户经营

数字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ｅ同行平台线上营销支

撑能力，利率债线上投标模式、ＬＰＲ利率互换线上

流程业内领先，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平台累计注册客户

数２１０４户。二是强化业务系统建设，持续建设浦银

避险Ｅ联盟数字化拓客平台，推进量化交易、智能投

研体系建设，推动交易管理自动化、交易策略程序

化、投资研究智能化，通过科技融合提升核心交易能

力。上线“智慧票据”项目，利用大数据分析深挖潜

在客户。三是智能资管强化支撑，加强流动性预测

管理系统、债券信评管理系统、股权直投管理系统、

证券投资管理系统等智能资管项目群的建设，稳步

搭建子公司投研平台、风控平台、管理、监管报送等

系统，为后续理财子公司开业及发展夯实基础。四

是积极开展托管系统数字化、去手工化、ＲＰＡ技术应

用等方面建设，大幅提升智慧运营水平；通过电子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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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网上托管服务平台等系统建设，快速提高客户服

务互联网数字化触达能力，同时实现绩效风控服务的

互联网线上输出，进一步丰富托管增值服务能力。

【加速建设金融科技，构建赋能第二增长曲线】

２０２０年，浦发银行持续加强数字化服务升级，

利用优质场景构建生态圈，通过新技术重塑金融服

务，科技赋能构建第二增长曲线。

在构建生态平台业务新模式方面，继开放银行

之后，浦发银行发布开放银行２．０———《开放金融之

全景银行系列蓝皮书》。全景银行以“面向全用户、

贯穿全时域、提供全服务、实现全智联”为目标，从客

户体验、赋能增信、价值共创等维度，重新定义开放

银行。通过银行业向第三方机构开放金融服务接口

和数据，或将第三方场景服务引入银行业务，把支

付、信贷等金融服务从网购、线下部分场景进一步拓

展到用户衣食住行用游购等生活场景。“千家万户”

链接工程成效初显，全年新增ＡＰＩ组件５６６个，触达

客户１．４万户。积极探索产业数字金融，构建“产业

集群＋数字科技＋金融服务”一体化发展模式，覆盖

家电制造、健康医疗、文旅服务、通信传输、汽车制造

等行业。建设“浦惠到家”ＡＰＰ平台，全方位服务Ｃ

端客户的同时，为Ｂ端用户提供支付结算等金融服

务，以及会员体系构建、导流、基于数据的营销支持

等非金融服务。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浦惠到

家”提供口罩预约、复工复产支持等服务，帮助中小

企业、社区服务和个人客户解难题，惠及全国１５０多

个城市、４８００余家复工企业。此外，针对Ｇ端用户，

积极对接政府大数据部门。通过渠道交互、数据引

入、数据产品联合开发、系统对接等方式，延伸政务

服务渠道，提高市民和企业的办事效率，以科技力量

赋能数字经济，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在拓展数字化创新生态方面，通过内外部创新

交流，连接数字生态，带动行业发展。创新实验室自

２０１８年２月正式挂牌成立，联创生态已初步构建完

成，已与华为、百度、科大讯飞、中移动、ＩＢＭ等成立

了１２家产业联合实验室，以及分别与清华大学、浙

江大学创设高校联合研究（创新）中心，与哈工大创

设金融网络空间安全联合研究中心，形成联合科研

创新生态。

组织面向公司、高校的金融科技创新大赛，围绕

用户场景发掘创新方案，促进行业科技创新。

在推动业务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引入创新技

术拓展业务服务，优化客户体验，助力高效经营管

理。推出数字人服务屏“小浦问问”，助力网点服

务＋营销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在手机银行ＡＰＰ

上线数字人对话式导购服务，较传统静态页面产品

推荐转化率提升一倍以上。推出Ｈ５版数字人身份

认证服务，助力互联网获客新客核身。通过ＡＭＡ

智能营销平台对多家分行代发客户开展营销。手机

银行端使用预渲染、ＯＣＲ、ＲＰＡ等多种技术与手段，

极大提升了用户体验及视觉效果。应用区块链技

术，完成供应链金融生产上线。

在内部提质增效方面，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响应

速度，不断深化先进管理方法的落地。浦发银行持

续加强科技与业务部门融合程度，根据各项业务的

特点建立高效敏捷的融合机制和流程，推进敏捷转

型，大大提升端到端的交付能力。提升自主掌控支

撑力度，推动开发资源优先投入战略业务、重点领域

和关键平台上。同时，大力实施人才引领发展战略，

全面建设高质量专业化人才队伍尤其是数字化创新

型人才队伍，为实现新的战略目标和服务新发展格

局提供坚实的人才资源保障和智力支撑。

【经营指标】

单位：百万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５８５７２６３ ６１３７２４０ ６２８９６０６ ７００５９２９ ７９５０２１８

本外币贷款余额 ２７６２８０６ ３１９４６００ ３５４９２０５ ３９７２０８６ ４５３３９７３

本外币存款余额 ３００２０１５ ３０３７９３６ ３２２７０１８ ３６２７８５３ ４０７６４８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３０９９ ５４２５８ ５５９１４ ５８９１１ ５８３２５

不良贷款率（％） １．８９ ２．１４ １．９２ ２．０５ １．７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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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银 行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上海银行坚持“精品银行”战略引领，

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主动

响应国家宏观政策导向，积极减费让利，加大对实体

经济服务力度，持续推动业务转型和结构调整，提升

专业化经营能力，强化风险管控和不良化解，全面推

进三年发展规划收官，经营业绩稳健增长。

【各项业务稳步增长，资产质量保持良好】

２０２０年，上海银行聚焦主责主业，积极支持服

务实体经济，加大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

民生金融等领域信贷投放，优化信贷结构。２０２０年

实现营业收入５０７．４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０％；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２０８．８５亿元，同比增

长２．８９％。

２０２０年末，上海银行资产总额２４６２１．４４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１０．０６％；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１０９８１．２４亿元，较上年末增长１２．９２％，占资产总额

比重４４．６０％，较上年末提高１．１３个百分点。客户

贷款和垫款总额占资产总额比重已连续多年持续

提升。

２０２０年上海银行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

势，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带来的不良暴露压力，资产质

量总体保持稳定运行。２０２０年末，上海银行不良贷

款率１．２２％；拨备覆盖率３２１．３８％，继续保持行业

较高水平。

【升级“六大金融”，增强服务实体质效】

上海银行实施前瞻性布局，充分利用区位优势，

持续深耕以上海为主的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

区、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升级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

科创金融、民生金融、绿色金融、跨境金融“六大金

融”服务体系，建设商投行联动特色，构建一体化经

营体系，深化客户经营，优化业务结构，聚焦数字化

转型，创新线上化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公司客户基础不断夯实。２０２０年末，公司客户

２４．１０万户，较上年末增加１５８２６户，增幅７．０３％。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客户６１１２４户；供应链金融累

计服务企业５００９户，较上年末增长２５６．０１％。公

司存款余额９７２７．１５亿元，增幅８．７７％，人民币公

司存款余额在上海地区中资商业银行中排名保持在

前三位。公司活期存款余额４４１７．３０亿元，占比超

过４５％。公司贷款和垫款余额６６４６．５０亿元，较上

年末增长１３．８５％。２０２０年内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３８．９０亿元，同比增长６．２３％。

普惠金融全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与政府、担保机

构、园区等第三方合作机构对接，构建“上海银行＋”

合作生态体系，为更多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

务。供应链金融深耕实体经济产业链场景，推出“上

行ｅ链”“上行资产池”等拳头产品，构建打造产业链

“端到端”金融服务生态。科创金融积极贯彻国家创

新驱动战略，主动融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创中心重大战略，加快培育科创金融特色。民生

金融全力参与区域经济发展建设，聚焦医疗、教育等

民生领域改革发展重点，致力于打造有温度的“民生

金融”服务体系。绿色金融在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

环境协调发展中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跨境金融立

足产品创新，发挥内外部资源禀赋，在服务实体便利

化、联动业务一体化等方面不断开拓，全方位支持客

户发展跨境业务。

上海银行加快商行和投行联动，丰富承销业务

产品线，２０２０年，投行业务规模为２４０７．５３亿元，同

比增长３９．２１％，实现快速增长。２０２０年，上海银行

投行业务规模为２４０７．５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９．２１％；

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规模１７９１．０９亿元，同比增长

５２．９５％；债权融资计划市场份额排名第七位；理财

直融工具市场份额排名第三位。

【金融科技赋能零售金融，特色业务优势持续

显现】

２０２０年，上海银行围绕零售“重中之重”战略定

位，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把握居民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新趋势和新需求，业务发展不断提速。

２０２０年末，上海银行管理零售客户综合资产

（ＡＵＭ）７４９１．１７亿元，较上年末增长１７．８０％；个人

存款３２４４．６０亿元，增幅１１．１９％。

养老金融领域继续加强优势地位。２０２０年末，

上海银行养老金客户１５９．４５万户，保持上海地区养

老金存量客户第一；养老金新获客数同比增长

１２．３２％，新获取客户数创近六年新高。财富管理紧

抓市场机遇，持续提升“上银财富”品牌价值，年内实

现财富管理中收１１．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４８％。信

用卡业务结构优化与经营升级，累计发卡量达到

１０９０．２３万张，较上年末增长２１．４７％，在城商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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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实现发卡突破千万张。

资产管理业务顺应市场与监管环境变化，实现

理财业务稳健发展。２０２０年末，上海银行理财产品

存续规模３８２２．２０亿元，较上年末增长７７３．９５亿

元，增幅２５．３９％，产品规模位列城商行第一；净值

型产品规模占理财产品比例７４．７９％，较上年末提

高１２．２２个百分点。２０２０年，上海银行为客户实现

收益１１６．３８亿元；实现理财中间业务收入１６．０９亿

元，同比增长２２．５４％。

【金融科技创新引领，线上个人客户继续保持同

业领先】

上海银行把握数字化技术发展趋势，不断加大

金融科技投入，提升创新引领力度，赋能金融主业高

质量发展。２０２０年末，上海银行金融科技人员数较

上年末增长１９．２６％；２０２０年金融科技投入同比增

长８．０９％。

互联网金融线上获客和业务规模持续快速增

长。２０２０年末，上海银行线上个人客户３８８５．８３万

户，较上年末增长８８４．９０万户，增幅２９．４９％，保持

同业领先；年度活跃客户９９０．０４万户，较上年末增

长１７１．０７万户，增幅２０．８９％。

【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支持防疫抗疫和复工

复产】

上海银行积极履行国有金融企业社会责任，将

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落实“六稳”“六保”任务

作为工作主线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上海银

行迅速响应，第一时间携子公司向抗疫一线捐款

２１００万元。与此同时，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设

立专项信贷额度和应急物资生产企业资金专项额

度，开通绿色通道，提供高效金融服务，支持防疫物

资紧急生产和进口。顺应社会需求加大贷款投放力

度。２０２０年，上海银行累计投放防疫相关贷款

２８．０８亿，累计投放支小再贷款、普惠信用贷款和阶

段性延期还本政策支持工具项下贷款１２５．３６亿元，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投放利率较上年降低７０

个基点。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７５５３．７１ １８０７７．６７ ２０２７７．７２ ２２３７０．８２ ２４６２１．４４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８４９０．７３ ９２３５．８５ １０４２４．９０ １１８６０．７１ １２９７１．７６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５５４０．００ ６６４０．２１ ８５０６．９６ ９７２５．０５ １０９８１．２４

净利润 １４３．２５ １５３．３７ １８０．６８ ２０３．３３ ２０９．１５

不良贷款率（％） １．１７ １．１５ １．１４ １．１６ １．２２

（上海银行）

上海农商银行

【概况】

２０２０年，面对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和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上海农商银行坚持战略引领，

围绕建设服务型银行战略愿景，狠抓客户发展，助力

复工复产，严守风险底线，业务经营保持了平稳良好

的发展势头，资产质量保持优秀，实现了三年发展战

略的良好开局。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推行减费让利，支持实

体经济，盈利水平保持平稳，规模实力快速增长，资

产质量基本稳定。全年实现归母净利润８１．６１亿

元，营业收入２２０．４０亿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０２％。截至２０２０年底，资产规模１０５６９．７７亿

元，不良贷款余额５２．４５亿元，不良贷款率０．９９％。

资本充足率为１４．４０％，贷款拨备覆盖率４１９．１７％，

贷款拨备率４．１４％，上海地区人民币存款和贷款占

有率分别为７．３１％、７．０８％，均位列第六。

【深化改革】 确定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科

学编制上海农商银行“十四五”规划和新三年发展战

略规划，提出坚持客户中心、坚守普惠金融、坚定数

字转型三大核心战略。落实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成

功投资入股海门农商银行支持科创企业发展。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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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服务实体经济和

民生。深化改革创新，推进集团整体上市，上海农商

银行ＩＰＯ首发申请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顺利通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审会审核，成为２０２０年

内首家Ａ股ＩＰＯ发行成功过会的农商行；完成对长

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绝对控股，股权比例由

４０％上升至５１％；加快推进理财子公司牌照申请和

筹建；加强村镇银行控股管理，制定村镇银行差异化

发展战略。加强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统一全行基础

数据标准；加强并表风险管理，推进数字化审计。截

至２０２０年底，综合改革三年行动任务清单完成率

达９６．６％。

【落实国家战略】 出台《上海农商银行支持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投资入股江苏海门农商银行，成立长三角金融总部，

发布《上海农商银行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综

合金融服务方案》，与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

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政府签订《四方综合金

融服务方案》，推进以客户、产品、组织、保障为核心

的四大体系建设，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计划

为长三角地区客户（不含上海）提供授信额度不少于

１２００亿元，提升对区域内实体经济，特别是县域、农

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

【服务经济实体】 小微金融方面，持续加大小

微信贷投放力度，助力企业抗疫保供、复工复产，全

力为中小微企业经营纾困，建立金融服务绿色通道，

惠及小微企业户数位居上海市前列。新增普惠小微

企业首贷户超过１０００户。积极探索普惠金融赋能

社会治理，助力百姓美好生活，全力服务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上海市流动早餐车等民生工程。创新推

出银税快贷、商ｅ贷等多款普惠在线融资产品，打

造无接触式服务体验。“两增两控”口径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４０８．５３亿元，较上年末增加１２６．９６

亿元，增长４５．０９％。“三农”金融方面，完成全市

首笔开心农场“点状供地”项目１．８亿元授信，创新

开展生猪活体抵押贷款试点，解决涉农经营主体缺

乏传统抵押物的难题，全年发放政策性农业担保贷

款３５８笔、合计６亿元，在全市农担保统计口径下

业务占比６０．２４％。科技金融方面，创新、优化科

技型企业专项融资产品，成为全市首批“高企贷”服

务方案产品化银行，与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合作发

放全市首笔双创企业“创翼贷”；实施“鑫动能”战略

新兴客户培育计划，聚焦高成长性科技企业，配备

专属全生命周期服务方案，全年入库重点培育上海

科创类企业１２４户，助力７家科创企业登陆资本

市场。

【零售转型】 全力推进零售业务转型发展。完

善客户分层分类经营，深化机构场景合作，夯实零售

基础客群；提升专业理财服务能力，完善产品体系和

产品研发设计，丰富代销业务范围，做大管理客户资

产规模；把握消费和支付领域市场机遇，提升消费金

融、信用卡盈利贡献，实现零售营收、存贷款规模稳

步增长。零售金融业务营业收入（含理财）６４．９１亿

元，较上年增长４．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６．６８％。个人

存款（含个人保本理财）余额为３４５６．３３亿元，较上

年末增加３２１．５４亿元，较上年末增长１０．２６％。零

售贷款规模达１４９４．９１亿元，较上年末增加２７７．５４

亿元，增长２２．８０％。

【优化客户管理】 探索获客场景，个人客户规

模增长加速。工会卡发卡总量５１８．９８万张，新增４５

万张；信用卡发卡总量１６８万张，新增３９万张。扩

大信托资管产品供给，新增ＡＵＭ１００万元以上客户

１４３１７户。开展在线直播，场均吸引１００万人次观

看。以管理转型、业务创新为抓手，与６家委办局建

立联络机制，完善公司拓客体系。建立总分支联动

机制，实现总行级战略客户全覆盖管理。股债募集

户实现突破。聚焦交易中心与代客中心，疏通行业

间双向合作通道，与财务公司、基金公司建立合作关

系，拓宽优质低成本负债来源。创新代客产品研发，

以本币对客利率互换、鑫悦结构性存款、柜台债等代

客产品为驱动力，扩大金融市场业务服务半径。聚

焦客户问题解决，多维度提升客户体验。投产乐龄

版手机银行，提升老年客群使用电子渠道的体验；信

用卡业务基本实现全网申覆盖，提升客户业务办理

体验。

【数字化转型】 健全数据治理架构体系，制定

“四级”数据治理制度，启动ＦＯＣＵＳ中台、新一代

ＣＭＩＳ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重大系统建设。上线数据

管控平台及管理会计系统，构建基本覆盖全业务领

域的基础数据标准体系，明确数据资产信息项的权

责，实现对数据的流程化、线上化、自动化管控，为管

理决策、绩效考核、资源配置等提供数据支撑。

【风险管理】 秉持“提升风险经营能力，风险管

理创造价值”的理念，坚持稳健的风险偏好，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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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的全面性、前瞻性、独立性、专业性和跨前

性为导向，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ＲＡＲＯＣ）最优

化为目标，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持续推进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推进合规风险并表管

理，构建长江金租公司及控股村行风控体系，推进反

洗钱智能化，提升反洗钱工作效率及成效，加强内部

监督和从严问责，完善员工行为管理机制。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６８４０ ７７６３ ８１８２ ９２９９ １０５６９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５２３４ ５８１３ ６２１０ ６９２３ ７６３６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３２３３ ３６２０ ３９９６ ４６６７ ５３０７

净利润 ５８．４１ ６５．６９ ７４．８ ８９．３８ ８４．１９

不良贷款率（％） １．１３ １．０８ ０．９７ ０．９ ０．９９

（上海农商银行）

上海华瑞银行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上海华瑞银行聚焦“坚持普惠金融的

发展方向，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的数字化智慧银行”的

战略目标，坚持对公和零售、线上和线下双轮驱动，

做强“智慧供应链和航旅金融”特色，通过加快普惠

化和数字化，切实提升普惠小微金融服务质量和覆

盖面。２０２０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全

球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央行的一系列逆周期货

币政策持续发力，监管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引导银

行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面对复杂变化的外

部环境，在各级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在全体股

东、董事会的关心支持下，上海华瑞银行主动适应经

营环境的变化和波动，攻坚克难，进一步聚焦“普惠

金融”，进一步推进数字化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２０２０年末，上海华瑞银行总资产规模为４３３．９亿元，

同比增长９．５２％，其中，一般存款余额２７４．４亿元，

同比增长１２．９３％，日均同比增长１７．８６％；贷款余

额２４９．４９亿元，同比增长２６．８８％，日均同比增长

１６．６０％。各项资产负债业务实现稳步增长。同时，

经营效益得到提高。本行加快数字化转型，采取有

效措施，增收节支，扩大营收规模。２０２０年，实现营

业收入１１．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５９％；实现拨备前

利润６．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６１％。通过积极的成

本管控手段进一步压降各项费用，成本收入比同比

下降６．６８个百分点。为有效应对疫情因素带来的

风险因素，本行加大拨备计提和不良核销，同时助力

企业纾困，开展减费让利，实现税后净利润２．０３亿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２４．２１％。

【风险管理】

（一）持续提升信用风险管理能力

２０２０年，上海华瑞银行坚持稳健的风险偏好，

以优化调整资产结构、确保资产稳健运行为重点，以

坚持“回归本源”“主动合规”为基调，扎实推进信用

风险管理。一是强调统一授信管理，坚持“风险穿透

管理”“信用风险扎口管理”。二是科学设定分类分

级分层的风险授权管理体系，对不同业务板块执行

统一的信用风险管控标准，并覆盖至表内外所有涉

及信用风险的业务领域。三是在全面展开风险监测

和防控的基础上，着重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管控，积极

推进不良资产处置。四是坚持风险政策导航，及时

发布风险偏好、风险限额、授信政策等组合管理措

施，强化落实新普惠战略，对重点风险领域计提特种

拨备，着力提升信用风险识别及缓释能力。２０２０年

末，上海华瑞银行不良贷款率为１．４４％。

（二）多措并举防范流动性风险

上海华瑞银行高度重视流动性风险管理。一是

例行的董事会、监事会议题中专门设立流动性风险

管理专题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主要举措、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以及下阶段改善措施等。二是定期召开资产

负债管理委员会风险与内控管理委员会、计划财务

部和风险管理部按期向高级管理层汇报流动性监管

监测和内部指标执行情况、压力测试情况以及其他

流动性相关情况。三是流动性风险管理监督职责分

明、报告路径明确，并对流动性风险建立适当的考核

和问责机制。四是采取稳健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策

略，积极通过大力拓展多元化负债渠道、加强资产负

债组合管理、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流动性储备管理、

流动性应急预案、压力测试、日常头寸管理和流动性

制度建设等综合手段，持续增强本行流动性管控能

力，提高流动性管理成效。

（三）提升自主数字风控能力

上海华瑞银行为了更好地服务普惠，适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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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容忍度，整体质量可控，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

方面各大主要风险指标均符合要求。同时，坚定以

数字化业务为聚焦点，以风险管理智慧化为指引，在

风险识别能力、风险计量体系、风险监测体系、数字

风控组织模式上做了大幅度提升。另外，通过大力

度的研发投入，基本打牢了数据生态、风险模型与信

息系统“三大支柱”。风控大脑建设粗具雏形，特征

工场、知识图谱等新系统紧贴风控目标，大数据风控

“知识图谱”项目获得２０２０第二届金融科技大会“最

佳金融科技大数据应用”奖。

【服务实体经济】

（一）智慧供应链深耕产业

智慧供应链业务加强金融科技在产品创新中的

应用，应用场景持续丰富。积极探索ＯＣＲ、区块链

等技术在供应链业务领域的有效运用，“基于人工智

能的智慧供应链融资服务”成功入选人民银行上海

分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沙盒”项目。同时，开发了

瑞ｅ仓、瑞ｅ险和个人经营贷等智慧供应链新产品。

同时针对原有产品，积极拓展了龙元建设、汇付天

下、平安付等业务新场景。通过系统的持续建设，支

持智慧供应链产品向下游供应商下溯，开拓新领域，

结合ＯＣＲ、区块链、大数据风控等技术，实现供应链

金融服务产品化，通过技术手段赋能小微客户。

２０２０年末，智慧供应链贷款余额４５．６２亿元。

（二）数字化方式服务普惠小微

上海华瑞银行持续加快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

化手段，服务于小微企业。持续融资中台系统群建

设，沉淀强化中台能力。积极推进融资中台、渠道中

台和支付中台的线上整合，助力融资业务通过开放

银行与普惠合作平台对接并快速上线。融资中台通

过合理划分平台业务领域，集中通用公共服务组件

化等方式，提升功能模块复用程度、增强产品迭代的

效能，更好地服务于普惠金融和再贷款相关业务。

２０２０年末，全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３１．７３亿元，较年

初增速７６．０８％，比同期各项贷款增速高出４９．２０个

百分点；户数３４７９９户，较年初增加３３９４０户，全行

普惠金融占企业贷款和个人经营性贷款比例

２０．８４％，户数占比９９．０９％。２０２０年，在普惠小微

企业经营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通过金融科技的应用，

根据不同类型的客户进行精准定价。

（三）主动减费让利，助力企业纾困

２０２０年，上海华瑞银行积极落实减费让利政

策，出台多项面向疫区企业、防疫企业的收费减免

政策，对疫区企业和防疫抗疫企业在疫情期间的

汇款、信用证以及银行票据等１０类手续费予以减

免；同时，向单户授信１０００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

放款时，给予优惠利率政策；此外，对受疫情影响

企业的还本付息给予“应延尽延”支持，采取延缓

还款还息和免罚息等纾困措施，帮助企业渡过

难关。

【产品和服务创新】

（一）智慧供应链：服务于上下游普惠型客群

上海华瑞银行的智慧供应链金融业务紧抓产业

互联网的发展契机，以“金融科技＋产业互联网＋供

应链金融”为抓手，紧密围绕产业场景，从产业需求

角度出发，设计并升级完善“瑞ｅ系列”供应链金融

产品，完成涵盖应收、存货、预付和信用等各类业务

场景的标准化智慧供应链产品体系建设，提供“智

慧、快捷、灵活”的智慧供应链金融方案以解决客户

行业痛点，满足核心客户以及小微客户差异化的金

融需求。华瑞银行将供应链工具与基础银行产品

及金融科技相结合，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打造了风险可控、融资灵活、操作便捷、资产安

全的智慧供应链金融产品，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

门槛，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２０２０年，“基

于人工智能的智慧供应链融资服务”成功入选人民

银行上海总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沙盒”项目，在智

慧供应链金融领域形成专业口碑和一定的品牌影

响力。

（二）航旅生态金融：穿针走线构建生态“项链”

服务于消费升级

上海华瑞银行把握“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以及鼓

励内需发展的契机，针对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找准航

旅出行旺盛需求的差异化“切入点”，探索专业化的

服务。首先，以股东航旅场景为基础，通过打造开放

平台，链接相关出行及服务平台，形成航旅服务生

态，服务于具有金融需求、同时具有成长性的人群，

提高消费者金融服务能力。并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手

段，提高客户画像能力、千人千面识别能力，以此为

基础，对客户进行分层经营，针对性地开发不同的金

融产品，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其次，通过打造

钱包功能，提高底层账户服务能力，提高客户黏性。

２０２０年，“航旅贷”项目获２０２０年度场景金融创新优

秀案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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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０９．４ ３９１．４ ３６２．６ ３９６．３４３３．９４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１８２．４ ２５１．５ ２１８．４ ２４２．９２７４．３５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０４．７ １８４．０ １８０．２ ２０２．０２４９．４９

净利润 １．４２ ２．５３ ３．２７ ２．６８ ２．０３

不良贷款率（％） ０ ０．０５ ０．６９ １．０３ １．４４

（上海华瑞银行）

（二） 中资银行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

２０２０年，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

“上海分行”）本外币资产总额２６４５亿元，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３６９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２２５７亿

元，贷款发放８５９亿元，实现净利润１２．７３亿元，当

年本息回收率９９．９８％，不良贷款率０．０１％。

【坚定政治信念，保障疫情防控】

上海分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思

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坚定不移地把总行党委要求落到实处，坚

决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分行领导干部在抗击疫

情关键时期率先垂范，各党支部积极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党员干部主动担当作为，第一时间响应号召，

提前结束假期返回工作岗位，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在满足总行和地方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到岗

人员加班加点，全力以赴投身于疫情防控阻击战，确

保金融服务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落实国家战略，打造产业新高地】

上海分行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助力上海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２０２０年全年

发放制造业贷款２７３亿元。一是支持“中国芯”研

发，服务华虹集团、中芯国际等重大项目建设。二是

助力国产大飞机“蓝天梦”，与中国商飞签订新一轮

战略合作协议，明确“十四五”发展重点领域合作任

务。三是支持“创新药”成果转化，与张江创新药、临

港生命蓝湾等医药产业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四是强

化“智能造”能力，支持企业提升“卡脖子”领域核心

竞争力。

【服务民生重点，践行人民金融表率】

扎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助力解决“老小旧远”问题。２０２０

年６月，在上海市加快旧区改造工作动员大会上，分

行作为唯一受邀金融机构参会做代表发言，牵头全

市６个城市更新项目１１５８亿元银团融资，当年实现

贷款发放２２０亿元。

【扛起政治责任，打赢三大攻坚战】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方面，上海分行作为上海市

合作交流办唯一受邀金融机构，参与全市消费扶贫

工作平台搭建，与上海蔬菜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全力支持消费扶贫。在龚正市长和贵州省主要领导

见证下，上海分行与正安吉他产业园签署四方合作

协议，发放贷款４．５亿元。在污染防治方面，上海分

行召开“全力打赢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攻坚战”大

会，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和长江大保护，服务长

三角一体化重点项目。在统筹发展与安全方面，助

力打赢风险攻坚战，强化全面风险合规文化建设，做

好风险防控管理各项工作。

【服务扩大开放，助力“双循环”建设】

发挥开发性金融国际合作优势，助力国内国际

双循环体系建设。一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实现

两个“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银团项目发放。二是发挥

上海自贸区创新政策优势，完成韩国产业银行境外

人民币贷款授信及发放３５亿元，通过央行人民币跨

境支付系统（ＣＩＰＳ）完成首笔３０亿元东航专项应急

贷款支付。三是重点支持中远海运、中船重工、东航

集团等龙头企业，外汇贷款余额居上海银行同业

首位。

【深化综合金融，提升市场价值】

上海分行加强与金融同业深度合作，与上海银

行、上海农商行签订第二期“产业绿贷专项合作协

议”，全年实现转贷款余额新增５７亿元，电票转贴现

交易量３１亿元，有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服务实体

经济。参与主承销东航集团超短融２０亿元，积极开

拓同业业务和子公司协同，在债融、ＡＢＳ、资管、ＩＰＯ、

租赁等方面均有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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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２８７９．７６ ２４９１．０４ ２４２６．５２ ２４３４．６１ ２６４５．３６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３１０．５３ ３７５．６３ ３０１．４１ ２９２．６７ ３６９．０５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２２１１．６７ ２０８４．１３ ２０８７．１８ ２０９４．５２ ２２５７．３１

净利润 ３５．２４ ２４．５９ ２２．４６ １８．１６ １２．７３

不良贷款率（％） ０．９５ ０．７８ ０ ０ ０．０１

　　注：净利润为拨备前利润。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

２０２０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

的关心、指导和帮助下，在总行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深刻领会总书记“政策性

就是政治性”的重要论断，提升政治站位，以党建为

统领，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和“六稳”“六保”工作，

信贷投放实现稳健增长，经营效益稳步提升，资产质

量保持优良，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圆满完成了全年各

项目标任务。

【总体经营情况】

（一）规模方面

信贷投放实现稳健增长。截至１２月末，分行表

内业务本外币贷款余额１６５９．４３亿元，较年初增长

１８９．３５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新增２６６．１６亿元，

外币贷款余额５４．３５亿美元。分行的信贷投放，主

要集中在外贸产业、制造业和中小企业领域。

外贸产业贷款累计发放１３４１．６１亿元，贷款余

额１４１６．５５亿元，实现新增３０２．２５亿元，其中对外

贸易贷款新增２０９．０９亿元。外贸产业贷款发放对

上海市的外贸贡献度达２５％。

制造业贷款累计发放７７４．６８亿元，贷款余额

７３２．２３亿元，实现新增１３８．７７亿元，贷款余额占比

４１．７１％。据人行上海总部发布的数据，２０２０年分行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新增２１７．６亿元，占上海市新增金

额的３５．３％，不仅为企业降低了融资成本，而且还解决

了短贷长用问题，发挥了政策性金融的引领作用。

中小微贷款累计发放２１２．３７亿元。

（二）质量方面

资产质量保持优良，实现“双降”目标。至１２月

底，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６．６１亿元，较年初下降

０．１４亿元；不良贷款率为０．４０％，较年初下降０．０３

个百分点，实现“双下降”目标。

（三）效益方面

经营效益稳步提升。至１２月底，正常经营账面

盈利６．７１亿元，账面盈利１０．３５亿元，同比增加

１１．３７亿元。

（四）结构方面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至１２月底，按业务结构划

分，对外贸易贷款余额占比４７．９０％，跨境投资贷款

余额占比１０．４６％，对外合作贷款余额占比２．０６％，

境内对外开放支持贷款余额占比３９．５８％。

【主要工作举措】

（一）立足政策性职能，全力扩大外贸信贷投放

一是全力推动总行和上海市政府签署的《抗疫

情、保企业、稳外贸联合工作方案》落地，加强与重点

企业对接，已落实了与中芯国际、上汽集团、光明集

团等一批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合作，帮助企业自主

创新、扩大出口、强链固链。加大对宝钢股份、益海

嘉里等重点优质客户的服务力度，全力支持企业扩

大进出口，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对接市发展改

革委，协力推进宝武集团马钢项目和梅钢项目，加快

“长三角一体化”成果落地；推动上港集团新片区集

疏运中心项目，借力“新基建”打通“双循环”。联合

市经济信息化委，持续对接新企业、大项目，不断推

进三大领域“上海方案”信贷专项，先后推动中芯国

际ＳＮ１项目、受理上汽集团人工智能驾驶系统项

３４一、 中 资 银 行　



目、上海医药国家肿瘤生物疗法产业创新中心

项目。

二是深度参与外贸出口基地和重点产业基地建

设，逐一走访营销，主动对接８大外贸产业基地、２６

个特色产业园区名单，支持相关产业聚集区高质量

发展。同时，与长兴岛开发办、崇明区政府签订合作

协议，对海洋科研基地、船舶、电信云计算、北斗导航

等２０余个项目予以支持。与杨浦区政府、浦东新区

金融局、上海化工区管委会等部门签署金融支持合

作协议，给予专项信贷支持。

三是依托产品优势，帮助企业开拓“一带一路”

海外市场，多维度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截至１２月

末，分行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共计１０５个，信贷余额

５２１．４１亿元人民币，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融资

额在全市金融机构中名列前茅。

四是全力做好进博会金融服务。分行抓住总行

推出“进博融２０２０”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和３５００亿元

支持进口专项额度的契机，梳理往届进博会参展商

名单，提前为企业制定了融资方案，通过放宽评级准

入、建立快速审批通道等方式优化服务。此外，与市

经济信息化委、商务委、合作交流办以及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虹桥商务区管委会、闵行区政府、青浦区政

府、嘉定区政府等加强合作，加大对重点企业进口业

务的支持力度，努力放大进博溢出效应。

（二）坚持金融输血实体经济政策导向，切实支

持制造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一是聚焦“卡脖子”领域，提前介入三个国家级

“上海方案”，形成政银支持合力，抢占先发优势。成

为集成电路“上海方案”主力融资行之一，全程参与

方案的政策研究论证、首批项目审定和配套政策制

定等工作。生物医药“上海方案”推进取得实质性进

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上海方案”相关项目落地，

针对企业轻资产特点提出总计约２０亿元信贷融资

方案。二是加大对首制船、高端船、海工项目的支

持，助推船企转型升级和“走出去”。截至１２月末，

分行航运类贷款余额约１６０亿元。特别是面对航运

业持续低迷，成功支持了一大批高附加值、高科技船

型和海工装备的研发、制造和出口，填补了多项国内

空白，打响“中国船舶”“上海船舶”品牌。如支持沪

东船厂建造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的大型ＬＮＧ船；

支持江南造船建造国内最大的２３０００标准箱大型集

装箱船；支持振华重工研发高端港口装备，自动化码

头项目已在洋山港和粤港澳大湾区投入运营。三是

列出专项额度全面支持临港新片区建设。与临港新

片区管委会达成共识，列出专项额度，全力支持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天航空、新能源和智能

联网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绿色再制造等重点产业发

展。为确保上述措施的尽快落地见效，分行已成立

上海分行临港新片区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并抽调多

名业务骨干向临港新片区派出专项工作组。

（三）积极做好疫情应对工作，细化落实支持抗

疫措施

一方面，全力推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再贷

款落地。另一方面，通过转贷款方式加大对小微企

业支持力度，截至１２月末，贷款余额为３１亿元，帮

助２０００多户小微企业解决复工复产资金需求。此

外，分行积极对接制造业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的

需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免收贷款利

息逾１０９万元，切实帮助企业度过困难时期、恢复稳

定发展。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９５１．５０ １２０１．２６ １４００．９２ １５５２．８４ １７４６．０８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１０３．９７ ９１．１７ １１０．６０ １１４．６６ ７４．６５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９４８．５９ １１５１．７４ １３７９．３０ １５０８．０７ １６５９．４３

净利润 ６．４３ ７．７６ ７．２４ －１．０２ １０．３５

不良贷款率（％） ０．７６ ０．７０ ０．３４ ０．４５ ０．４０

（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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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

２０２０年，农发行上海市分行认真贯彻落实总行

和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金融服务工作，积极应对政策环境调整变

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建设明显加强，履职能力

不断提高，各项工作扎实有效。年末，分行各项贷款

余额３５９．３７亿元；各项存款余额５０．８４亿元，存款

日均余额６８．２７亿元；实现ＦＴＰ利润４．５３亿元，信

贷资产质量保持良好。

【业务发展】

积极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持续推进“四大

工程”，聚焦重点领域落实政治任务，全力服务“六

稳”“六保”。一是全力支持疫情防控。主动对接防

疫重点企业，急审速批高效办贷，支持防疫物资和生

活保障物资生产供应，共支持防疫重点企业８户，审

批贷款５．５５亿元，投放４．３９亿元。二是服务粮食

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保供。适应重要农产品及战略物

资收储政策变化，落实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及时足

额供应政策性收储资金，积极支持粮食购销贸易企

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市场化收购，充分发挥

了主办行、主渠道作用。三是积极支持乡村产业发

展。围绕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支持农村流通体

系建设、优势农产品加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和一二

三产融合，加大生猪全产业链信贷支持力度。开展

“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活动，推广银行承兑汇票贴

现业务，落实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提

升服务小微企业质效。累放贷款１３．４１亿元，余额

１８．１９亿元，比年初增长８８．５９％。四是支持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聚焦乡村振兴、长江大保护、长三

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积极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模

式；推进特色小镇建设新模式，服务产业园区转型升

级，实现落地投放；拓展特许经营权等自营业务模

式，支持水利、环保等项目，嘉定区垃圾资源化处理

项目获评上海金融创新成果奖提名奖。全年累放贷

款８４．７２亿元，余额２３０．１８亿元。五是支持打赢脱

贫攻坚战。探索支持东西部扶贫协作模式的有效路

径，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累放扶贫贷款

１１．６６亿元，余额１２．５４亿。多形式开展对口帮扶、

消费扶贫，向定点扶贫县投入帮扶资金２３．５万元，

引进帮扶资金２３万元，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４０．７５

万元，帮助销售２４６．９６万元。六是加强支农资金筹

措管理。坚持筹资、贷款一体化营销，运用综合收益

定价、信贷计划调控等手段，加强监测分析和跟踪督

导，筹资工作取得实效。稳健开展同业、票据业务，

加强同业客户营销，有效落实资产负债和流动性调

控策略。办理同业存出３７２４亿元，余额１１５０亿

元；办理票据转贴现１２５７亿元，余额４９８亿元。

【基础管理】

坚持合规为先，风控为要，夯实基础管理，深化

“八项改革”，经营管理水平有效提升。一是强化内

控合规管理。加强制度建设，深化内控合规体制改

革，推进内控合规垂直管理，配齐配强风险合规专

员，健全联合监督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明确监督信

息标准，细化职责，完善流程。二是夯实信贷基础管

理。有序完成存量贷款利率基准转换工作。做好评

级授信和审查审议审批工作，落实集团客户管理要

求，强化整体风险审查。完善信贷政策制度，规范办

贷管贷机制。加强放款监督，对合同签署、贷前条件

落实、资金支付严格把关。积极推进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贷款清理化解。加强贷后监控和督导检查，推

进贷后检查尽职管理系统试点，确保贷后管理落实

到位。加强统计管理，开展数据专项治理，提升数据

质量。三是压实风险防控措施。强化信用风险防

控，做好流动性风险管理，完善制度办法，全面风险管

理理念不断深化。加强风险分类监测预判和动态调

整，落实资产风险分类管理，真实反映信贷资产质量；

对存量关注类贷款实施名单制管理。加强中介评估

机构、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和押品管理，做实风险补

偿措施。四是规范财会管理。推进财务管理体制改

革，实施全口径ＦＴＰ利润预算，引导资产负债合理配

置；优化财务资源配置，细化保障性财务资源定额核

定标准，提高激励性财务资源挂钩力度；优化财务集

中核算流程，推进财务经费开支集约化、规范化、精细

化。健全财会制度，加强大额费用及重大财务事项审

批管理、集中采购管理，规范基建管理，做好税务管

理，确保依法合规。五是做好运营管理。深化运营集

约化改革，规范集中授权、后督以及财务集中核算流

程、内容、系统，有效防范操作风险。加强运营基础管

理，开展账户专项整治，规范账户管理，建立白、黑、灰

名单分类管理机制，严防账户风险，确保安全运营。

【党的建设】

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续深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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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协同”，推动从严管党治行向纵深发展。一是着力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把学习和遵守

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来抓，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落实“三重一大”

集体决策制度，健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二是

持续加强思想建设。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把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

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认真落实党委

会首议题学习制度，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开展“四史”“四爱”学

习教育，抓好员工思想分析，做好正面引导，深化思

想认同。三是筑牢党支部战斗堡垒。组织开展“夯

实基础年”活动，进一步提高基层党建工作标准化、

规范化水平。抓好《支部工作条例》《党员教育管理

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执行。落实“三会一课”等基

本制度，严肃开展组织生活，严把党员发展入口关，

加强党员活动阵地建设。坚持把握政策、严格程序，

有序推进基层行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四是坚持不

懈正风肃纪。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严肃查处违纪违

法案件并全行通报；开展员工异常行为排查，及时纠

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加强纪律规矩教育，夯实遵

规守纪思想基础。完善巡察工作制度，实现巡察资

源、信息、监督成果共享，发挥巡察监督作用。深化

为基层减负工作，实施报表减负工程。完善以职代

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民主权利；

组织开展劳动竞赛、评先评优以及消费扶贫系列活

动、各类文化体育活动，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４２５．４１ １５８９．３４ ２７５９．３０ ８９９．７１ ３５０．２９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６６ ７９．３４ ６３．５４ ６０．４７ ５０．８４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３８４．９５ ５１２．３６ ８８２．５７ ８９６．７０ ３５９．３７

净利润 ４．５５ １．０５ ２．２２ ２．３４ ４．５３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２０２０年，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坚持经营节

奏不放缓、工作力度不松劲，做好疫情防控，并取得

良好业绩。至年底，净利润、营业收入均实现同比正

增长。

【存贷规模提升】 年末本外币全部存款余额近

２万亿元，增量首次突破２４００亿元，人民币全部存

款日均增量突破２０００亿元。本外币全部存款、人民

币全部存款、人民币对公存款、人民币同业存款时

点、日均余额、增量均实现同业“双第一”。公司存款

时点余额和增量“双第一”。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破

８０００亿元，居同业首位。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量保持

市场领先，其中制造业增量占比７７．５％。公司贷款

５４５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３７亿元；个人贷款２８６５亿

元，比上年增长３１５亿元。

【提高市场竞争力】 个人金融银行业务巩固优

势、弥补短板。个人金融资产增量超过１０００亿元，

余额超过１万亿元，个人手机银行客户规模、活跃客

户、交易规模保持同业第一，企业网银客户规模同业

第一。跨境业务中心累计为“走出去”企业的境外关

联公司发放融资１３．５亿美元，国际银团参与数提升

到１２个；金融市场交易中心承接总行金融市场业务

异地备份职能，创新开办外汇交易中心即期外汇买

卖交易及外币拆借交易、外币债券银行账户投资等

业务；金融创新中心全年累计向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四大行业发放贷款６７亿元。

【降本增效成果显现】 推动实施支行内设机构

改革，增强前台资源配置，前台科室占比提升至

５２％。整合撤并现金营运中心（南区），全面深化集

中反洗钱中心。全年新设郊区空白区域网点１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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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个人电子证照、政采贷、线上供应链融资项目等

金融科技场景落地，科技与业务的融合凸显成效。

【加强风控管理】 坚持合规优先，违规责任认

定问责机制落地，搭建新的履责控险体系；构建完善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内控管理机制，开展内控合

规履职评价。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５７９９．１７ １５５９３．５４ １６１２９．８１ １７６７８．１１ ２０３２５．３３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１４７３７．２９ １４３０８．０７ １４９０１．０５ １６３３３．５５ １８５８５．２９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６０８９．２３ ６５６８．８８ ７０２２．９４ ７８４５．２０ ８５９５．０９

净利润 １８０ ２２０ ２２５ ２１２ １９４

不良贷款率（％） ０．７９ ０．４６ ０．４０ ０．６５ ０．６２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

２０２０年，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总行各项工作要

求，坚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业务经营“两手抓、双

胜利”，加强党建引领，真抓实干，克难奋进，全力办

好分行“六件大事”，守住了安全稳定底线，稳住了业

务经营大盘，党建及业务经营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党的建设不断加强】 一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集中宣

讲、专题辅导、多渠道宣传，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处级干部培训全覆盖，推动全员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

里走、往心里走。二是“两个全面从严”持续深化。

制定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进一步压实管党

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巡视发现问题全面整改，细化

制定整改措施１１２项，完成全部整改目标，切实做好

了巡视“后半篇文章”。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精文减会、检查统筹成果进一步巩

固。三是基层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扎实

开展“基层党建质量提升年”活动，抓实基层党建清

单式管理、党员积分制管理“两项管理”，落实分行

《基层党委党建工作手册》《基层党支部工作手册》

“两本手册”，推动分行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

硬。创新开展党员突击队“克难攻坚”行动，围绕网

点资产业务下沉目标，发挥党员带头作用，有效推动

党建与业务经营深度融合、互相促进。

【服务实体经济坚实有力】 一是精准助力“六

稳”“六保”。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持续

加大贷款投放力度，抓好减费让利等助企纾困政策落

实。全年分行人民币法人实体贷款净增５１６亿元，同

比多增３８６亿元，市场份额提升０．８４个百分点；新发

放实体贷款利率３．９０％，较上年下降５３个ＢＰ。普

惠、制造业、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贷款分别净增

７２．２４亿元、９０．７９亿元和２６７．７６亿元，增速分别达

到９１．７％、３０．８％和４４．３％，全面达成监管要求。二

是金融扶贫成效显著。通过全行动员直接购买、加强

扶贫商城共建、创新开展直播带货等多种方式，全面

达成消费扶贫各项任务，其中直接购买金额突破

２０００万元，系统内排名第一。加大东西部协作扶贫

力度，扎实推进“一进一出一保障”扶贫协作方案，为

三区三州地区引进产业项目３个，精准扶贫贷款净增

４．５亿元。三是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以示范区、自贸

临港新片区和虹桥商务区为发力点，统筹推进金融服

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工作，成功与虹桥商务区管

委会、长三角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翻牌设立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落地了

一次性外债登记业务等多项含金量较高的创新业务，

大力支持积塔半导体、新昇半导体、中芯国际等一批

前沿产业重点客户，抢占了市场先机。积极参与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断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跨

境人民币业务量创历史新高且系统内贡献度提升，创

新投放系统内首笔ＦＴ跨境银团美元贷款，境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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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金融市场综合服务方案获上海金融创新奖三等奖。

【业务经营稳中有进】 一是负债规模稳定增

长，收付息率同业可比。全年人民币核心存款日均

增量１０３７亿元，同比多增２７８亿元。至年末，人民

币大口径存款付息率１．６８％，人民币贷款收息率

４．１０％，人民币大口径存贷利差２．４２％。二是财务

效益全面向好。实现拨备前利润１８２．９１亿元、拨备

后利润１８０．７９亿元、净利润１３５．０１亿元，同比增幅

分别达到５．４８％、１６．８９％和１４．０２％。成本收入比

为２４．０９％，同比下降１．１９个百分点，开支效率同业

可比，且在系统内保持领先水平。实现中间业务收

入４５．５６亿元，同比增收３．３３亿元，增幅７．８８％，市

场份额提升０．８４个百分点，创近年新高。

【转型发展稳步深入】 一是网点转型初见成

效。以强化网点功能建设为核心，增配网点对公客

户经理１５８人，推进网点资产业务下沉。至年末，

２９０家核心和骨干网点四类对公低风险资产业务破

零率均超过９０％，四项业务破零网点２６４个，占比

９１．０３％；资产业务余额达到３０００万元以上的网点

１８３个，占比６３．１０％。持续推进扩户提质、“千人万

户百亿”工作，全年对公折效客户净增１１３５３户，增

幅１６％，代发工资金额１３０１亿元，增幅１７．５２％；个

人有效客户、贵宾客户、私行客户分别增长１０１．３３

万户、９．５３万户和１３５２户，均超额完成总行计划。

二是数字化转型不断提速。智慧政务建设取得新突

破，研发上线“申ｅ贷”“企户通”“云国库”“医保信用

付”等“慧政务·惠民生”系列产品，均取得良好的应

用效果和社会反响，“云国库”服务模式获得总行科

技成果一等奖。持续推进智慧校园、智慧党建、扶贫

商城等重点场景建设，加强头部电商合作，全年互联

网场景使用客户规模达２３１．３万户，增幅１０９．５％。

分行掌银月活客户净增５８．８万户（总行口径），市场

份额提升１．６个百分点。

【守牢案防风控底线】 坚持“信贷质量立行”理

念，夯实信贷管理基础，至年末，不良贷款余额１７．０６

亿元，不良率０．２９％，较年初分别增加４．１３亿元和

０．０５个百分点，不良水平在同业及系统内仍保持领

先。持续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不良贷款处置额

６．７亿元，计划完成率１３６．６％，审计差异贷款处置超

额完成总行计划。坚持高层引领、全员参与、教育为

先，持续营造良好的合规文化氛围。发挥科技案防作

用，上线非现场监测模型，结合市场乱象整治、案件风

险排查等工作，主动揭示并有效排除了一批案件苗头

和风险隐患，全年无重大案件和风险事件发生。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９９７８．３１ １０３６８．５０ ９９７５．１３ １１１６２．６０ １２５５４．６４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７４６３．６５ ７８５１．７７ ８２１１．５５ ８６８５．５２ ９７６３．０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４３１４．５１ ４８０１．０９ ５０１６．１１ ５３６６．９０ ５９０３．８０

净利润 １１２．６５ １２０．１０ １３２．４９ １１７．６１ １１３．９

不良贷款率（％） ０．６１ ０．４７ ０．２８ ０．２４ ０．２９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２０２０年，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外部形势

变化带来的严峻考验，坚定服务国家战略，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着力防范化解风险，整体经营保持了稳中

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经营管理概况】２０２０年，全行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０１５０亿元。实现营业收入、拨备前利润、税后净利润

２２３亿元、１６３亿元、８１．７５亿元。本外币存款时点余额

７３４２亿元，全量客户金融资产突破１．１万亿元。人民

币贷款余额５８９７亿元，比上年新增３９６亿元。资产

质量优于地区同业平均水平，不良贷款率０．６１％。

【做好疫情防控】 上海市分行坚持生命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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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把客户和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扎实有效防控疫情，全行无员工确诊感染、疑似感染、

留院观察情况，无员工家属确诊和疑似感染情况。积

极践行大行担当，出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复市的十八

条措施》，与市商务委、经信委、工商联、民政局等单位

联合发布多个金融服务方案，创新“中银普惠ｅ站通”

模式，推出“防疫助力贷”“复工贷”等多项专属产品。

为５３家全国及地方性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发放贷款

９．９２亿元，全国名单企业信贷投放居国有银行第一。

为上海援鄂医疗队及全市近万名医护人员，提供总保

额约９０亿元的保险保障。为上海各级医院、财政、部

队、海关等５０余家单位提供防疫物资及设备捐助。

【服务宏观大局】 上海市分行主动融入区域发

展，与上海市政府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备忘录》。大

力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首批成立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支行，为７０个长三角一体化项目提供授信，授信

金额超过７５０亿元。加快新片区金融创新，发布新片

区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便利化服务方案、金融支持洋

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服务方案，以及境内贸易融资资产

跨境转让操作指引，率先落地多笔首单业务，为新片

区重点项目投放贷款超过２６０亿元。完善科创板综

合服务，设立科创金融专业服务团队，累计为上海地

区５６家科创板受理或注册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作为第三届进博会唯一战略合作伙伴，创新开展了

３场境外“云招商”和２３站境内路演，招募２７８９家

采购商参会，首次在进博会开展线上现场直播，圆满

完成各项重大会议和活动保障工作。牵头上海最大

的“毛地出让”旧改项目，独家支持上港集团以色列

海法新港项目，牵头银团项目数上海市场第一；全年

投放民营企业贷款５７２亿元，增幅达１２％；新增“两

增两控”普惠金融贷款７６亿元，增幅达５２％，连续第

三年以第一名成绩获得上海科技金融卓越奖。

【加快金融创新】 上海市分行充分发挥集团全球

化、综合化经营优势，持续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助力中银

资本长三角（上海）投资基金、首个中外合资理财公司汇

华理财的设立。全面融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上

海黄金交易所推出“沪澳黄金之路”，叙做市场首单国债

质押自贸区外币非银融资业务，配合中国太保、长江电

力完成ＧＤＲ发行上市，落地自贸新片区首单科创领域

产业基金“临港先进产业基金”托管业务、中日双优

ＦＯＦ集合资管计划托管业务、集团内首单 ＷＯＦＥ托

管＋外包业务。成功叙做首单票交所自营转贴现业

务、首笔郑商所棉花标准仓单质押融资业务，成为上海

市跨境电商零售税款总担保保函唯一试点银行，国际

收支业务和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保持同业领先。成功落

地市场首单上市公司疫情防控ＡＢＮ、市场首批暨上海

地区首单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累计承销境内外债券１５０

支，承销规模２５７１亿元，继续领跑上海市场。加快数

字化转型，上线铁路Ｅ卡通，积极参与数字人民币试点。

【践行社会责任】 上海市分行积极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加快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大力支持国家绿色

发展基金；深入全市１０余个辖区，组织开展５００余场

绿色账户社区推广活动，当年发行绿色账户借记卡

１３万张。不断提升服务特殊人群的水平，与上海民

政局共同发布“金九条”，成功上线“时间银行”和手机

银行银发专区，推出“普惠养老贷”“医养结合贷”养老

产业特色服务方案，挂牌６家养老金融特色网点。全

力保护客户财产安全，年内共堵截风险案件３９起，堵

截金额超１０００万元，配合国家公安机关、检察院、法

院等机关查询、冻结、扣划涉案账户共８５９７笔，连续

１１年获“上海市治安防范先进集体”称号。深入开展

扶贫工作，连续４年开展“爱心中行”项目，持续四年

开展“爱心中行”保险扶贫项目，累计采购意外险产品

７３０万元，覆盖咸阳“北四县”全部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通过“公益中行”等渠道采购“北四县”产品超７７０

万元。积极参与上海城乡帮扶工作，与金山待泾村、奉

贤金王村等深化交流合作，支持上海美丽乡村建设。

【重大活动】

（一）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２０２０年７月，上海市分行为上港集团以色列海法

新港建设项目提供３．４亿美元独家贷款，同时为企业

提供了对外投资登记及结算、跨境融资等综合金融服

务。海法湾是以色列第一大港，也是“一带一路”沿线

重要节点港口。海法新港项目建设及运营是一项重

大跨境投资，也是中行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

设、助力中资企业“走出去”的创新尝试和重要实践。

（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

２０２０年９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获上海银保监局正式批复，中

国银行成为首批获准设立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支

机构的商业银行。中行相继在上海发布银行业首个

长三角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在自贸区新片区

设立长三角中银资本股权投资基金，落地示范区一

站式对公开户、服务价格同城化、交通支付一体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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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业务。累计争揽长三角一体化授信项目１６７

个，授信金额超过１５００亿元。

（三）进博会服务保障工作

中国银行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唯一“战略

合作伙伴”，连续三年深度参与进博会筹备工作，动

员全球６２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网络，为８０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１万多家企业提供招商招展、政策咨询、

融资结算、业务撮合等服务。作为进博会“参展商联

盟秘书处”、上海交易团“金融合作伙伴”，发挥集团

全球化、综合化优势，为全球客商提供涵盖展前、展

中、展后三阶段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升级打造“信、

融、云、易”等为主题的专属服务方案。协助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局在境内各地举办路演推介活动，独家

承办各类展商、客商供需对接会。依托固定网点、临

时网点、各咨询点、各类智能机具及数十名现场服务

专员，构建遍布全馆的进博会立体式金融服务矩阵。

中国银行以匠心服务践行国家战略，连续三届圆满

完成进博会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得到国家部委、上海

市委市政府、总行党委、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以百

年中行金字招牌服务进博会“越办越好”。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６８９１．９９ ７２０３．１４ ７５８７．１２ ７９６４．２１ １０１５０．４７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５３１１．８２ ５５５２．２７ ５９４２．３３ ６２５３．７３ ７３４２．０７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４４２１．５５ ４８２６．７２ ５１５８．２６ ５４１７．８５ ５８９６．７４

净利润 １０３．３１ １１２．４３ １３０．０５ １１８．５６ ８１．７５

不良贷款率（％） ０．７４ ０．５７ ０．４１ ０．４９ ０．６１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

２０２０年，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增强服务国

家建设、防控金融风险、参与国际竞争“三个能力”建

设，纵深推进住房租赁、普惠金融、金融科技“三大战

略”，落实国家战略部署，聚焦社会难点痛点，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助企纾困，推动新金融实践取得实效。

【支持企业抗击疫情】 主动对接１６９家防疫相

关企业，投放贷款１０７亿元，为２３家“入舱”区属国资提

供３１亿元信贷支持。办理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

无还本续贷金额３３亿元。创新外贸复市贷，为３３５家

外贸企业提供３．５亿元资金。推广企业线上经营工具

箱、智慧社区管理平台等非接触服务，搭建１．９７万个

平台，服务４．１６万家企业。通过“全球撮合家”平台举

办“云洽谈”，吸引近１７００家企业发布超１１００项需求。

【服务实体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 本外币各项

贷款新增７４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其中基础设施、

制造业、绿色贷款增幅分别为１３．８％、１１．３％和

３３．５％，民营企业贷款增幅２９．４％。普惠贷款新增１９６

亿元，增速６３％，余额突破５００亿元。分行获上海市银

行同业公会“普惠金融服务突出贡献奖”“科技金融服

务奖”“银团贷款最佳机构”等１６个奖项；获评《零售银

行》杂志颁发的上海地区“最佳零售银行”“最佳数字银

行”奖；获上海清算所“优秀结算会员”等６个奖项。

【新金融实践实现多点突破】 普惠金融生态不

断丰富。主动对接９．２５万户小微企业，为３７３９户提

供首次贷款，信用贷款占普惠贷款４７％。设立９家创

业者港湾，为１５５家入湾企业提供创业创新服务。与

市区镇村农口条线开展合作，创新裕农生态园直播带

货模式，销售额超百万元。建信住房累计签约存房业

务４．４万间。对公住房租赁贷款签约２４３亿元，贷款

余额６４．７亿元。建融家园平台在线交易２６．７万笔，

金额７亿元。金融科技助力数字城市建设。系统首

创多端适配政务服务模式，ＳＴＭ政务服务功能增至

６５３项，服务１３万人次。落地电子亮证应用，上线手

机银行电子社保卡功能，首批试点医保电子凭证。全

面升级５Ｇ＋智能银行服务进博会，为市住建委搭建

民工工资监管系统，为市金融局搭建上海市类金融监

管平台。围绕重点场景加快推进数字人民币，数字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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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对公钱包数、交易笔数、交易金额、落地场景数等市

场占比过半。建行大学和劳动者港湾影响力不断扩

大。开展“金智惠民”培训４２８期，惠及１０．８万人次。

与复旦大学共建复旦—建行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联合

实验室，成立１１家裕农学堂。劳动者港湾ＡＰＰ新注

册４．２１万户，服务户外劳动者２８．１６万人。

【风险防控扎实有力】 抓好反洗钱、征信、客户

信息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工作。打造严格的合

规文化，建立完善联防联控机制，推进网格化管理，

全面加强员工行为管控，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２２８５．７９ １２５６０．４８ １１８３１．３８ １１７２２．３９ １２５８８．８７ １４７３３．９５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１１０４９．２４ １１７５１．１１ １１３８５．７ １１２２４．４９ １１９３３．０２ １３９１０．８８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５４１３．９７５ ６０７０．３１ ６６６３．２６ ６３７７．５９ ６７５２．２４ ７４９２．５１

净利润 １５１．８４ １９２．５７ １６１．２９ １２３．７５ １２６．４５ １３７．９１

不良贷款率（％） ０．５５ ０．４８ ０．４４ ０．７１ ０．７６ ０．５４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２０２０年，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深入贯彻落实国

家重大方针政策，围绕总行“建设具有财富管理特色

和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银行”战略要求，坚持疫情

防控和经营发展两手抓、两手硬，积极服务上海“五

四三二一”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机遇，有效助

力上海经济社会和民生发展。

【精准支持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 为航空企业

新增低利率应急授信４０亿元，为上海市教委定制助

力民办学校教育行业融资服务方案，成功发行全国

首单航运企业超短融疫情防控债，推出复工复产复

市专项金融服务方案，累计向８３家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企业发放贷款２０．６８亿元，全年共减费让利１６．５２

亿元，分行获人民银行“上海金融保市场主体先进集

体”称号，辖属徐汇支行获“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集体”称号。

【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授信支持张江科学

之门、临港冰雪世界等上海市重大建设项目３０项，

投放金额２２５亿元，支持城市更新项目１０个，成为

市发改委“新基建”项目融资主要合作银行，对接“新

基建”项目１８１个。与市区两级政府合作落地“长宁

园区贷”“普会贷３．０·信易贷”等园区贷项目，“两

增”口径贷款余额增幅超１００％。２０２０年末分行各

项存款、贷款分别达５３９０．５８亿元和３３５２亿元，市

场份额较年初分别提升０．１１个和０．１７个百分点。

【有效助力上海重大战略】 在新片区分行挂牌

“交通银行离岸金融业务中心”，参与制定“新片区金

融开放５０条”等多项区域政策，成功办理自贸区首笔

商业银行飞机项目融资业务，完成优质企业便利化跨

境人民币汇出款等多项市场首单业务。在长三角示

范区内设立专营机构朱家角支行，并升格为示范区分

行，“长三角一体化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方案”获上海市

政府金融创新成果二等奖。为进博客商提供网点专

属服务，保障第三届进博会金融服务，推动交行成为

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赞助商和国家绿色发展基金

董事，作为首席战略合作伙伴支持世界一级方程式电

竞中国冠军赛，对接浦东开发开放３０周年系列活动，

助力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举办“３·１５”教育宣传周

等活动，在中银协文明规范服务百佳、千佳、星级示范

网点评选中，获评数量蝉联上海地区第一。

【迅速推进数字化转型】 对接上海“一网通办”建

设，成立“大数据应用办公室”，落地“交银ｅ办事”创新

项目，成为全国电子营业执照及电子印章首家合作银

行和上海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补贴发放唯一指定银行，

持续推进便捷就医、电子亮证、电子印章、“数据ｅ贷

２．０”、不动产不见面抵押登记等项目的研发和落地，信

用就医签约客户数占全市总数８０％以上。开展数字人

民币试点工作，完善受理环境的建设及特色场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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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风险管理成效】 加强对受新冠疫情

影响行业的风险监测，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资产质

量的冲击，２０２０年末，分行不良贷款余额２６．９８亿

元，不良率０．８％，逾期贷款余额２１．６９亿元，逾期率

０．６５％，资产质量保持稳定。持续落实安全保卫、反

洗钱、印章管控、信息安全管理等基础工作，有效保

障全行平安运营。

【深入推进党的建设】 加强政治建设和思想建

设，创设“交赢·领航”基层党建与经营管理论坛。选

树先进典型，设置１００名党员示范岗，成立８１支党员

抗疫先锋队。引进社会力量为四川省理塘县捐赠教

育资金５０万元，帮助甘肃省天祝县销售扶贫农产品

１００余万元，以党建促脱贫攻坚。浦东分行获第六届

“全国文明单位”称号，文明单位创建达历史最高水平。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６３０９．０３ ６６１１．５７ ５９４４．９２ ６２０８．９６ ８４６１．８２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４０４５．８０ ４２２６．１０ ４２３３．５５ ４５８９．７５ ５３９０．５８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２７００．７２ ２６８８．４６ ２７３４．４２ ２９１１．９６ ３３５２．０９

净利润 ７５．１０ ９０．１７ １０２．８０ ９０．１６ ９９．７８

不良贷款率（％） ０．７５ ０．６３ ０．９４ ０．６９ ０．８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

２０２０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坚持服务

“三农”、城乡居民和中小企业，服务实体经济，以客

户为中心；坚持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支持精准扶贫，

践行社会责任。截至年末，分行内设９个一级委员

会、１个二级委员会、２４个一级部门、８个二级部门、

１个直属单位；下辖２个二级分行、１个分行直属营

业部及１５个一级支行，拥有４８６个营业网点，其中

自营网点１０４个。年末在册员工２９７９人，其中本科

及以上学历员工２３３１人，占总人数的７８．２５％。

【经营发展】 ２０２０年末，分行总资产３２３２亿

元，增长１７．５％。各项存款余额２２７５亿元，增长

１５．０８％，新增存款３１０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１０８８亿

元，增长１１．１１％；存贷比４７．８２％。实现营业收入

３２．１４亿元，增长２０．１９％。经济增加值１．３１亿元，

经济资本回报率１１．６４％，成本收入比４９．１６％。

【风险管理】 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三个

三”全面风险管控机制，完善风险与内控委员会工作

机制，全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三年规划”

收官战。组建风险经理、营业主管、合规检查“三支队

伍”，推动风险管理职责下沉。提升信用风险管控能

力。坚持授信客户分层施策，加强资产质量监测及前

瞻预判。聚焦产品创新、贷前调查、作业监督等环节，

加强制度建设，厘清职责边界。加强法律合规管理。

开展“合规四讲”等系列合规文化建设，推进民法典学

习宣传，加强案件警示教育。保持案防高压态势，加

大违规问责力度。建立“三制一覆盖”排查联动工作

机制。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投诉办结率１００％。提

升内部审计工作。坚持问题导向、风险导向、效能导

向的审计理念，落实监管指定内审项目，狠抓审计问

题整改。落实安全生产工作。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开

展安全生产月、消防安全月等专项活动，启动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服务实体经济】 加强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

信贷支持。成立涉农贷款专项审批团队，发放涉农

贷款２１９８万元。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

推进绿色银行建设，为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提供差

异化信贷政策支持，绿色贷款余额２８亿元，净增８

亿元，同比增长４０％。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发

放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２３．６亿元，同比增长３３％；

小企业有贷户净增５３３户。

【产品和服务创新】 创新三农金融服务，申报

“新农快贷”及“支农惠农”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上

线旺旺、光明、立邦、东方希望、佳格等５家“邮商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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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平台，小额贷款净增１８．５亿元，同比增长６０％。

发挥第三方渠道赋能作用，线上小微易贷净增５．８亿

元。打造以弱担保和信用贷组成的科技金融产品体

系，为科技型企业提供授信１５．２亿元，增长超５０％。

【重大活动】

（一）成立支援邮政志愿服务突击队

２月２１日，上海分行成立支援邮政志愿服务突击

队，众志成城，携手抗疫。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市

中小学校采取“停课不停学”的网络教学方式，开学前

海量的教材投递分发成为邮政和学校面对的难题。为

此，上海分行向全行党员发起号召，各分支机构纷纷践行

社会公益，组建志愿者队伍，奔赴邮政速递物流转运中

心、各邮政区分公司、中小学，对教材进行消毒、分类、装

袋、打包、贴单、搬运。在短短６天时间里，分行共计３０８

人次报名参加，打包３万余套教材，服务总时长４３０小

时，公益行动受到各邮政区分公司、学校的一致好评。

（二）加入“大数据普惠金融担保合作方案”合

作银行

３月１３日，上海分行参加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与

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联

合召开的大数据普惠金融担保合作方案发布会，加

入“大数据普惠金融担保合作方案”合作银行。在

“大数据普惠担保合作方案”中，银行在企业授权后，

通过上海市大数据中心的普惠金融应用获取公共数

据，运用金融科技手段综合评价后形成拟授信客户

名单，再由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

管理中心对名单中的客户予以担保，支持银行加大

信贷投放，特别是重点支持前期经营正常而受疫情

影响遇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三）参加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六个一”活动

９月２５日，上海分行参加上海市银行同业公

会、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组织召开的上海银行业保

险业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六个一”活动推进会，共同

推动上海银行业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会议发布上海

银行业保险业清廉金融文化建设理念，介绍上海清

廉金融文化建设“六个一”活动进展，“六个一”分别

是“一个理念”“一个公约”“一个行动”“一本文集”

“一个考试”和“一堂廉课”。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２３０９．１１ ２３３４．９６ ２５２９．９４ ２７４７．１３ ３２３１．７８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１６８８．２０ １７２１．１７ １７７４．６９ １９６４．６３ ２２７５．１１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６７９．４９ ７８１．４０ ８７９．１０ ９７９．００ １０８７．７９

净利润 ６．５７ ７．７４ －５．２３ ８．６１ １０．４８

不良贷款率（％） ０．６１ ０．３９ １．８２ １．５３ １．３８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

【概况】

２０２０年，浦发银行上海分行以总行三年行动计划

为指引，有守有为、争先进位圆满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目

标。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再度获“上海国资委系统

红旗党组织”称号；先后获“上海市银行业机构综合评

价”和“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Ａ类评级、人行首批

挂牌的“金融法治运行监测点”两项Ａ类优秀评价；交

易银行部获“上海市模范集体”称号；第一营业部获第６

届全国文明单位，１３家机构获上海市第２０届文明单位。

２０２０年末，浦发银行上海分行一般存款余额

８７８４亿元，比年初增长１５６９亿元，增幅２１．７％。继

续保持浦发银行系统内第一，在全市１６家主要商业

银行中，该行存款增量排名第二。年末各项贷款余额

３９６９．５亿元，较年初增长１０１１亿元，增幅３４．２％。

社融总量显著增长，经营效益持续提升，资产质量保

持稳定，客户基础不断巩固，基础管理不断夯实。

【三大亮点有力支持上海重大任务】

（一）自贸业务着力围绕新片区进行探索创新

２０２０年，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全年合计完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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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自贸领域创新，重点推出ＦＴ账户跨境ＡＰＩ项目、

新片区本外币一体化全功能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

池等首发重量级创新业务。２０２０年底，该行ＦＴ日

均存款４６８．９亿元，ＦＴ贷款３８１亿元，资金池总数

达到２６３个，保持市场领先。

（二）科技金融持续加强产品创新

２０２０年，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先后推出小巨人信

用贷３．０、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上市贷”等一系列拳

头产品，有效破解科创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该行科

技贷款规模和授信客户连续两年增幅超过３０％；全

年获取７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募集资金５０亿元。

（三）长三角一体化作为推动全行发展的战略支点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着力开展产品创新，先后推

出了“长三贷”“长三债”“长三链”等一系列特色产

品，其中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贷款投放超过３０亿

元。６月，浦发银行首单长三角一体化专项授权授

信业务落地，实现了长三角区域授信业务的“同城

化”，支持了企业在长三角区域的跨省市经营发展和

投融资行为。１０月完成了全国首单“长三角科创企

业集合票据”，打破了区域界限，以债券市场为纽带，

创新直接融资工具实现跨区域协同。

【服务大局，助力抗疫普惠民生】

（一）信贷资源持续输血实体经济

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浦发银

行在坚守风险底线基础上、积极通过灵活多样、主动

让利的信贷策略，加大贷款投放力度，贷款规模快速

上量。一是主动让利企业，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疫情

以来平均投放利率３．７８％，最低利率仅为３．０５％。

二是先后与市委网信办、市商委、经信委联合发文，提

供总共６００亿元的专项信贷资金，主动为１０３９户重点

名单内及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内的企业，投放贷款５６９

亿元。三是认真贯彻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为３２４户中

小微企业落实延期还本５３．０５亿元，其中累计完成无

还本续贷１２４户、５．３８亿元。四是信贷支持民生工程。

深度服务本市１３个旧改项目、４１个旧改地块重大旧改

项目，城市更新贷款签约５６２亿元，贷款余额２３６．７８亿

元，动拆迁款代发户近１２０００户。还先后服务多个“城

中村”改造项目，为市民安居贡献了浦发力量。

（二）坚定服务普惠民生事业

２０２０年末，浦发银行上海分行普惠口径小微贷

款余额２９０．５１亿元，较年初增量６５．０８亿元，完成全

年普惠监管目标２１７％。牵头落实全年“百行进万

企”工作，获得“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工作优秀组织

奖。促进国家生活物资生产，“好养快贷”项目上线以

来累计投放贷款１．５２亿元。推动金融知识普及教育

宣传，借助“浦发─乐龄金融安全课堂”品牌，开展宣

传活动２０１次，发放宣传资料３７万余份，有效拓宽受

众面和影响度。

【强化担当，积极服务上海重大项目】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大力支持上海区域经济发展，

积极服务上海市重大项目建设，全年参与新虹桥国际

医学中心等重要工程项目。强化国资国企、行业龙头

合作，灵活运用国内证商票保贴、ｅ存管等工具，降低

核心企业带息负债，解决供应商融资难题。加大新片

区支持力度，自新片区挂牌以来，区内贷款新增投放

１０１亿元。不断提升进博会金融服务能力，落地首笔

股份制会员银行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资产转让业务，

创新推出首张面向境外人士的预付费卡。２０２０年

末，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四大品牌”相关行业贷款余额

１３６４亿元，在对公贷款中占比４６％。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８３０２．５６ ７８１２．４６ ８０６９．２２ ８９８９．４５ １１０３９．１９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４８３２．６８ ５２３０．１８ ６０５７．９６ ７２１５．５３ ８７８４．１８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不含

同业贷款）
２６２４．００ ２８９７．６０ ３０３８．３７ ３１５６．７４ ３９６９．５０

净利润（账面利润） ６４．８８ ９１．３４ ９２．６０ ９３．１３ ７８．６３

不良贷款率（％） ０．３８ ０．３３ ０．４６ ０．６０ ０．５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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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中信银行上海分行面对严峻复杂的内

外部形势，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监管机构

部署与要求，沉着应对风险挑战，主动服务打赢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积极助力“六稳”“六保”工作，

各项业务取得长足发展。

主动作为，全力支持疫情防控，落实“三个到位”。

２０２０年，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及监管机构要求，主动作为，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把疫

情防控各项要求落实落细，把金融服务各项政策落地

见效。一是资金支持到位。２０２０年全年，分行全力支

持疫情相关贷款投放，并落地上交所首单租赁公司疫

情防控债。二是政策保障到位。有序执行无还本续

贷、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对部分客户采取变更还款计

划、展期、借新还旧等措施，支持企业渡过难关。三是

减费让利到位。２０２０年疫情期间，中信银行出台了系

列支持政策，确保各项业务稳定开展，开通了跨境汇款

手续费绿色减免通道，加大各类手续费减免力度。

践行国家战略，支持上海战略新兴产业、先进制

造业和科创中心发展。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将制造

业贷款纳入全行发展战略及考核指标。一方面，对

于新上报的制造型企业，通过多部门协作共同为客

户设计授信方案，为制造型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综

合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对于存量批复的制造型企

业，挖掘客户中长期投产需求，并通过分行补贴政策

帮助经营机构克服投放制造业收益低等难题，真正做

到扶持制造业实体经济领域，２０２０年末，分行制造业

贷款较年初增长４３．８％，贷款比重上升。二是加大

科创企业布局，聚焦重点行业，关注集成电路、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等三大先导产业，电子信息、汽车、高端

装备、先进材料、生命健康、时尚消费六大新支柱产

业。三是打造多元产品，创设和发行股份制银行首单

科创基金，股权直投两家科创企业，企业均已实现科

创板上市。该项目获“２０２０年度上海银行业年度最

佳投资银行业务案例”奖项，进一步树立了银行服务

实体经济、支持新经济企业的市场形象。

服务实体，加大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

度。一是加大对普惠、涉农、金融精准扶贫、制造业

和民营企业贷款指标的考核力度。二是给予专项优

惠政策，单列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信贷计划，放款环

节严格审核，确保抵押、评估、公证等环节产生的费

用由银行支付。三是面对新冠疫情对小微企业的重

大影响，积极落实监管及总行关于小微企业延期还

本付息的工作要求，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金融支

持。四是积极助力上海都市型现代化农业发展，制

定了符合上海区域特色的营销策略，给予了涉农贷

款优先审批、贷款补贴、额度保障等一系列政策。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０５８．１０ ３０７７．６６ ２６７２．８７ ２９８２．６９ ４０６４．４５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２４１３．８６ ２６４７．８１ ２４９８．５４ ２７９３．４３ ３８６７．９９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００９．０５ １１８７．９５ １２８２．７２ １５１９．１５ １７３１．１１

净利润 １７．７５ ２０．０９ ２３．６６ １６．４１ ９．５１

不良贷款率（％） １．０５ ０．７８ ０．９３ ０．６９ ０．６６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

【经营情况】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于１９９４年７月，从国际

饭店的一间客房起步，历经天津路２号、中山东一路

２９号，到世纪大道１１１８号光大银行大厦，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逐步在上海站稳脚跟、实现发展。建

行２７年来，分行在中国光大集团和中国光大银行总

行的坚强领导下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先后经历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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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置换外滩２９号大楼、成功接收原中国投资银行在

上海的债权债务和同城网点两次重要发展历程，并

以２００４年发行中国第一只外币理财产品、第一只人

民币理财产品为代表，创下了系统内外多个第一，成

为在沪及周边长三角区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股份制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上海分行拥有

１家二级分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５３家同城支

行（覆盖上海各行政区，其中中心城区４０家、郊区１３

家）、２５家社区支行、９个公司业务经营部门、２５个

管理部门，拥有员工１８００余名。

进入２０２０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上海分行高度重视，周密部署，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要求，落实集团和总行工作部署，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业务发展，两手抓，抓落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产融服务工作，分行实现零疑似、零确诊。全年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集团和总行的各项工作

部署，着重把贯彻两会精神、落实“六稳”“六保”、服务

实体经济作为重中之重，努力在提升金融服务支持中

推动分行全面发展，展现国有金融企业应有担当。

在服务实体经济上，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始终践

行金融服务实体，深入落实中央关于服务民营经济

的决策部署，支持服务民营经济，大力发展普惠金

融。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分行积极落实“六稳”

“六保”工作要求，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帮助疫情企业

渡过难关。一是突出及时性。加大金融抗疫支持力

度，为进口企业启动进口防疫物资汇款绿色通道；落

地首单资本金项下委托贷款，支持抗疫医疗物资运

输；通过ＦＴ账户给予上海港城开发集团１亿元人

民币流贷，支持自贸临港新片区建设。抢抓疫情防

控期间企业新金融服务需求，为国药控股、大唐融资

租赁、永业等企业成功发行债券。适应金融需求变

化，为企业提供线上化结算便利，设立审批绿色通道，

累计向９家重点防疫企业发放贷款１０．８９亿元；关注

授信企业困难，累计对５４家企业、合计１１９笔业务，

给予延期还本的帮扶措施，金额合计２０．３９亿元；给

予４家企业延期付息的帮扶，合计延期利息７０４万

元。二是突出有效性。坚持把信贷投向政策同国家

战略产业发展紧密结合，重点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先

进制造业、两新一重、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中

医药等行业。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分行制造业贷款余额

４０．４亿元，增幅３６％，中长期制造业贷款２３．７亿元，

较年初增长９１％。加大对民营企业金融支持力度，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分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３８８亿元，较

年初增长６６．２亿元，增幅２０．６％，高于全行贷款平均

增速９．６８个百分点。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丰富客户

融资选择，提供较传统业务更多选择、更高效率、更灵

活组合的，实质风险可控且符合政策导向的产品和服

务，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分行普惠贷款余额１４５亿元，较

年初增加５０．３亿元，增速为５３％，高于全行各项贷款

增速，普惠新投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５．１３％，较去年

下降７２个ＢＰ，普惠金融不良贷款余额３６３９万元，不

良率０．２５％，全面完成了“两增两控”目标。２０２０年

是扶贫攻坚的决胜年，分行通过信贷支持、扶贫采购，

爱心捐赠等多种方式，打出“产业扶贫＋金融扶贫＋

民生扶贫＋党建扶贫”组合拳，号召全行员工在齐心

协力战疫情的同时，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

攻坚工作。三是突出便利性。主要是针对疫情带来

的金融需求变化，大力提升线上金融服务替代率，加

强运维保障，强化线上金融服务７×２４小时在线响

应，引导客户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各种电子渠

道办理业务，满足“无接触式”服务需求。

在提升客户服务上，阳光服务是光大客户服务

的品牌。分行秉承“中国光大，让生活更美好”的理

念，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从提供更好金融产品和服务

的角度出发，不断提升客户体验度和满意度。一是

以创新提升服务品质。分行充分依托上海金融中心

的优势，把握上海扩大开放带来的机遇，在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结合客户需求和市场特点，稳步推进金融

服务和产品创新，包括推出阳光ＥＴＣ卡、阿拉环保

卡、出国金融服务等在沪上有品牌效应的产品和服

务，有效满足客户需求。其中，阿拉环保卡项目于

２０１２年推出，并在２０１４年被上海市商务委纳入“双

卡工程”在全市使用，实现了社会效益和商业效应双

提升。此外，加强科技赋能金融，通过“场景＋金融”

“线上＋线下”等方式，搭建云租房、云物业平台，上

线ＡｐｐｌｅＰａｙ虚拟公交卡项目，全面提升云缴费行

业应用，让市民群众生活更加便捷。二是以贴心改

进网点服务。分行在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和总行服务

规范，建设运营好网点的基础上，注重因地制宜，尤

其是针对上海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特点，把敬老服务

理念植入银行“阳光服务”中，把网点建设成为服务

市民群众的一扇窗口。包括，在分行各网点大堂内

设“敬老服务专窗”“敬老爱心专座”，在服务台和填

单台配备了老花镜，为老年客户准备应急医药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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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准备了轮椅。除了常规的迎、

询、引、协、办、送等环节外，优先安排高龄老人办理

业务；对于听力有障碍、行动不便的老人，安排由专

人陪同全程办理业务，等等。目前，分行已有１４家

支行获上海市银行业“敬老服务示范网点”称号、９

位一线服务人员获上海银行业“敬老服务示范标兵”

称号。三是以安心维护消费者权益。分行持续把提

升服务品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作为重要任务，做

好全流程服务优化，加强首访首诉处理，对投诉发现

的问题及时整改问责，并举一反三融入服务流程和

产品设计中。特别是近年来把防范电信诈骗、保护

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作为重点，各基层网点人员下硬

功夫，练就防范电信诈骗的“火眼金睛”，在柜台一线

窗口筑起围堵电信诈骗的坚实防线，２０２１年奉贤支

行、普陀支行成功协助警方堵截电信诈骗，得到了公

安部门的表扬和媒体的广泛报道。与此同时，注重

弘扬和传承工匠精神，向社会传播正能量，为商飞工

匠等杰出建设者制定专属金融方案，努力提供卓越

金融服务。

在防范金融风险上，分行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从

严治党、从严治行，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把从严治

党贯穿到从严治行中，靠前监督，抓早抓小，防微杜

渐。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三大攻坚战”的战略部

署，认真抓好市场乱象排查整治工作，坚持全面风险

管理理念，严格控制前中后三道防线，持续加强资产

质量管控，牢牢守住资产质量底线。２０２０年，分行资

产质量稳步提升，资产质量指标实现六降一升（不良

额、不良率、关注额、关注率、逾期欠息额、逾期率下

降，拨备率上升）。从严管理党员领导干部，着力完善

组织架构设置、健全绩效考核制度，把干部考核与干

部能上能下、奖励惩处相结合，弘扬严谨细致的工作

作风，倡导形成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２１８４．５４ ２２４０．４７ ２２９１．２３ ２６２６．８４ ３２４８．４６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１４９６．９８ １５７２．４４ １５６９．５１ １９７８．１７ ２５６６．８５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６８２．１１ ７４５．８３ ８４６．５７ ９０６．４２ ９２０．４６

净利润 １５．２４ １６．２４ １２．５９ １３．４３ １２．９５

不良贷款率（％） ０．４０ ０．４１ １．２５ １．２９ ０．６８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

华夏银行上海分行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华夏银行上海分行按照“改革创新、加

快发展”的工作主旋律，坚决贯彻落实年度工作部署，

疫情防控和业务发展两手抓，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

作，经营成效符合预期，资产质量保持稳定，内部管理

务实精细。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分行资产总额８７３．４９亿

元，一般性存款余额７１４．５２亿元，较年初增长１９．４３

亿元；贷款余额４８９．１２亿元，较年初增加４７．８５亿

元；实现拨备前利润１６．８１亿元、净利润１３．２２亿元。

中间业务净收入占比１２．０７％；资产质量显著提升，

不良贷款率０．２８％，年末贷款分类偏离度１００％。

【风险管理】

分行紧抓资产质量这一核心，切实加强信贷基

础管理和内控风险防范，在信贷资产规模大幅增加

的同时，确保质量仍能得到持续的优化，确保全行稳

健合规经营。

（一）强化风险管控，夯实资产质量

发挥信贷和投融资业务应急响应处置机制作用，

加强重点客户的风险监测评估，及时对各类信贷和投

融资风险予以干预和处置，进一步提升前瞻性风险防

控能力和问题整改质量，２０２０年累计召开１６次应急

响应处置会议，完成４９期监测报告。分行还克服疫

情影响，率先采用异地委托实地见证和视频见证方式

开展合同见证工作，异地委托见证３８笔，涉及业务金

额３７．８２亿元；视频见证７次，涉及业务金额１７．２１

７５一、 中 资 银 行　



亿元，既管控住了核心风险，又使业务稳步发展。

（二）加强合规建设，筑牢经营基石

２０２０年全年，分行对全辖营业网点进行了两轮全

覆盖的现场检查，对各业务条线档案管理也开展了专

项检查，还细化制度要求，出台了《华夏银行上海分行

督查整改工作实施细则》《内外部检查问题整改核查工

作标准》等制度。分行还定期开展员工异常行为排查，

通过日常观察、问卷定期排查、员工谈话、专业检查等

有效方式，掌握员工行为动态，及时发现和化解员工

异常行为风险隐患。２０２０年，还以“知规范、强执行、

守底线”员工行为管理提升为主题，开展了“一次工作

生态圈调研”“一系列警示教育”“一次集中排查”“一

次合规测试”“一次演讲比赛”“五个一”系列活动，潜

移默化地让员工将依法合规经营的意识内化于心。

【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科创产业、产品和服务创

新及重大活动】

（一）注氧输血，金融纾困，疫情防控彰显担当

分行迅速出台管控措施，成立“工作专班”，坚持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提出小微企业一般授信业

务２个工作日完成审查审批、特别授信业务当天完

成审查审批的服务承诺，并建立针对医药、医疗器

械、医疗机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攻关等

防控疫情相关行业企业开通授信业务的“绿色通

道”，专人开展贷前调查，切实提高业务办理效率，尽

快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对部分进出口防疫物资企业

的结售汇及资金收付业务，将审核责任前置到客户

准入及展业环节，取消业务办理中的逐笔审核，简化

跨境业务处理流程、提高结售汇及跨境结算业务处

理效率。推出“华夏爱贷”专属个贷服务参加疫情防

控的医护人员、部队官兵、政府工作人员，以及隔离

的病人及家属、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

员，延后其还款期限，逾期款项不催收、不罚息。分

行还通过对接上海市发改委、市科委、市担保基金等

单位，以平台搭建和产品创新畅通贷款投放，以精准

服务更多中小微企业。截至年末，“两增”贷款业务

余额２３．５１亿元，较年初增加７．６６亿元，新发放人民

币纯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上年降低７０个ＢＰ，并为共

计１７户涉及贷款余额２９．１亿元的信贷客户提供了

主动延期、调整结息频率、还款方式等风险缓释措施。

（二）聚焦重大战略，服务实体经济

一是支持产业转型，２０２０年，分行为金光纸业

并购提供银团贷款５亿元，支持造纸行业产能升级。

二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该行承销中建八局融资券

发行１０亿元；还首批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开展电子

凭证业务合作。三是支持自贸区建设，与该行系统

内南京、杭州、广州、深圳、苏州、宁波等分行开展自

贸业务联动，２０２０年分别与深圳分行联动落地６３００

万美元“内存ＦＴＮ贷＋外汇买卖”业务。四是支持

创新创业企业发展，２０２０年为浦东科创集团提供支

持，帮助其发行双创债和公司债。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７８４．４２６８６．１２８１５．１３９１７．１１８７３．４９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６７６．８７５７７．８２６０１．８８６９５．０９７１４．５２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９６．９２２７５．２８３３２．９８４４１．２７４８９．１２

净利润 ３．３１ ５．８３ ２．８７ ９．９２ １３．２２

不良贷款率（％） １．０６ ０．７８ １．０６ ０．２８ ０．２８

（华夏银行上海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２０２０年，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在总行党委和

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政府、监管机构的大力

支持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金融工作方针政策，全

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金

融服务，在有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实现了良

好的发展，业务规模稳健增长，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经济指标快速增加，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员工素质明

显提高，稳健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党建引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推进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

旗帜鲜明讲政治，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和政治执行力，从政治高度谋划、部署并推动各

项工作。组织１３次党委中心组学习，开展基层党务

８５ 　第二篇　银　　行



工作者党建工作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等，切实强化理论武装，着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

工作的思路举措、过硬本领和强大动力。

【经营情况】

认真学习总行党委和董事会战略部署，在近几

年全面实施五大战略工程，并在经营理念、作业模

式、核心能力、创新发展、企业文化等方面取得一定

成绩的基础上，将未来银行业发展的要求、支持国民

经济建设与服务广大客户的要求、总行转型发展的

要求以及分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机结合，提出了

“强化党建引领，持续转型发展，全面提质提速，培养

增长动能，坚持合规经营”的全年总体思路，并坚持

问题导向，聚焦薄弱环节，开展了贯穿全年的对公、

零售四项专题活动（对公客群提升、国际业务、结现

业务和科创业务；代发业务、消贷业务、小微综合开

发、社区支行提升）。２０２０年末，分行各项存款余额

３６１０亿元、贷款余额２０７１亿元，同比增长明显。

【风险管理】

一是树立“不合规不可为”的理念，让合规经营

覆盖业务的每一个环节，覆盖员工的每一个行为，在

分行全方位营造不敢违、不能违、不想违的良好合规

生态。二是建立健全风险合规管理体系，构建了分

行风险管理委员会、分行风险管理部门、支行分管风

险行长、支行风险管理部四个层级的组织架构，组建

了由１６位合规专员和８６位兼职合规经理组成的专

业团队，对经营机构实行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双千

分”考核。三是提升风险合规管理能力，分行风险管

理委员会牵头，全面做好信用、操作、流动性、声誉等

风险管理。四是厘清并压实三道防线的责任，强化

业务部门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筛选符合政策导向的

优质客户，把好准入关。

【服务实体经济】

把支持实体经济作为银行的首要价值，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优质的金融

服务，提升分行的价值，打造分行的品牌，争做主流

银行。一是加强与政府的对接，了解政府产业政

策、产业规划、经济布局以及工作要求，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二是深入学习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长三角一体化的政策精神，落实

总行党委、董事会长三角一体化相关部署，从“新基

建”、大零售、跨境金融、政府平台、资本市场等方面

做好长三角一体化金融服务工作。三是实行客户

分层管理、分类经营，对于对公的战略客户、“三个

一百”（白名单、上市公司、交易银行价值客户）、“新

三个一百”（上海地区民企、国企、科创优质头部企

业）重点客户、中小客户、小微客户、科创客户以及

零售的私银、贵宾、有效等不同层级的客户，分别采

取不同的服务模式，提供个性化服务，做到精准服

务与营销。四是推动出资参与国家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一园一策”服务上海特色产业园区、积极认

购浦东科创知识产权资产支持证券，更好地服务广

大科创企业，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五是坚决贯

彻稳企业、保就业政策精神，全力落实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相关要求。全年累计向３７０３户防疫重点

企业、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投放贷

款１４１．７７亿元。

【重大活动】

８月１８日上午，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

行开业，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武伟，分行行长欧

阳勇和副行长林晓军、林敏与相关部室负责人及临

港新片区支行行长等参加开业仪式。作为分行转型

发展的试验田，新片区支行将按照“新区域、新理念、

新模式、新局面”的工作要求，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

适应现代金融要求的全新经营理念和服务模式，聚

焦新片区产业发展金融需求，为新片区企业和居民

提供特色化、差异化、多元化、便捷化的金融服务，并

为分行转型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５１２４．８４ ３８９０．５８ ３７６７．６７ ４２８０．０１ ４６８７．７８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３２８１．８８ ３０６０．１３ ２９４８．８３ ３３３５．６５ ３６１０．４６

９５一、 中 资 银 行　



（续表）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８００．６２ １８９９．８８ １９８６．６９ ２０１０．６９ ２０７０．５８

净利润 ８．８２ ５５．１１ ７２．２９ ５４．１６ ４１．２３

不良贷款率（％） ０．１４ ０．３５ ０．１２ ０．１５ １．３４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２０２０年，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落实稳企业保就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取得良好

业绩。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员工总数

已达５４００人，网点９８个，总资产近８６００亿元，存款

６７００亿元，贷款近３５００亿元，管理个人客户总资产

近万亿，为９４０万个人客户和２４万企业客户提供了

数十年如一日的优质服务。

【全力抗击疫情，助力在沪企业复工复产】２０２０

年初，新冠疫情突袭，经济遭受重创，企业复工复产

面临诸多困难。招行上海分行积极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要求，全力做好企业纾困工作。分行组织专

门力量，对在疫情中受到巨大影响的１１个行业进

行“地毯式”全覆盖调研，第一时间为受影响企业提

供帮助。对受疫情影响，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授

信客户进行全面摸排，主动采取了征信保护、展期、

减免罚复息、评级不下调、变更扣款日、变更还款方

式等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分行还先后与市科

委、经信委、商务委以及虹桥商务区管委会、浙江商

会等机构达成意向合作，承诺提供数百亿元专项额

度，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并为多家核心企业上下游

产业链上的１５００多家小微企业提供了低成本

融资。

【响应国家政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建设】 招

行上海分行不断强化对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商务区等

三个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重点区域的经营力度，力求

形成辐射效应。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发布后，分行

第一时间成立专业团队、搭建“银企政”合作平台、发

布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第一批与新片区管委会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２０２０年，分行与虹桥管委会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联合挂牌“上海虹桥商务区金融服务创

新实验室”，进一步深化与虹桥商务区的合作。此

外，分行围绕各类长三角跨区经营企业，与长三角其

他城市分行密切合作，为跨区经营客户提供信贷支

持。２０２０年携手长三角８家分行共同与长三角资

本市场服务基地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支持长三

角优质科创企业登陆科创板。

【不忘初心，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 履行

社会责任、弘扬商业伦理是时代赋予中国企业的光

荣使命。自成立以来，招行上海分行始终坚持服务

实体经济宗旨，每年为实体经济提供大量资金，以实

际行动体现招行的责任和担当。２０２０年，招行上海

分行通过表内、表外渠道，为实体经济提供和组织资

金达４０００亿元以上。ＦＰＡ企业全口径融资月均余

额突破５０００亿元，较上年增长３５％，自营贷款余额

当年增长近５００亿元，增速远远高于上海市场平均

水平。创新推出的“招园贷”通过线上预授信额度测

算系统，让企业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授信，目前已在百

余个园区、市工商联网站上线。目前，分行已为４．７

万家小微企业提供普惠贷款，２０２０年授信总额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增长３５％，明显快于一般贷

款增速。

【提供优质服务，为市民美好生活增添色彩】

为了适应移动互联时代客户行为的变化，招行上海

分行一方面积极开展网点转型，全面梳理优化网点

服务流程，进一步严格服务标准，努力将网点打造成

聚焦客户体验、传递温情服务的重要阵地，让客户每

一次线下体验都能做到难忘。另一方面持续优化线

上服务手段，强化场景外拓，不断丰富招商银行ＡＰＰ

城市专区内容，为近千万上海民众提供一站式金融、

生活平台，使上海市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优质的银

行服务和生活缴费、餐饮、出行、观影等便民惠民服

务。通过两方面努力，分行逐步形成了“网点＋招行

ＡＰＰ＋场景”的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模式，让客户在与

招行的每一个接触点都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服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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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温馨的服务态度，专业化的服务能力更加能够得

到客户的认可。招行上海分行通过优秀的零售资产

配置能力，帮助市民进行财富管理，获得不菲的投资

收益。２０２０年，分行仅代销的公募、私募基金业务

就为零售客户带来３００多亿元的投资收益，远远超

过市场平均收益水平。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２０２０年，兴业银行上海分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等复杂局面，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落实“六稳”“六保”工作，全

面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持续

做好金融风险防控，各项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各项业

务持续稳健发展。

【经营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该行总资产余额４８０９．２１亿

元，增幅９．９２％。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２８４１．６５亿

元，增幅９．５５％；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含贴现）

１６９９．９３亿元，增幅１９．６８％。年末，该行不良余额、

不良率实现“双降”。

（一）企金业务

信贷业务方面，分行以党的大政方针为指引，

以支持实体经济为己任，全年制造业投放增长

１１．８％，新老基建投放增长１０．６％，城市更新投放

量为上年１０倍，普惠金融投放增长１８４％。积极响

应国家金融让利的政策导向，陆续出台大力度的贷

款价格补贴政策，共有１４４．７亿元贷款规模享受补

贴。投行业务方面，分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承销规模增长４５．８３％，牵头发行全国首单城市更

新债券，落地全国首单绿色ＡＢＣＰ，落地该行首笔熊

猫债、双创债、疫情防控债。该行承做的晶科能源

分拆上市融资项目获评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最

佳投资银行业务案例”；该行落地的金光纸业并购

博汇纸业项目获评添富资本“２０２０年度十大最具

影响力并购交易”。机构业务方面，专项债券财顾

业务从“零突破”实现“全覆盖”，与１２个区政府签

署财顾协议或实现财顾服务，市场占有率第一。绿

色金融业务方面，绿色金融融资余额年增量近百

亿，协助总行落地首单ＥＳＧ理财产品，该产品获评

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上海银行业年度创新奖”。

（二）零售业务

财富业务方面，该行紧跟产品发售步伐，不断迭

代营销模式，持续加强与优秀管理人合作，提高专业

水平。该行全年非货基金销量、保险销量持续增长，

财富业务销量、中收均为全行第一。私行业务方面，

坚持以客户创造价值为核心理念，打造“精品私行”，

私行客户规模及净增数、客户综合金融资产余额及

净增数均为全行第一，私行客户流失率同比下降

０．１４个百分点。个贷业务方面，根据市场变化和监

管政策要求，分行加大了对普惠金融信贷投放的支

持力度，全年个贷累计投放量增长５２．４２％，超额完

成普惠金融目标任务。

（三）同业业务

同业负债方面，受市场原因迭加新冠肺炎疫情

因素影响，呈现量增价减特征，分行压成本、保份额、

抓机遇，同业负债平均付息成本压降２９个ＢＰ，要素

备付金日均规模、券商客保资金负债日均规模持续

增长。债券投资方面，该行以波段交易应对市场波

动，直投交易板块利润业绩优异，投资回报率远超市

场业绩基准。同业投资方面，配合总行投资摊余成

本法基金落地成效明显，直接带动托管业务、债券

代投标、代发工资等业务发展，并进一步加深了与

属地公募基金、券商资管、保险资管等客户及其母

公司的合作关系。托管业务方面，成为系统内首家

规模突破２万亿元的分行，稳居上海地区第一梯

队，年内联动获得中金普洛斯市场首单公募ＲＥＩＴｓ

的托管、监管业务，完成市场首单个人保险资管产

品的代销与托管，获得市场首单Ｇ６０科创ＥＴＦ指

数基金托管，落地行内首单ＲＱＤＩＩ、公募ＱＤＩＩ托管

业务。

【风险管理】

（一）加强存续期管理，做实风控全流程

一是加强大客户集中度风险管理，制定跨条线

存续期管理方案，实现信息共享和快速决策。二是

推动整改进程，根据总行制定的退出减持观察名单

督导落实。三是针对前期外部监管机构检查发现的

问题进行合规整改，三套利项目全部整改完成。

（二）着力完善基层案防管理机制

一是开展内控案防体系评估，审视和归纳现有

管理体系薄弱环节，在部门层面，理清主体责任与工

作内容；在支行层面，推行标准化的案防工具的应

用。全年未发生重大案件。二是持续推进兴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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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治理年”活动，传导监管精神、案防形势、合

规要求，组织“一把手讲合规”活动４６场，１５００余人

次参与；举办“合规兴博士”案防知识竞赛活动，共４

２４６人次参与，多管齐下提升全行案防风险意识。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４０５４．５０ ４０２２．２０ ３９２７．０５ ４３７５．２６ ４８０９．２１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１６２９．９８ １９６３．３７ ２２２７．１８ ２８２６．６０ ２８４１．６５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１５２．９９ １１９９．２０ １０９５．６７ １４２０．３５ １６９９．９３

净利润 ８０．２６ ８７．８８ ７７．８４ ６８．４２ ６３．７７

不良贷款率（％） ０．５１ ０．６０ ２．３８ ２．３９ ０．５７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

２０２０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广发银

行上海分行迎难而上，负重前行，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营发展，实现“三大工作亮点”，落实“十项工作举措”，

收获了一份分量很重、来之不易的成绩单。实现“三

大亮点”，即经营业绩更加有为、党的建设更加深入、

服务大局更加有力。落实“十项工作举措”，包括共创

发展愿景、夯实过程管理、夯实客群建设、夯实风险内

控、优化组织架构、优化考核方案、优化资源配置、提

升服务水平、提升科技赋能、提升团队建设。

【服务实体经济】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成功发行全行首单“疫情防

控债”，发挥保银协同优势，落地广发首单银行投资保

险资产支持计划业务。托管业务在兼顾同业及企业

托管业务发展，探索出“三协同，一联盟”自拓发展路

径，拓宽与券商托管业务模式，拓宽与外部保险机构

业务模式，拓宽企业资金业务场景，先后落地华鑫证券

资产管理计划、企业可转债募集资金监管、保险资金另

类投资托管、ＩＰＯ募集资金监管等创新型业务场景。

自贸区贷款规模争先进位，规模超百亿元，本外

币均较年初有较大增幅，增幅１２２％。票证业务营

收规模实现同比双增长，票据较同期增幅１９％，福

费廷较同期增幅１００％。通过商票保贴及Ｅ秒票押

产品优势，落地首笔小微企业商业承兑汇票Ｅ秒票

押贷款业务，实现践行“六稳”“六保”的初心。

对公“六稳”“六保”优秀案例被人行择优推选至

新华社官方平台专题报道，“百行进万企”活动获银

保监会颁发的“优秀组织奖”，积极参加上海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洽谈会、文旅专场对接会等活动，对外展

示广发风采。

【风险管理】

２０２０年，广发银行分行突出风险控制精细化、

风险监测智能化，以银监一个联合行动方案为引领，

分行聚焦房地产、融资租赁及跨境融资三个重点领

域，建立“１＋３＋３”风险排查机制，主动践行“科技赋

能”管理新模式，积极推进“信贷流程优化”线上化改

造，实现出账、贷后、系统及征信等１４项内部管理流

程线上化应用，不断做实资产质量分类，新发生问题

贷款、新增逾期欠息贷款、剪刀差等指标达到近年来

最高水平，对公资产质量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

一是大中型问题贷款新增及存量户数达近三年

最低水平。２０２０年全年新增大中型问题贷款２户，

年末剩余问题贷款１户，较２０１９年末减少１２户。

二是逾期欠息非不良贷款五年来首次归零。全

年新发生逾期欠息客户２户，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末，

逾期欠息非不良贷款为零。

三是不良贷款偏离度即“剪刀差”达到近五年最

高水平。２０２０年，分行６０天剪刀差、９０天剪刀差均

持续控制在１００％以内。

【重大活动】

（一）“上海分行核心企业精神”公布

２０２０年，为进一步凝心聚力、助推分行“三新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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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实现，上海分行首次确立“专业、担当、创新、融

合”核心精神，并在全行宣传践行，分行面貌为之一

新、业务发展屡创佳绩。

（二）坚决阻击新冠疫情，齐心协力展现担当

作为

自２０１９年末新冠肺炎疫情意外来袭，上海分行

一直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和总行决策部署，既做好疫

情防控，又做好金融服务，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每一位分行人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不畏疫情、

恪守岗位，攻坚克难、共克时艰。

（三）举办２０２０年井冈山红色教育干部培训

为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史教育”“井冈山

精神”的学习要求，贯彻落实好总分行“１２３３３”

“１２３４”工作要求，突出党建引领，同时也为解决总

行巡视发现分行中层干部“一把手”中非党员占比

较高问题，分行党委于８月７—１０日和８月１４—１７

日组织相关人员分两期举办井冈山红色教育干部

培训。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０１４．７２ ６６４．５ ７４６．２ ８７７．３ １３９０．２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４６１．０ ４６１．５ ５６４．５ ６３０．２ ９２３．８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３２８．４ ３１９．８ ３９６．２ ５０６．３ ６０６．０

净利润 １３．６３ １４．６６ １４．３３ １２．３９ １１．８４

不良贷款率（％） ０．６１ ０．４５ ０．６６ １．４８ １．９６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

２０２０年，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围绕支持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任务，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持续

深化“科技引领、零售突破、对公做精”十二字策略方

针，始终坚持以领先科技作为发展引擎，坚定不移地

推进零售转型，持续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

持力度，持续增强金融扶贫的广度深度，持续提升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上海分行在新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凝

心聚力，奋发有为，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２９０６．５９亿

元，较年初增加３９７．６８亿元，增幅１５．８５％，各项贷

款余额１２４２．８３亿元，较年初增加１４３．５７亿元，增

幅１３．０６％，ＫＰＩ得分系统内位居前列。

（一）服务实体经济

２０２０年，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坚持以服务实体经

济的根本宗旨，立足自身经营特点与客户服务需求，

紧跟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努力实现由传统银

行向研究型银行、科技型银行、综合金融方案服务上

的转型，着力为新兴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企业

提供战略支持。２０２０年加大在新兴产业的各类投

放，对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

造业给予国际业务信贷支持，除解决企业自身生产

经营需要，还较好带动上游的设计、材料、设备公司、

下游及相关产品销售，形成了一系列的产业集群。

特别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半导体领域，累计投融资规

模超过４０亿元，半导体行业ＡＵＭ规模新增超过

７００亿元。

在践行普惠金融方面，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围绕

“增量、扩面、提质、降本”，全方位满足中小微企业需

求，秉承“金融＋科技”理念，运用人工智能、生物识

别、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前沿科技，打造平安好

链、小企业数字金融等精品业务，借力科技创新、产

品创新和渠道创新，持续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能力。

（二）支持复工复产金融服务

新冠疫情发生后，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加强对疫

情防控企业授信支持。为疫情防控企业累计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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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授信３８．５亿元，涉及客户３３６户。积极帮助

中小微企业抗疫渡难。此外，平安银行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迅速推出“小企业数字金融复工贷产品

包”，同时加快远程面签推广，借助强大的大数据征

信能力和风控模型，７×２４小时全线上化办理中小

企业融资服务。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２０２．２８ ２４６９．４８ ２７５６．６２ ３１２８．５０ ３６０４．１０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１９７４．４０ １８４８．３２ １９０３．７１ ２５０９．６９ ２９０６．５９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７９６．５２ ２３００．８７ ２７３２．８８ ２８９６．４４ １２４２．８３

净利润 ３８．２９ ６２．５６ １２０．７０ ８２．１０ ３８．１６

不良贷款率（％） ０．８６ ０．７８ ０．７１ １．０１ １．１９

　　注：自２０２０年起，总行汽融金融事业部独立持牌迁出上海，不再反映在上海分行的报表中，导致分行各项贷款和净利润较上年下降。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

浙商银行上海分行

２０２０年，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克服巨大的内外部

压力，坚决贯彻落实平台化服务战略，加快转型发

展，打造差异化、特色化竞争力，高质量发展初现

成效。

【抗击疫情，金融支持显担当】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分行提高站位，充分运用优

势的平台化服务手段，为生产防疫物资企业送上“足

不出户、线上放款”的信贷“及时雨”，相继为润达医

疗、百金化工等疫情防控一线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

全年累计投放疫情防控相关贷款超过１００亿元。

与此同时，分行积极响应总行和监管机构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稳企业保就业等号召，当年累计发放

无还本续贷业务２９０３笔，合计６８．２０亿元，占国标

贷款当年累放比重３９．４３％，惠及２０７７位小微客

户，践行了社会责任。

【转型发展，平台化服务在路上】

（一）多措并举，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

分行成立平台化服务战略推动工作领导小组，

创新推出金融服务方案设计小组机制，营销切入不

同的细分行业，丰富了客群基础，增强了平台化服务

能力，且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明显提升。

（二）凝心聚力，小企业业务再出发

２０２０年，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坚持集约经营、强

化过程管控，转变营销方式、推进线上模式，提升专

业化、协同化、数据化水平，进一步增强普惠金融可

持续发展能力。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分行单户授信总额

１０００万元及以下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１７８．６５

亿元，较年初新增１３．４８亿元，增幅８．１６％。连续第

四年获得上海市年度小型微型企业信贷最高标准专

项奖励１０００万元，获２０２０年上海银行业“百行进万

企”融资对接工作优秀组织奖。嘉定支行姚智良获

“上海银行业服务小微企业最佳客户经理奖”。

（三）加快转型，零售业务结构优化

持续推进“客户专业化经营、资产综合化配置、

展业平台化转型”三项重点任务。年末资管、净值型

理财、基金余额分别达到４４．７８、６６．６４、４．８７亿元，

业务结构有效优化。

（四）因地制宜，国际业务做强特色

充分发挥区域资源禀赋，打造浙商银行上海分

行涌金电商易跨境支付、资本项下跨境金融服务品

牌。成功办理系统内首笔境外银团贷款及转让、首

笔金融机构资本项下外汇资金交易业务、首笔敞口

项下境外中期流贷业务。全年国际结算量首超１５０

亿美元，达到１８１亿美元，较上年增长５９．３０％，连续

第二年获评银行外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Ａ类评

级。正式获得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业务开办资格，

有望成为发展“新引擎”。

（五）加大处置，提高资产质量

扎实做好“清收化解不良资产”“提升全面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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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两项核心任务，为分行业务发展保驾护

航。年末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下降１．２４亿元，不良

贷款率０．３％，较年初下降０．２８个百分点，实现“双

降”。大力推进绿色融资业务，挖掘存量，引导增量。

年末，绿色融资业务余额５５．６９亿元，较年初增加

２２．７０亿元，完成情况排名全行前列。

（六）服务支撑，筑牢运营基础

做好“双服务”。以服务时限承诺、首问负责制、

调研走访、服务满意度等为抓手，扎实开展“双服务”

工作。在总行内网“双服务”栏目发布专稿１１篇，位

居系统内前列，营造服务氛围。

疫情防控、业务发展两手抓、两手硬。妥善安排

疫情期间对外营业、上班安排、后勤保障等，做好疫

情常态化阶段的日常工作，为业务发展营造了安全

的发展环境。分行获“‘存款保险宣传月’活动表现

突出银行”，获２０２０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观安

杯”管理运维赛银行分行组三等奖。徐汇支行获评

“上海银行业敬老服务网点”，闸北支行首获上海市

２０２０年度“治安防范先进集体”（省级）称号。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８５５．５７００．８８７２２．０７ ７６３．９８１９．７８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４７５．５５６８．８１６２７．１３ ７０１７７１．２９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２３４．９７３３６．８４４４４．８８４７２．７８５０３．６６

净利润 ７．１６ ９．６７ ５．４８ １０．５８ －５．２８

不良贷款率（％） ０．４２ ０．２１ ０．２４ ０．５８ ０．３０

（浙商银行上海分行）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

２０２０年，全球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金

融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紧跟

国家政策导向，围绕监管要求和总行工作部署“指挥

棒”，一手抓内控管理，一手抓业务发展，从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发力，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进展。

【从严治党不断深入】

２０２０年，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

抓政治、思想、组织、纪律和廉政建设，将做实基层党

建引领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发挥党委核心作

用，以党建统一思想认识、以党建凝聚团队信念、以

党建带动日常工作，让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凝聚党

员群众的“主心骨”。

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工作规

范化程度得到提升。年内开展支部设置调整和选举

工作，不断提升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各支

部开展党的基础知识培训，鼓励青年员工提交入党

申请。

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教训，政治思想建设常态化

长效化。持续开展“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示教育

活动，对照问题进行自查、讨论、整改、总结，把分行

全面从严治党推向深入。

聚焦纪委监督执纪问责职责，行风行纪清廉氛

围得到加强。进行分行纪检机构改革，落实纪委监

督责任，建立了监督执纪协调联动工作机制。严格

落实“接诉即办”工作监督要求，办理处置各类信访、

线索，开展正风肃纪谈话。结合上海银行业保险业

清廉金融文化工作要求，推动分行清廉金融文化“六

个一”工作有序开展、取得成效。

【特色优势明显提升】

普惠金融方面，一是贯彻政策指引，专注小微服

务。全力贯彻落实“六稳”“六保”和普惠金融相关政

策要求。截至１２月末，共为小微企业办理延期还本

３．０７亿，落地“京诚贷”７３００万、“惠转贷”１６亿，服

务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超过５００户，获上海银行

业“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工作优秀组织奖。“小巨

人创客中心”自年初成立以来定期举办主题活动，成

为“银政会企”渠道对接和资源共享的重要平台，并

获“２０２０年度上海银行业年度创新奖”。二是立足

上海区位，深耕平台渠道。持续加强与上海市担保

基金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余额近５亿元，当年发放额

位于异地城商行首位，户数累计１０６户，较年初新增

４９户，获得上海市财政存款６亿元，正在冲刺Ａ类

合作银行；积极推进普惠渠道建设，已建立Ａ级渠

道和Ｂ级渠道若干个。

公司业务方面，一是统筹核心客户，扩大优质客

群。分支联动大力加强了央企、国企、大型优质民

企、政府机构等重点客户拜访营销，带动存款规模性

增长。二是先发优势凸显，银联代付增量。银联代

付业务有力推动了低成本存款的沉淀，截至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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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公司存款时点５２９亿元，日均５２３亿元。

零售业务方面，一是零售规模较快增长。２０２０

年是分行成立以来储蓄业务增长最快的一年，零售

资金量余额达到２８８．７５亿，零售客户户均资金量余

额９．１万元，ＶＩＰ客户户均资金量１０８万元，整体零

售客户户均资金量余额高于总行平均水平。二是零

售品牌逐渐擦亮。打造“智慧金融”“惠民金融”“财

富金融”优势，截至１２月末，储蓄日均７９亿元，个人

普惠余额３０．０２亿元，个贷余额３１９．９１亿元。

国际业务方面，一是业务和盈利结构不断优化。

境外机构存款、衍生存款规模占比提升，高成本存款

压降。境外美元债券投资规模达１．５８亿美元，较上

年有较大增幅；联动自贸中心落地全行首笔二级市

场美元债，成功举办２０２０年度中资美元债论坛。二

是轻资本业务转型稳步推进。大力发展跨境信用

证、国内信用证、福费廷等低资本耗用业务，促进经

营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全年累计开立跨境信用证

１１４．９８亿元，开立国内信用证７．８４亿元，办理福费

廷业务３．５亿元，国内证非息收入５５７万元，均比上

一年有较大增长。

金融市场方面，一是规模收益同步提升。同业

资产规模５２４亿元，负债４２１亿元，资产托管规模

５０８亿元，规模提升为实现利润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是同业资产结构优化。发展轻资本标准化资产业

务，风险资产资本占用率大幅降低，降低了对单一企

业信用类业务的依赖。

【内控建设与风险管理稳步向好】

２０２０年，根据“应收尽收，应核尽核，应处尽处”

的方针，分行积极做好不良资产的核销处置，使得资

产质量有了明显好转。

牢固树立风险管理理念。传达“合规创造价值”

的经营发展理念，组织警示教育与再教育，通过班子

会、月度例会、操作风险会、各类培训、风险条线工作

会、信审专题会等树立“重实质、轻形式、敢担当”的

风险管理理念。

倡导风险条线向前半步走。２０２０年以来分行

逐步对风险条线进行了人员调配，加强了风险管理

团队的人员配备，倡导风险条线向前半步走，在尽调

前期给经营单位从授信政策和风控审批角度提供专

业建议，提高专业能力的同时，提高服务意识。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１０１．６１ １１３９．８１ １０３０．７３ １０５４．７２ １１７３．４１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６５１．７２ ６９０．１７ ６３６．７２ ６３９．５ ７９１．１４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６３０．１２ ８００．９６ ９７９．９２ ９８６．４３ ９０８．８８

净利润 ４．６１ ７．５ ０．６６ ０．５７ －１８．３８

不良贷款率（％） １．７５ ０．１６ ０．４７ １．５６ １．８１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

江苏银行上海分行

２０２０年，江苏银行上海分行深入贯彻监管部门

要求，按照总行“五观”“四对照”部署，紧紧围绕“走

稳、提质、调优、赋能”工作主线，努力推动分行高质

量发展，整体经营质态持续向好。

【深耕区域经营，聚焦服务实体经济】

紧盯东西两翼，紧跟区域重点。东翼落实总行

《江苏银行金融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务方案》，

持续深入与Ｇ６０联席办合作，成功承办召开江苏银

行“Ｇ６０科创贷”发布会，创新推出Ｇ６０科创贷产品，

支持科创企业发展，人行上海总部、上海市金融管理

局、江苏银行总行、松江区镇两级主要领导出席发布

会，会上与１０家高新技术企业签订银企合作协议，

同时宣布未来三年江苏银行拟提供长三角Ｇ６０科创

走廊区域科创企业提供总额５００亿元融资额度，支

持创新驱动国家战略。包括央视网等１２０余家媒体

报道，极大提升了市场影响力和品牌形象。西翼以

临港支行开业为契机，持续加强与临港管委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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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临港控股债券承销等业务落地，加大参与新片

区建设力度。

助力“六稳”“六保”，服务实体小微。在强化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构筑疫情防控网点安全防线

的同时，疫情期间主动对接客户金融需求，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及时开辟金融服务绿色通道，迅捷反

应疫情防控物资重点生产企业的融资需要，制定专

项服务方案，全力支持企业的复工复产工作，充分发

挥金融服务保障作用。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小微

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工作的通知》，解放思想，激发动

力。普惠口径小微贷款“扩面上量”，贷款余额较年

初新增６３％，贷款户数完成２２４％，取得近年最好成

绩。积极响应国家减费让利要求，落实延期还本付

息和支持信用贷款相关政策，人民银行通报中普惠

小微贷款延期率和信用贷款发放高于上海地区平均

水平。获上海市“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工作优秀组

织奖，成功获评新闻晨报主办的“金融支持‘六稳’

‘六保’———上海银行业１０家优秀典型”，也是唯一

获评的异地城商行。

加强服务实体，促进经营提升。加大Ｅ周存等

新产品运用，增加外汇存款近７亿美元。强化托管、

投行等业务存款带动，结算类存款较年初增加

５９％。支持实体经济加大对公实贷，余额较年初增

幅１８％。客群基础持续扩大。分行对公有效户较

上年新增１５３户，对公新增授信客户９２户，国际业

务新增有效户６７户。普惠口径新增２９３户，高新技

术企业新增授信５６户。

锚定转型发展，不断创新突破。社区经营稳步

发展，储蓄存款余额１６７亿元，５０％网点新增超２亿

元，理财客户新增５４０２户，财富类客户新增３６４户；

私人银行中心开业挂牌。

【做强特色业务，持续提升价值贡献】

投行业务创新不断。落地全国首单租赁公司并

表型ＡＢＮ产品。金融市场迎难而上。三管业务规

模２６２８亿元，较年初新增８２８亿元；债务融资工具

承销量快速增长。票据规模突破２００亿元。国际业

务亮点展现。在国际业务方面，通过与亿通国际合

作打造的江苏银行特色产品“跨境秒汇通”，在第三

届进博会开幕首日成功推出，为客户提供了更加便

利的跨境结算工具。国际结算量首次突破２００亿美

元。网金条线全面提升。网金日均存款较年初新增

１７．５４亿元。ｅ融支付全年交易量较２０１９年增长近

１２倍。直销银行新增有效户完成率排名全行前列。

信用卡中心量质并重。全年信用卡新增１．５万户，

信用卡激活率７４．６８％。获上海银联颁发的“２０２０

年度上海地区银联业务合作奖”。

【提升资产质量，恪守合规经营底线】

提升资产质量。重视源头把控，加强现场核查，

把控实质性风险。进一步强化大数据信息运用，全

年成功规避多起风险授信。完善风险监测，强化贷

后检查质效，丰富化解手段。落实内控案防。持续

巩固创建合规经营示范行、巩固治乱象成果，做深做

细双基管理、全员家访、合规教育、征信管理、反洗

钱、强制休假等各项工作。开展独立审计，推进内审

成果转化。做好服务提升。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优化服务环境。获上海银保监局３·１５教

育宣传周“优秀组织单位”。被人民银行评为“存款

保险宣传月”表现突出银行。分行南汇支行获“江苏

省工人先锋号”称号。

【强化队伍建设，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强化队伍建设。通过公开竞聘，推进年轻干部

选拔任用，加强对“小专家”培养，完善后备干部人才

库。坚持“人尽其才，有为有位”用人导向，强化干部

“能上能下”力度，加大员工多岗位多层级多领域的

培养历练，强化分支行间交流。坚持党建引领。推

进制度建设，制定《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上

海分行党支部考核细则》。扩建党建活动室，为党建

活动提供硬件支持。加强党委对防疫抗疫工作领

导，加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制定下发通知，让

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强化纪检保

障。突出“严管厚爱”理念，持续推进清廉文化建设，

开展“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教育整顿。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７３７．３９６０５．５６５４２．７２６５３．８９８４９．５９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３８１．０６４５４．００４５２．９９６２３．２０７１４．９７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３０２．４９３５０．３５３８０．２３３６６．５６４３６．９３

净利润 ３．６６ ２．５９ ４．８７ ３．８４ １３．９２

不良贷款率（％） １．３ １．４６ ０．５１ ０．８６ １．２９

（江苏银行上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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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上海分行

【概况】２０２０年，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全体干部

员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

下，坚定地按照行党委、董事会确定的目标、方向和

要求，坚持“两手硬、两战赢”，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

克服困难、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确保了分行疫情期

间的稳定运营；在恢复正常生产后，积极贯彻落实

“六稳”“六保”工作要求，聚焦小微民营、实体民生，

用实际行动践行金融稳企业保就业责任，较好地完

成年度主要经营目标。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从管

理口径看，分行存款日均余额３５６．１２亿元，较年初

增加６２．２２亿元，增幅为２１．１７％；时点余额３７３．６３

亿元，较年初增加５４．９１亿元，增幅为１７．２３％。统

计报表口径下，分行资产总额为５４４．４６亿元，较年

初增加 ９３．５３ 亿元，增幅 ２０．７４％。贷款余额

３０１．３３亿 元，较 年 初 增 加 ５２．７２ 亿 元，增 幅

２１．２０％。全年实现资本成本调整后营业净收入

６．５６亿元，风险和资本调整后营业净收入５．６０亿

元，考核利润１．３７亿元。

【内控合规和风险管理】 上海分行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探索丰富清廉金融文化，营造

风清气正、崇廉尚洁的氛围，倡导勤俭风尚，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积极打造“清廉杭银”；

紧紧围绕监管整治市场乱象工作部署，以年度“双

基”方案为基础，不断提升分行的管理精细化水平，

全年风险结构逐步优化，合规质效不断增强。持续

深化合规管理示范行创建，通过专刊简报、合规大讲

堂、多媒体宣传网页等，加大宣传力度，培育合规氛

围，提升合规队伍专业能力。严肃追责问责，将“治

乱象”等专项检查与行内日常“八项禁令”飞行检查

相结合，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层层压实责任，强化

合规红线。不断强化员工行为管理，及时发现苗头

性问题，案防管理联动形成合力。健全反洗钱内控

体系，积极配合各类外部反洗钱协查，做深做细反洗

钱排查，定期开展反洗钱检查，开展常态化反洗钱宣

传及培训，严控洗钱风险。进一步加强消费者权益

保护。通过引入高质量的外部培训，提升投诉处理

技巧及处理质量，实现投诉总量下降１０％的目标，

全年无二次投诉和有责投诉。组织１６家营业网点

开展户外宣教，以“３·１５消费者权益保护周”“普

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金融知识为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建立健全公众金融

素质教育服务工作长效机制。一丝不苟做好全行

安全保卫工作，全力确保疫情防控、进博会等特殊

时期运行平稳。全年分行做到安全保卫零事故。

持续做好存量客户结构调整，全年结构调整完成数

２．２２亿元，完成率１６３．７１％。加大贷后预警和非

现场监测分析，定期开展逾期数据分析，增加外部

预警信息的批量筛查辅助功能，试点在大零售信贷

业务中建立分行信用风险预警模型，加强风险预

判，开展专项排查。通过排查，就分行的信用风险

现状进行分析识别，对部分大额授信客户受到环境

影响和自身经营问题存在风险隐患的，做好充分的

风险管理预案。根据分行自身管理要求和总行“排

雷计划”的频度要求，定期检视、调整管理层级，做

好前瞻风险管理。

【服务实体经济】 加强普惠金融投放支持。截

至２０２０年末，上海分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３９．７３亿

元，较年初增长１１．７９亿元，普惠小微贷款户数

２０４０户，较年初增长６０１户。保持重点行业授信支

持稳定增长。截至年末，有贷款余额的制造业、批发

和零售业等重点行业客户合计１０５户，贷款余额达

５１．０４亿元。制造业贷款完成全年新增４亿目标。

有效落实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全年分行合计为３８户

小微企业主合计７４笔贷款进行无还本续贷，涉及贷

款本金９３２９．６３万元。扎实推进科创金融特色业务

发展，全年实现科技文创金融ＢＣ类信贷客户数新

增４２户，科技文创渠道拓展成效显著，全年新增担

保渠道３个，创投渠道４户，与市科委等多家部委机

构全面展开合作。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０７．８９４４８．８９４１５．６３４６０．９３５４４．４６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２５６．９０３９０．９４３７７．７７４２３．４４４９３．１８

本外币各项贷款 ２０４．９２２１４．６２２３５．６８２３９．５５２９４．５３

净利润 ０．７６ －１．３７ ０．０１ １．５９ ２．８３

不良贷款率（％） １．０９ ２．８０ １．６０ ６．７８ ２．０２

（杭州银行上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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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银行上海分行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温州银行上海分行贯彻总行新发展理

念，坚定发展信心，坚持改革转型，坚持回归本源，突

出“两严两深”工作主题主线，以“高效率、高质量”为

基本要求和发展目标，聚焦聚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着力推进业务转型、降低成本提升效益、化解风险等

重大工作，较好地完成全年各项工作。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分行存款时点为２９５．８２亿元，

较考核基数增长１４１．８８亿元。总存款日均达

２１７．６６亿元，较去年增长７７．２８亿元。单户授信总

额１０００万（含）以内的小微贷款余额为７５．２０亿元，

较年初增加３５．３２亿元，不良现金清收累计２．４４亿

元，核销转让３４．４２亿元，实现营业增加值２．２１

亿元。

【发挥党委核心引领作用，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２０２０年是全行“党建能力提升年”，上海分行党

委及时认真总结近几年的党建工作得失，牢固树立

“党建强，发展强；发展强，党建强”的管理理念，进一

步规范和完善分行党委领导决策机制和支部建设工

作，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和从严治行，坚持“一岗双

责”，以党建工作统领全行经营管理工作，以党风廉

政建设促进队伍建设，凝心聚力。一是巩固转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进一步提升全行

党员特别是分行班子的政治能力；二是从组织上、制

度上健全分行党风廉政建设体系；三是强化落实“一

切工作到支部”，进一步提升基层组织能力；四是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等重大突发事件为政治考

验，进一步检验和锻炼分行党员干部队伍的战斗力；

五是认真贯彻“两严”主线，进一步提升防腐拒变

能力。

受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分行各项工作遇到前所未

有的挑战，上海分行干部员工在总、分行党委坚强领

导下，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认真

做好疫情防控，一方面积极开展业务拓展活动，对公

对私联动，线上线下并举，努力克服不能正常营业带

来的种种不利因素，一季度顺利实现年初既定的“奋

战１００天，突破２００亿”开门红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分行党委多次召开专题

会议，及时传达总行及监管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

的指示及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研究部署加强

疫情防控。践行防控要求，落实防控责任，以科学的

态度认识疫情、重视疫情、应对疫情，全行干部员工

切实增强安全意识，全力防范疫情，确保分行安全稳

定。二是明确职责分工，实现平稳过渡。分行成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全面领导分行疫情防控及当前阶段业务开展。具体

包括分行办公室落实分行办公场所消毒、防控物资

准备、员工后勤保障，各业务条线牵头各项业务有序

开展等。各部室、支行层层负责，确保所在部门人员

安全稳定，确保分行平安渡过疫情，确保金融秩序不

受影响，确保客户服务周到有序，不发生客户投诉等

负面事件。三是组织开展了五轮疫情防控督查，对

全行防控物资储备情况、营业网点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情况、人员健康档案建立及报送情况等内容开展

督查工作。四是指导全行营销人员通过线上方式积

极营销客户服务，主动践行金融行业的社会责任。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分行干部、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团员青年冲在第一线，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充分

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分行同时积极宣传报道疫情

防控和安全复工、扶持小微企业的好人好事，凝聚起

干事创业的正能量，其中《“组合拳”战疫！温州银行

上海分行为小微企业纾急解困》《同舟共济，共抗疫

情———温州银行上海分行向党建共建社区捐赠应急

物资》等被新华网报道转载，引起较好的社会反响，

多篇素材被总行对外宣传采用，进一步提升了温州

银行的良好社会形象。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实体经济复工复产】

在非常时期，分行全力支持疫情防控。积极贯

彻总行及监管部门各项政策和工作部署，成立分行

稳企业保就业工作专班，落实加强金融服务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各项要求。主动了解、满足防疫相关企

业需求，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开通绿色审批通道，对

于受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明确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同时通过调

整还款计划、延长贷款期限、给予中长期授信产品

等方式，缓解企业流动性困难。对因假期延长导致

还款资金划付困难的借款企业，可延期还款，不作

为逾期贷款处理，不视作违约，不收取逾期利息和

罚息，不纳入逾期征信记录；对抗击疫情和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实施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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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

积极组织开展“小企业客户利率优惠专项活

动”，落地央行再贷款的政策，以不高于ＬＰＲ＋５０ＢＰ

的优惠利率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据统计，从

２０２０年３—５月开展小企业专项利率优惠活动，给

予优惠利率的小微客户户数１２户，贷款金额４２１０

万元。２０２０年６—９月再次开展小企业专项利率优

惠活动，给予优惠利率的小微客户户数５６户，涉及

贷款金额２２４７０万元。优惠利率活动共给予优惠的

企业户数６８户，金额２６６８０万元。

根据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

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银发〔２０２０〕１２２

号）和总行《关于进一步对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

付息的通知》，按照“应延尽延”要求，分行开展小微

业务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工作。通过本金和利息延

期、罚复息减免等手段，减轻疫情期间小微企业的融

资成本。在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年度评比中，温州

银行上海分行获２０２０年度上海银行业普惠金融服

务突出贡献奖，是６家获奖银行中唯一一家城商行。

【滚动式开展各类营销活动，积极参与“六稳”

“六保”金融服务】

一是组织开展了“开门红”和“红五月”综合劳动

竞赛、下半年资产业务投放等活动，大力推动活动开

展有效促进了分行存款持续稳定增长。

二是高度重视疫情期间受影响的实体客户金融

服务，按照市委、市政府“六稳”“六保”要求，定期对

接受疫情影响的客户，实地了解个性化支付结算、流

动性融资需求，在业务政策的支持下，加大给予企业

结算手续费优惠，定制各类存款理财收益，提升客户

融资便捷度，简化疫情期间业务办理各项手续，切实

服务经济实体。

三是牵头跟进分行重点项目，积极拓宽业务合

作渠道，网络金融服务方面，为控制监管账户资金安

全，分行结合业务风险及日常客户使用感受等问题

向总行提出功能优化需求，协助总行推进系统更新

上线与金鹿定付通制度正式上线。

四是通过深入的市场调研和同业信息收集，分

行向总行申请了两款储蓄产品，其中月月福产品自

５月发售以来，提升了分行新储蓄产品销量和中长

期储蓄的沉淀量，为争取市场份额提供极大的助力。

２０２０年分行月日均储蓄２０万（含）以上客户数（优

质客户数）网均增量排名总行第一。

【加快资产业务投放，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

力度】

一是梳理整合总行信贷政策导向，结合上海区

域经济特征，将重点行业领域确定为抵押业务客户

群体和本地国企类客户群体。

二是根据上海分行重点信贷业务方向，持续开

展资产业务投放劳动竞赛活动，全年滚动开展上海

本地房产抵押、本地国企和本地政府企业的劳动竞

赛专项活动。加强总行公司银行部推出的各项现金

管理、资产业务、融资工具等产品培训，加强专业培

训和业务指导。

三是结合分行与在沪浙商业务接洽和推进机

会，通过温州商会获批商会会员单位企业，主动联

系，上门拜访，建立重点扶持措施，宣传支持温商

机制。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上海分行对公表内信贷投放

（含银票）全年累计新发生１４．５１亿元，客户数２０

户，其中新增、续增１０．８１亿，客户数１７户。积极推

进金鹿ｅ企贷、金鹿贴现宝、金鹿超短贷、金鹿资产

池资产业务产品落地，全年累计发生四大产品业务

金额７．３８亿元，客户数３１户。

四是按照监管要求，以深入开展“百行进万企”

活动为契机，加强银企沟通。一方面通过走访小微

企业，加强与小微企业沟通联系，了解企业需求，为

企业制定针对性产品，做好小微企业服务工作；另一

方面，通过大力推广营销，宣传优势产品和优惠政

策，让小微企业了解优势产品及优惠政策，与部分在

沪地区商会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累计签约授信金

额达２７０亿。同时加强小企业客户经理队伍机制建

设，严格考核，加大激励，努力提升产能。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上海分行报表口径小微贷款

余额７４．２８亿元，小微业务放款５４．７１亿元，小微余

额增量３４．５６亿元，小微户数新增１４８２户。行内考

核口径小微余额７５．２０亿元（其中资产证券化０．９２

亿元），小微余额增量３５．３２万元，指标完成率

１７６％，已超额完成总行下达的全年指标，小微户数

新增１５２０户。

【国际业务取得突破】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国际结算量完成４．１亿美元；

共发生结售汇５７５笔，金额１．１２亿美元；累计开证６

笔，金额９３．４３万美元；进口代收３２笔，金额２１．６６

万美元；出口议付２０笔，金额７２．９３万美元；进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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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２笔，金额３４．３５万美元；进口代付１笔，金额

１２．９１万美元；外币流动资金贷款７笔，金额１７７．９６

万美元。

（温州银行上海分行）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正值厦门国际银行总行成立三十五周

年、分行成立十五周年，也是全行“四五”规划收官、

“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一年，厦门国际银行上海

分行坚定贯彻“一核四化五新”年度工作方针，开辟

具有分行特色的发展之道，探索着当下与未来、诠释

着使命与担当。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上海分行已开设同

城支行１９家，员工总数６７６人，总资产规模１５４３亿

元，各项存款规模（不含同业存款）６４５亿，各项贷款

规模７５７亿。上海分行四五规划期间年度复合增速

分别为７．４６％、０．５５％和１７．６９％，在上海异地城商

行中总资产、各项存款（不含同业存款）以及各项贷

款规模排名（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分别为第四、五、

二位。

【风险管理情况总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市场环境复杂，

信用风险压力倍增，上海分行积极打造质量品牌和

核心竞争力，深化全面风险排查长效机制，强化分支

机构资产质量管理主体责任，探索建立更科学的考

核指标体系，逐步促进分行业务与风险管理平衡发

展，提高风险抵御风险的能力，通过强化质量前瞻

管控的理念，持续加强催收力度，提升风险化解速

度和精度。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２０２０年末关注

贷款率３．１３％，不良贷款率１．２９％，贷款逾期率

３．２０％。

【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科创产业以及产品和服

务创新情况】

２０２０年，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厦门国际银行上

海分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服务，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积极推进二十五条金融服务助力措施，不定期对本

行客户发送健康提示和慰问短信，创造性推出《疫情

期间双异地单位客户开户操作规范》，支持注册地和

经营地均在异地客户远程视频开户确认，保障双异

地客户的正常开户需求。２０２０年全年，上海分行累

计投放战疫金融贷款５笔、４．３８亿，共对６７户中小

微客户进行了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操作，做到应延

尽延，涉及本息金额共计２６．４６亿元。同时，分行全

年再贷款共投放１６．９６亿，再贴现落地５．１５亿。

在产品创新方面，上海分行大力推进交易银行

各类新产品推广和落地，为中小企业、创新企业等客

户提供结算、资金监管等行业金融解决方案，相继推

动供应链应收账款质押、链ｅ融、信ｅ融等交易银行

重点产品的推广落地；稳步推进普惠金融科技建设，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以税务数据

作为强风控数据源评估小微企业经营情况，构建“税

务数据＋”的强风控体系，推出税享贷产品，实现个

人经营性信用贷款产品线上化、智能化；完成“跑

街＋跑数”相结合的小微Ｅ贷产品研发，实现系统自

动化线上审批与放款、线下市场人员标准化跟进尽

调以及智能贷后管理；构建抵押类产品自动化风控

体系，完成抵押类产品线上化、智能化重造，推出个

人线上房产抵押经营贷产品，通过金融科技助力提

升小微金融服务差异化、智能化水平。截至２０２０年

末，上海分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合计８１．５５

亿元，较年初增长２６．８９亿元，增速达４９．２０％，高于

全行贷款增速。

此外，上海分行紧抓国家重点战略规划带来的

区域发展机遇，聚焦本地贸易型企业大力推进贸易

项下国际结算业务，积极拓展同业代开渠道，累计

落地国际进口信用证代开业务３．４６亿。此外，还

充分加强跨境债券市场的分析和拓展，通过融资性

担保，解决企业境外没有评级的问题，降低发债成

本，缩短发债流程，全年开具融资性保函２９４９万

美元。

【重大活动】

２０２０年，上海分行党委积极融入属地区域化党

建氛围，６月２４日与北外滩街道党工委签订共建协

议，６月２９日正式成为虹口区区域化党建工作联席

会议的成员单位，１２月３日与虹口区委组织部签署

了虹口区区域化党建服务双向认领协议，党建“朋友

圈”持续拓宽，党建“引领力”持续强化。在总行党委

的号召下，分行党委以“党建引领、全员教育”为导

向，深入开展了“不忘初心，从严治行”主题教育，切

实将意识形态教育融入了分行政治生活和经营管理

当中，进一步增强了分行员工合规经营管理意识，进

一步激发了组织的战斗力。

此外，２０２０年正值上海分行成立十五周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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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立三十五周年，上海分行以“十五芳华，申情相

伴”为主题，开展一系列多样化、参与度强、活泼热

闹，积极向上的内部文化活动。同时，上海分行积极

利用分行１５周年契机在对外宣传工作上实现了多

项突破，年初成功举办“汇爱育人与‘厦’同行”教育

扶贫公益项目启动仪式，与闽都基金会联合向上海

市慈善基金会虹口分会捐赠３０万元，成立“彩虹厦

的童年”公益基金，四季度成功举办虹口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战略协议签订仪式，无偿为实践中心提

供近５００平方米场地。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０７６．６２ ８５９．０１ １０６６．９１ １２９９．５８ １５４３．０５

本外部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６２７．３５ ４８８．０７ ５３１．２６ ６３８．４７ ６４４．７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３３５．００ ４３７．５９ ６２１．７５ ７３７．４６ ７５６．５２

净利润 ４．３２ ３．４１ ０．０３ ３．２４ ３．３５

不良贷款率（％） ０．３４ ０．６６ １．３１ １．１２ １．２９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

渤海银行上海分行

２０２０年，在渤海银行总行党委的大力支持下，

渤海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围绕转型创新发展，带领分

行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党建工作基础进一步扎实，

经营业绩保持稳定。总体上，在总行“三五”规划的

指引下，上海分行朝着年初既定的计划目标，不断

推进业务转型发展，创新业务取得了突破，经营业

绩保持稳定，风险控制能力不断提升，资产质量保

持稳定。

【经营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上海分行表内外主要资

产规模合计４０８．９３亿元；本外币各项存款（不含同

业，下同）余额２９１．４０亿元；日均余额２８２．９２亿元，

较上年增加５７．２９亿元，增幅２５．３９％。本外币各项

贷款余额２２９．０３亿元，较上年末减少６．４７亿元，增

幅－２．７５％；日均余额２１５．８５亿元，较上年减少

２１．９０亿元，增幅－９．２１％；不良率１．６３％。

【批发业务结构逐渐优化】

今年以来，上海分行进一步深入推动客户和业

务机构调整，进一步开拓上海本地市场资源和业务。

批发业务以调整客户结构、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稳

步推进资产和负债业务。压降房地产项目的规模，

逐步引入优质的科技、医疗、教育、制造业等优质客

户资源，逐步调整原先以房地产客户相对独大的

局面。

【零售业务积极发展生态金融、普惠金融业务】

上海分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发展生态金

融、普惠金融业务。积极围绕营销活动、消费信贷、

财富管理、生态渠道、科技平台等方面多元化开展业

务。２０２０年全年个贷投放业务累计完成１４１４笔，

金额８７６９６万元，贷款余额６６．０６亿元。储蓄存款

新增１８．２亿；金融生态零售获客新增５５６２６户，实

现大幅增长。

【风险管理坚守底线】

上海分行切实秉承“降风险，促发展”的工作理

念，加强风险导向功能，践行敏捷银行理念。不断加

强对监管政策和总行授信政策的研究解读和落地实

施，在政策导向上，根据上海分行业务现状、区域特

点和总行授信偏好，制定了《上海分行授信业务指导

意见（试行）》，从行业、区域、客户、产品等多维度为

业务营销工作提供有效的指向和引导。全面关注新

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授信业务的“危”与“机”，积极支

持疫情防控企业，关注并研究当前的发展机遇，引导

客户部门在继续打造上海分行医疗行业金融服务特

色品牌的同时，提前布局发展新方向，积极介入具有

较大发展空间的新业务领域。面对外部经济下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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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局势，风险条线持续严把客户准入关，严格审查

标准，积极优化授信结构，灵活化解存量风险授信，

持续保持较高资产质量，保证上海分行授信业务健

康稳定发展。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４６．８９３８５．６８３８０．４３３０４．３２３２４．８４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２９０．４７３７１．６６３５８．１３３１５．１２３１２．４９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６１．６８２４７．２３２６４．３１２３５．５０２３３．５０

净利润 ３．１０ ４．４６ ７．１０ ５．７６ ２．９９

不良贷款率（％） ０．５５ ０．２８ １．１２ １．２１ １．６３

（渤海银行上海分行）

富邦华一银行（台资）

作为大陆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全牌照运营

的台资银行，富邦华一银行坚持立足“服务台商、服

务实体经济”两个本源，扎实做好金融服务。目前，

已在１２个城市开设了２６家营业网点，是大陆网点

数量最多的台资银行。

富邦华一银行积极完善公司治理，导入富邦金

控和台北富邦银行先进的管理技术，提升信息科技、

人力管理能力，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力度，完善风险管

理体系，扩大经营规模；并审慎积极地进行机构筹

建，为业务的发展奠定基础，已获得标准普尔长期信

用评级ＢＢＢ＋，穆迪长期信用评级Ｂａａ１，中诚信评

级为ＡＡＡ。

【经营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资产总额增幅２３％，达人民币

１１６５．７７亿元，贷款总额增幅１６％至４６８．２７亿元，

存款总额增幅３１％至９２８．７０亿元，净利润创历史新

高，同比增长 ３２％ 至 ４．３６ 亿元，资本充足率

１３．９６％，不良贷款率降至０．５５％，资产质量显著提

升，各项业务均位居台资银行前列。

【服务实体经济】

富邦华一银行全力服务实体经济，努力发挥金

融支持作用，重点加强京津冀区域、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地区以及中西部区域等重点区域信贷投放，

同时根据区域经济特色匹配不同的信贷和金融产

品。如结合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及金融业发展领先、

优质制造企业及物流业发达的特点，制定相关授信

办法，大力支持推展供应链融资项目。

针对重点产业领域的相关企业，富邦华一银行

主动提供相关配套金融产品，如供应链金融平台，围

绕核心企业产业链延伸提供金融服务，结合区块链、

大数据技术，开发全流程、高效率的线上应收账款融

资系统，为制造业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中小微企业

等提供金融服务。

富邦华一银行充分发挥优势，积极承做跨境银

团交易，牵头ＯｎｅＰｉｌｏｔ银团项目，助力建设武汉及

长三角一带仓储物流基础建设项目；精准创新服务

“三农”，富邦华一银行作为共同牵头行完成的正大

畜牧银团，为境内银团市场相关细分领域首单；为深

耕台商、服务台商，富邦华一银行与战略合作行积极

合作，成功落地台资企业银团贷款。

为支持区域、地方经济建设发展，富邦华一银行

在承销地方政府债券方面不断加大力度。截至

２０２０年末，富邦华一银行成功加入重庆市、宁波市、

江苏省、安徽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债券承销团，

还加入了２０２０年国家开发银行跨市场发行人民币

金融债券承销团，成为首家参团且唯一在团的台资

银行。

２０２０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对外贸易形

势严峻，稳外贸工作意义重大。富邦华一银行成立

“稳外贸”敏捷小组，积极发挥全球同业网络渠道和

外汇专业优势，助力企业乘风破浪逆势前行。

【产品和服务创新】

富邦华一银行推出线上营业厅，采用可视化互

动、ＯＣＲ、人脸识别等技术，将柜面服务线上化，提供

“非接触式”远程金融服务，解决台籍客户临柜难痛

点，为外资银行首创；升级手机银行３．０，采取全新

系统架构和用户大数据体系，创新融合两岸文化、生

活、金融，提供特色化和差异化服务，获中国金融认

证中心颁发的“２０２０年最佳手机银行创新奖”。完

成支付业务整体规划，启动社区、教育等行业支付＋

金融一站式解决方案；深化与重点渠道的战略合作，

推出“邦帮两地通”，搭建衣、食、住、行、学场景生态

圈等。

富邦华一银行推出一系列外汇收支便利化措

施，包括为企业实施优化贸易外汇收支单证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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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办理货物贸易项下外汇汇款业务，以及推出

企业网银新上线购付汇３．０功能，实现跨境汇款

业务全流程线上化，推出“无保直贷”等特色跨境

融资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等。

【风险管理】

富邦华一银行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

险、操作风险、国别风险、银行账户利率风险、声誉风

险、战略风险和信息科技风险等，并且通过采取定性

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识别、计量、评估、监测、报告、

控制或缓释前述各类风险。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明确

了董事会、高级管理层、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

内审部门在风险管理中的职责分工。

【社会公益】

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富邦华一银行

积极组织向重点疫区献爱心，通过上海富邦华一公

益基金会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赠资金５０万元，向湖

北等地不定向和定向捐赠近百万物资；响应中国银

行业协会号召，助力内蒙古察右后旗脱贫攻坚，动员

工会集中采购优质农副产品，并组织“爱在农情米意

时”富右公益市集，帮助销售农副产品２６．１４万元；

连续七年赞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富邦助学金

项目，为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和生活补贴；

连续四年与昆山杜克大学合作设立奖学金，资助杰出

学生修习环境政策项目，投入永续环境研究发展；为

台湾青年赴大陆求学、就业搭建实习、招聘平台，提供

了解大陆银行业的渠道和机会，增进两岸青年交流。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６８１．５４ ７１７．２３ ７０７．９３ ９４７．６６ １１６５．７７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４０２．１０ ４４５．２９ ４６１．９８ ７１０．８２ ９２８．７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２７８．１４ ２９２．０６ ３０６．４９ ４０４．４７ ４６８．２７

净利润 ４．１２ ２．２０ １．８０ ３．３１ ４．３６

不良贷款率（％） １．６０ １．４４ １．３８ １．０９ ０．５５

（富邦华一银行）

台湾中小企业银行上海分行（台资）

【经营情况】

台湾中小企业银行上海分行是一家以支持民营

企业及扶持中小微企业为目标的银行，上海分行成

立于２０１３年８月，分行从成立初至今，一直朝着目

标前进，把实际从事运营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及

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我分行全力支持的对象。上海分

行持续深耕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核

心业务，并聚焦各项具发展利基之核心商品；之后，

也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及服

务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２０２０年，上海分行基于经营风险管理考量进行

贷放行业结构调整，２０２０年底放款余额约人民币

７５２８７９千元，较２０１９年底放款余额人民币７９９８８９

千元减少４７０１０千元，降幅５．８８％。其中金融同业

２０２０年底贷款余额较２０１９年底减少９４３９１千元，

授信余额占比由２０１９年４３．１７％降至２０２０年

３０．１３％；服务实体经济方面，２０２０年底制造业较

２０１９年底贷放增加人民币２２５３９千元，授信余额占

比由２０１９年３３．５９％提升至２０２０年３６．１９％。

上海分行２０２０年底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约人

民币６００３００千元，占放款余额的７９．７３％，较２０１９

年底约人民币 ５３７４７７ 千元，占放款余额的

６７．１９％，２０２０年增加约人民币６２８２３千元，显示上

海分行积极拓展民营、中小微企业及服务实体经济

的贷款放款业务。

上海分行营运规模虽然较小，但在配合政府政

策，推动民营及小微企业贷款方面，仍积极进行推

进，对配合政策且具发展潜力之民营企业及小微企

业给予全力支持，聚焦第一还款来源，稳步提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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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及服务实体经济发放比例，提

高金融机构金融服务能力。

【风险管理】

２０２０年上海分行持续以往做法，注重对客户贷

前、贷中、贷后的风险控管，在贷前由主管会同信贷

人员共同拜访，借由实地访查了解客户的营业状况、

生产情形、主要负责人对企业的经营理念及未来愿

景，并了解客户的需求；贷中审核时，对企业提出的

需求加以分析，借由财务报表从营收、应收款项、存

货、现金流量等，判断客户的需求及银行能承做额

度，并和企业沟通承做条件，贷后则借由财务报表及

实地访查，查看企业营业状况是否与计划相符，如果

差异过大，了解客户无法达成的原因，及未来改善计

划，如判断企业营况、财务不如预期或存在欺骗的可

能，则提出预警及因应作法给银行管理人员，充分做

好风险控管。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０．１０ ２９．２１ ２７．３２ ２２．８８ １５．３６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０．８４ １．１４ ０．９６ １．１９ １．１２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０．５６ １２．４７ ９．０１ ８．００ ７．５３

净利润 －０．５９ ０．４６ ０．０９ ０．１４ ０．４２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台湾中小企业银行上海分行）

（三） 营 运 中 心

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部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

部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影响，灵活施策，沉

着应变，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措施有效落地，取得了良

好的经营成效与工作进展。全年办理贴现业务量

１４７４９亿元，同比增加１０９３亿元，增幅８％，持续保

持国内“贴现第一大行”的领先地位。

【经营变革】 ２０２０年，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

部通过组织营销竞赛，开展主题季活动，主动调节经

营节奏，统筹运作有限的票据规模资源，主动加快票

据周转交易，保证了贴现业务量稳步增长。全行贴

现业务量比２０２１年提前实现万亿元的突破，创下历

史最快纪录。全年贴现量１４７４９亿元，市场占比提

升至１１％，在稳定保持全市场占比第一的同时，领

先优势进一步扩大。

【服务实体经济】 ２０２０年，中国工商银行票据

营业部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

推动全行票据条线从业务审批、快速响应、线上服

务、资源保障等方面，重点发挥票据业务优势作用，

配合落实全行“春润行动”，提升票据服务效率和融

资便利，加大了贴现业务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力度。

全行累计为医药、医疗器械、医疗机构、公共卫生基

础设施建设等支持疫情防控重点行业办理票据贴现

３２８亿元。制造业贴现量６７１６亿元，同比增长４％，

在贴现总量中占比达４６％。同时，发挥票据业务对

小微企业发展的扶持作用，降低融资成本，推动票据

精准扶贫，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与纾困发展。

全行小微贴现量４４３４亿元，在贴现总量中占比

３０％。累计办理再贴现业务５２２亿元，均在五大行

中排名第一。

【市场拓展】２０２０年，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

部从业务基础抓起，紧盯客户源头，做好全面拓展、

分类维护与深度发掘的三篇文章，强化了客户营销

拓展工作。建立了分层营销管理机制，与分行、基层

行协同推进客户营销工作，累计走访重点企业客户

５１１户，重点贴现企业客户集团口径达到１１３４户。

用好“鹰眼票据”“智能营销”“对公客户票据业务提

质挖潜”系统工具，助推分行对接潜在网银客户和有

贷户客户准入拓户，全行贴现准入客户数３７８６９户，

同比增加３４６１户，增幅１０％。同时，加强对同业客

户的营销走访，扎实推进“总对总”营销工作，积极拓

展转贴现业务合作客户，全行转贴现客户数１０４３

户，同比增加２４３户，增幅３１％。

【服务创新】２０２０年，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

部持续做好“工银ｅ贴”、付款票据通、普惠专享贴等

已有产品的优化升级，加强与分行联动，在政策传

导、客户选择、营销推动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加大推广

力度。全行累计办理“工银ｅ贴”２６７５亿元，同比增

长１２０％；３４家一级（直属）分行开办了付款票据通

业务，累计业务量７７亿元，同比增加４４亿元，增幅

１３３％，覆盖了７１家供应链核心企业和２７３户上下

５７一、 中 资 银 行　



游企业；累计办理普惠专享贴业务１５．７３万笔，金额

１５０７亿元。同时，作为全行票据融资业务牵头部

门，积极配合总行参与供应链票据业务试点。统筹

推动ＥＣＯＳ票据业务架构改造落地，有序推进内部

管理系统优化项目，投产应用“网银端票据管理增值

服务项目”，协同工银ｅ企付实现与票付通的一期对

接，全面优化客户服务体验，为基层一线解负赋能。

成功落地“企票通”平台商票出票功能，支持相关分

行与境外机构合作实现票据业务新突破。

【风险管理】２０２０年，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

部密切关注票据市场风险动向，加强重要风险点的

监测，投产了转贴现业务监督系统，对系统外转贴

现和回购业务实行Ｔ＋１全量监督，并持续优化票

据业务风险管控系统功能，组织分行贴现业务合同

发票监督试运行，开展票据融资业务专项检查、市

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和“制度治理年”主题活动，落

实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问责，有效防范化解潜在风

险。积极推动票据业务纳入全行统一风险管理体

系，从客户准入、尽职调查、背景审查、限额管理、系

统刚控、监督监测等方面强化风险防控，重点强化

对中小银行、财务公司承兑票据的风险管控，加强

了对票据业务全流程监测，确保了业务条线稳健

运行。

【党建引领】 ２０２０年，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

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开展“四史”学

习教育，举办了党支部书记集中轮训、干部读书班、

网络知识竞赛，组织支部开展“党课开讲啦”活动，并

结合纪念建党９９周年、建国７１周年等主题活动，引

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持续巩固深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积极构建巡视巡察上

下联动格局，建立“大监督”体系，健全党纪审理机

制，切实将“两个维护”落实到强化监督、精准执纪、

严肃问责等各项工作之中。实施全行票据融资业务

人才双向交流培养项目，制定新员工“职业护航”培

养方案，首次实施全职业周期线上培训提升项目，不

断深化队伍建设。围绕品牌、发展、文化等三个维

度，以《不曾停步》专题片、票据市场高峰论坛、营销

明星案例手册、《票·赢》特刊和企业文化故事集等

独特方式开展了建部２０周年系列活动，展示了票营

文化，营造了良好氛围。

（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票据营业部

２０２０年，中国农业银行票据营业部积极落实国

家政策，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贯彻高质量发展新理念，立足服务实体经济本

源，助力“六稳”“六保”工作，加大业务拓展力度，加

强全面风险管理，推进票据交易业务高质量发展。

【服务实体经济】 坚定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重

大战略的业务发展方向，优化直转贴业务联动机制，

通过转贴现业务支持分行贴现业务开展，对符合国

家政策导向的小微、科创、节能环保、防疫重点支持

行业企业的票据实施绿色通道、价格倾斜等措施，促

进票据融资业务量增价降，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

效。推动全行再贴现业务发展，强化业务宣讲与辅

导，通过总分联动和分行自主开展的方式积极开展再

贴现，加强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

持。强化系统内转贴现做市，优化业务和系统操作流

程，组织分行开展代理营销，动态发布业务准入和转

贴现价格，定期发送市场月度动态，强化风险提示、合

规传导和策略共享，引导分行稳健开展票据业务。

【交易再创新高】 积极研判经济金融环境和政

策形势，制定并灵活调整经营策略，准确把握业务节

奏，完善业务定价机制，持续优化业务品种结构和期

限结构，全年完成交易量２０５７７亿元，同比增长

３３％，创历史新高。积极营销拓展新客户，挖掘客户

潜在需求，实施精细化营销管理，同时优化客户集中

度和结构，新增同业机构客户３３家。持续推动流量

经营，增强转贴现双向交易能力。主动联系并重点

满足疫情重点地区同业机构的票据融资需求，交易

量同比接近翻番，支持实体企业复工复产和票据

融资。

【强化全面风险管理】 坚持合规为先、风险为

本、稳健发展的经营理念，制定年度风险策略，有针

对性地开展全面风险管理，持续做好三大风险的监

测预警，尝试运用大数据分析，适时开展压力测试，

实现无不良、无损失、无案件的安全营运。积极落实

各项监管要求，持续加强合规文化建设和清廉金融

文化建设，合理统筹系列风险排查、专项治理和案件

防控工作。根据业务发展梳理风控重点，强化规章

制度及执行力建设，加强业务连续性管理，开展应急

演练，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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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数字化转型】 紧跟上海票据交易所步

伐，持续优化全行票据交易系统，组织开展年度优化

项目的需求编写、系统开发、投产上线和业务验证等

工作，进一步提升系统的完备性与自动化水平，提高

业务办理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开展票据交易业务

同业机构画像数据分析项目，助力票据交易业务精

准营销和精细化风控。积极研究标准化票据、供应

链票据等创新产品，做好创新储备。

【积极参与市场建设】 获得上海票据交易所

“优秀会员单位”“优秀银行类交易商”等称号。参加

中国票据研究中心征文活动并获一等奖，参与撰写上

海票据交易所年度报告、中国银行业协会票据市场发

展报告的部分章节，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主

动参与市场建设交流，积极参加配合监管部门调研、

同业交流、全国商业银行票据联席会议、上海票据交

易所高峰论坛等活动，为票据市场稳健发展建言献策。

【加强党建和队伍建设】 坚持以党建工作为统

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

命。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纪律和

廉政教育、警示教育，持续提升党组织标准化、规范

化水平。抓实抓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切实做好宣

传动员、防控物资储备、组织捐款、关爱员工、表彰典

型等工作。组织读书会、青年突击队、趣味运动会等

活动，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战斗力。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项 目 名 称 数　　值

票据交易量 ２０５７７

票据资产余额 １７８３

业务收入 ３３．５２

拨备后利润 ３．４６

不良资产率（％） ０

（中国农业银行票据营业部）

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

【经营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兴业银行本年新增信用

卡发卡量４６９．５万张；实现信用卡交易量２３１０６．７

亿元，同比提升１７．２％；透支余额４０９８．３亿元。

【风险管理】

２０２０年，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严守资产安全底

线，风险防控能力快速提升。

（一）强化贷前审查，严控增量风险

一是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结合新冠肺炎疫

情对不同客群和不同渠道风险影响的差异，及时采

取风险预警、渠道清退、提高政策准入门槛等措施，

严控新增客户风险。二是加大人工干预和电话核实

覆盖范围，积极引入行内信息及第三方数据源，丰富

授信判断维度，提升风险识别能力。

（二）夯实贷中管理，化解潜在风险

聚焦存量客户风险，全面加强贷中风险防控体

系建设，依托大数据和决策引擎升级，搭建风险与收

益相结合的存量客群分层、监控、预警和套现监测体

系，实现对客户生命周期潜在风险变化的实时监控、

判断和处置。

（三）狠抓贷后清收，压降不良资产

一是加快自催团队建设，提升自催业务量占比；

二是充分赋权激发分行主观能动性，打造总分联动、

优势互补的属地清收新模式，新发生不良清收效能

明显提升；三是丰富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开展不良资

产证券化项目，大力化解不良资产。

【产品和服务创新】

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推出美国运通?耀红卡。

美国运通通过其在华合资清算机构成为国内首家获

得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的外卡组织。２０２０年８

月，兴业银行与其强强联手发行兴业银行美国运

通?耀红卡，该卡是美国运通品牌的人民币结账信

用卡，采用一芯双应用技术，持卡人可以在全球受理

美国运通卡的商户使用，除了支持传统的刷、插、挥

卡线下支付外，还能在支付宝、云闪付绑卡支付，让

用户获享全球支付无忧的优质体验。

【重大活动】

（一）全面升级“６积分”活动

２０２０年，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针对“宅经济”和

客户行为线上化趋势，推动“６积分”活动兑换方式

和礼品种类不断优化。在兑换方式上，推动“去实体

卡”升级，取消原来必须持卡至线下门店兑换的模

式，将兑换场景完全转移至官方ＡＰＰ“好兴动”，升级

后权益兑换量环比提升高达２２３．５％。在礼品种类

上，进一步拓宽可兑权益的品类及品牌，全面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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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行、购、娱场景，活动参与人数快速增长。

（二）持续开展“积分大富豪”活动

２０２０年４—１２月，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开展

“积分大富豪”活动，客户投入１０００积分即可参与抽

奖，单期投入１万积分可获得额外抽奖机会，活动门

槛低，奖品丰富，奖品覆盖手机、平板、耳机、破壁机、

游戏机等多个品类，全年参与客户数达６９万人。

（三）打造精品线上场景营销活动

２０２０年，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根据后疫情时代

客户消费支付习惯变化，在不同时间节点推出与之

适配的场景营销活动。在疫情隔离期推出盒马鲜

生、苏宁小店等生鲜采购场景消费立减；在消费复苏

期主推饿了么、口碑等线下餐饮场景补贴；在年底网

付高峰期开展“京东百万福利券”等活动。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１０１．９５ １８５５．６６ ２７５０．０２ ３４５５．９５ ４０４５．２９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 ／ ／ ／ ／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１０３．３４ １８６２．６０ ２７１９．６４ ３４９３．１５ ４０９８．２８

净利润 ３６．９７ ５１．９９ ７６．７２ ５４．４７ ５７．７１

不良贷款率（％） １．４４ １．２９ １．０６ １．４７ ２．１６

（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

（四） 村 镇 银 行

上海崇明沪农商村镇银行

２０２０年，上海崇明沪农商村镇银行上下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紧紧围绕“回归本源、做小做散”的市

场定位，加快小微业务发展，全面支持复工复产，严

防死守风险底线，切实提高经营能力，实现了业务经

营总体稳健、资产质量保持稳定、转型发展有序推

进、盈利水平符合预期。

【经营情况】

（一）存款业务态势良好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３１．３０亿元，较

年初减少４．５２亿元。其中，对公存款余额２５．５０亿

元，较年初减少６．２０亿元，占各项存款的８１．４６％；

储蓄存款余额５．８０亿元，较年初增长１．６９亿元，占

各项存款的１８．５４％。日均存款余额３０．４８亿元，日

均存款较年初减少５．５４亿元。尽管对公存款较年

初有所减少，但通过开展社区宣传活动，对私存款稳

步上涨，存款结构正在逐渐改善优化。

（二）信贷结构逐步优化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１８．４９亿元，较

年初增加０．４８亿元。其中，对公类贷款余额１１．２７

亿元，较年初减少１．０３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

６０．９２％。个人类贷款余额７．２３亿元，较年初增加

１．５１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３９．０８％。信贷结构

紧紧围绕“回归本源、做小做散”的市场定位优化，微

小贷款占比逐步上涨。

（三）盈利水平符合预期

全年实现拨备前利润５８０５．１２万元，净利润

４１１８．７０万元，完成全年计划４０５０万元的１０１．７０％。

（四）资产质量保持稳定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四级分类不良余额１２９４．９５万

元，四级分类不良率０．７０％，分别较年初减少

６８２．９０万元和下降０．３５个百分点；五级分类不良贷

款余额２６６０．８０万元，五级分类不良率１．４４％，分

别较年初增加６１６．２７万元和上升０．３个百分点。

【风险管理】

（一）坚持严管与厚爱，提升队伍战斗力

一是加强业务培训。为促进业务发展、规范业

务操作，不断强化前、中、后台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

同时充分调动信贷条线人员自主学习能力和培训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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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度，由市场部、风管部及合规部联合组织开展了信

贷条线业务培训工作，由信贷条线员工轮流作为内

训师，每两周开展一次内部培训，围绕信贷条线相关

业务知识，通过主题演讲、案例分析、制度讲解、辩论

比赛等形式进行，每季度开展内训师评比，并纳入当

季度绩效考核，提高员工业务技能水平；同时，选派

业务骨干员工赴湖南参加管理部微小业务专项培训

等，不断提升一线员工业务实操能力。

二是加强对干部员工工作、生活的关心和关爱，

通过召开职工大会、定期走访员工家庭，听取干部员

工和家属的心声，及时落实员工诉求，增强队伍凝聚

力；同时，提高对员工业务知识和技能学习的要求，

年内对未达到岗位证书要求的２名员工予以退回见

习期处理，提高员工对专业学习的重视程度。

（二）多措并举，提升内控管理水平

一是全面落实岗位轮换机制。为强化内控管

理，提高工作效率，根据《关键岗位人员定期轮岗管

理办法》，做好关键岗位轮岗工作，全年轮岗工作涉

及５个岗位，共９人次。为规避风险，重点关注轮岗

交接环节，避免产生工作遗漏，同时加强业务培训，

提高员工综合业务素质，为适应新岗位奠定基础。

二是提高安全保卫水平。年初通过层层签订安

全保卫目标责任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将安保责

任逐级分解，具体落实到岗到人，确保责任压实；同

时，开展消防演练、网点安全防卫演练，通过现场模

拟、启动应急预案等方式，强化员工应急处置和应变

能力。

三是加强反洗钱管理。实行专人负责反洗钱监

测工作，截至１２月末累计向人行反洗钱中心报送大

额交易１１１７７笔，无相关差错；分析排除可疑交易

１１４２份。随着核心系统的不断完善更新，客户基本

信息要素随之增加，考虑到大部分存量客户职业、证

件到期日等要素缺失，组织全体柜面人员加班加点，

翻阅历年传票与档案，历时近２个月，完成了２５５５

户个人客户、３６８户单位客户的基本信息补录与完

善工作。

四是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为保证业务连续性、

生产系统的安全稳定、提高科技人员及时准确判断

与处理突发事件的水平，在管理部的组织领导下实

施了机房供电系统及生产网络切换的应急演练，验

证了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提高了机房供

电系统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也锻炼了员工的应急处

置能力。同时，顺利完成桌管系统上线工作。完成

了对行内全部办公网设备的桌控及数据防泄漏安

装，确保办公网络安全可控。

【服务实体经济】

２０２０年，响应国家支持复工复产的号召，通过

人员、资源和策略调整，抗疫、营销两手抓。紧守“回

归本源，做小做散”的市场定位，在保持规模稳定的

同时，不断优化业务结构，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一是加大疫情期间小微企业支持力度。２０２０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大部分小微企业

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为帮助受本次疫情影响较大的

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第一时间组织复工复产，走访了

一批重点客户，掌握第一手资料，并营销了一批新客

户；同时，对存量小微企业客户开展调研摸排，对于

符合要求的小微客户，在疫情期间流程从简、资料从

简、淡化增信措施，积极推进“无还本续贷”。自疫情

发生至１２月末，小微企业续贷金额８．６２亿元，续贷

户数１５５户；小微企业主加个体工商户个人续贷金额

１．５８亿元，续贷户数９８户。其中采取“无还本续贷”

方式续贷的户数共计４４户，金额共计２．９１亿元。无

还本续贷总额较２０１９年全年增加２．１２亿元。

二是持续关注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对小微

企业提出延期还本付息申请的，根据商业原则保持

有效担保安排或提供替代安排，且承诺保持就业岗

位基本稳定的，做到“应延尽延”。自２０２０年６月１

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共有４３户小微企业及小微企业主

向我行申请延期还本付息，最长延期至２０２１年１２

月，均获得审批通过。涉及延期还本１．６５亿元，贷

款户数４３户，共５８笔；延期付息３９．０８万元，贷款

户数３户，共５笔。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０．５９ ３４．７０ ３６．２７ ４０．４２ ３７．２４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２７．３３ ３１．１２ ３１．８６ ３５．８２ ３１．３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８．４２ １７．１６ １６．６３ １８．０１ １８．４９

净利润 ０．３８ ０．６０ ０．６８ ０．４９ ０．４１

不良贷款率（％） １．４０ １．５９ １．４９ １．１４ １．４４

（上海崇明沪农商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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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奉贤浦发村镇银行

２０２０年，上海奉贤浦发村镇银行严格落实监管

机构各项政策管理要求，围绕主发起行村管中心工

作部署，按照新三年行动计划目标，坚持“支农支小”

市场定位和“小额分散”经营原则，不断加大对新农

村建设的支持力度，资产质量持续改善，内部管理规

范有序，党建及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深化。各项经营

管理工作稳健推进，业务发展总体符合预期。

【经营情况】

（一）业务规模指标

１．总资产：公司２０２０年末总资产３６８３１７．９５

万元，比去年减少１７５７７．３５万元，完成董事会下达

计划的９５．６７％。

２．日均存款：公司２０２０年日均存款３２９０１１．０２

万元，比去年增加１１８３０．３７万元，增幅３．７３％，完

成董事会下达计划的９５．３２％。

３．贷款余额：公司２０２０年末贷款余额１３３００１．４７

万元，比去年增加１７０５７．９８万元，增幅１４．７１％，完

成董事会年末贷款余额计划的８５．８４％。

（二）经济效益指标

１．净利润：公司报告期经审计后实现税后净利

润８３．２０万元，比去年减少１３５０．７９万元，主要是富

余资金存放同业利率下降、存款平均利率较高和发

放贷款利率下降所致。

２．营业收入：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２２６４．００

万元，比去年减少２６９８．２６万元，减幅５４．３８％。

３． 资产利润率：公司报告期资产利润率

０．０２％。

４．资本利润率：公司报告期净资产收益率

０．２６％。

５．利息收入占比：公司报告期贷款利息收入占

利息收入的比重为４９．５５％，金融机构往来利息收

入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收入占利息收入的

５０．４５％。

６．成本收入比：公司报告期内不断控制各项费

用支出，营业费用为２２４２．５１万元，比２０１９年减少

３８２．５７万元，减幅１４．５７％；成本收入比９９．０５％，费

用支出低于董事会下达计划的２９００万元。

（三）风险控制指标

１．不良资产：公司２０２０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为

８８３．０３万元，大幅低于董事会下达的２６００万元的

控制指标。

２．不良率：公司２０２０年末不良率按五级分类

口径，公司不良贷款率为０．６６％，拨贷比为３．８６％，

拨备覆盖率为５８１．９４％，资本充足率为１７．２１％。

（四）战略指标

１．加大了支农支小力度，年末户均贷款１４６．４８

万元，低于监管要求的１５０万元。

２．年末涉农和小微贷款占比为７５．２３％，略低

于董事会本年度下达的不低于８０％的控制指标。

【经营管理工作】

（一）信贷业务渠道拓宽，合意资产投放加大

自去年疫情暴发以来，积极响应人行关于疫

情期间再贷款的要求，有效降低涉农、小微企业的

融资成本。截至２０２０年年末，共计发放了１２６笔、

１１２１２．４９万元的涉农和普惠小微再贷款，平均利率

仅为４．６０６％，低于同期同类的贷款利率水平，客观

上影响了贷款利息收入。同时，随着央行对国有大

行和股份制银行小微贷款增速和占比考核提高，区

域内各家银行均加快聚焦普惠领域市场，尤其对小

微客户争夺日趋激烈，村镇银行客户、利润空间受到

进一步挤压。

（二）负债业务成本降低，结构更趋优化

“优化存款结构，吸收低成本存款”是存款业务

发展确定的长期目标。“降成本”方面：２０２０年已下

调２年期、３年存款利率，成本支出逐步下降，存款

利率风险得到缓解，有利于可持续良性发展。“调结

构”方面：在保持整体存款规模稳定的同时，紧抓国

企相对低的对公结算性低成本存款营销，重点是相

关股东单位、国资国企相对稳定的存款、代发客户和

结算客户的存款，多渠道开展持续营销工作。

（三）不良资产处置富有成效，资产质量不断

改善

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越到最后越是“难啃的骨

头”。２０２０年，不良资产处置实行行长负责制，按时

间进度落实化解工作；每月召开清收推进会，每季度

召开法院联席会议，做到“月月有进展，季季有下

降”。２０２０年合计压降不良贷款１７８６．５万元，不良

贷款率由年初２．３％下降到０．６６％，基本摆脱了长

期困扰村行发展的历史包袱，提升了资产质量。

【风险合规管理工作】

２０２０年度，村行上下齐心、共同努力、攻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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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村管中心下达的主要风险管

理指标任务。风险合规条线以“促投放、保质量、稳

基础、零案件”风险合规管理文化为导向，妥善应对

疫情影响，风险压降扎实推进，不良贷款实现“双

降”，完成“零案件”目标。

（一）前中台融合促投放

为进一步促进合意资产的投放，风险条线加强

与前台的融合，做到跨前一步但不越位。

风险管理部启动风险前置机制，即职责前移。

对于新增贷款，风险管理部提前介入、提示风险，配

合前台部门形成授信方案。同时风险管理部在年初

对岗位重新进行梳理，进一步明确审查时间及业务

进度，继续实施“村镇银行授信业务进展情况汇总

表”，加强审查审批全流程管理，有效提升审查审批

效率。

（二）坚持风险压降工作

在机制建设上，定期召开风险例会，对重点压降

客户责任到人，每周汇报进展情况，形成有效的压降

措施，有序推进不良压降任务。

在风险监测上，细化贷后管理要求，通过风险小

贴士等形式，进一步完善贷后管理工作。同时要求

对法人客户抵押物由法律合规部进行全覆盖的现场

检查，有效规避抵押物风险，２０２１年，计划抵押物检

查做到辖内业务全覆盖。

（三）夯实风险管理基础

根据实际情况及结合审计要求，风险管理部及

时对相关制度进行了修订或新增，包括修订了１１项

信贷业务管理办法、信贷审查会管理办法、抵押品管

理办法，新增了无本续贷管理办法。一系列制度的

完善，进一步规范了信贷业务操作，避免了信贷风

险。后续将进一步对资产分类、贷后管理、信贷档案

等制度进行修订，并向村管中心上报信贷管理系统

中对客户评级、集团授信、风险限额等需求，逐步符

合浦发集团化要求。

（上海奉贤浦发村镇银行）

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

【经营情况】

（一）存款业务经营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各项存款日均３８．４４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的９６％，较上年增加０．２０亿元，其中公

司存款日均２６．４７亿元，较上年减少２．２１亿元；储

蓄存款日均１１．９６亿元，较上年增加２．４１亿元。各

项存款余额４２．１２亿元，较年初减少８．７１亿元。

（二）贷款业务经营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各项贷款日均２９．６１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的９９％，较上年增加３．１４亿元，其中公

司贷款日均１１．８３亿元，较上年减少０．０２亿元，小

微贷款日均１７．７８亿元，较上年增加３．１６亿元。各

项贷款余额３１．５１亿元，较年初增加２．３７亿元。

（三）资产质量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不良贷款余额１０９２万元，较上

年末减少３４５万元；不良贷款率为０．３５％，较上年末

下降０．１４个百分点；逾期贷款１４３１万元，较上年末

减少６万元。各项贷款减值准备余额８５７５万元，拨

备覆盖率７８５％，平均拨贷比２．７２％，满足监管

要求。

（四）经营收入支出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共计实现营业净收入１４４８８万

元，完成年度计划的９６％，较上年同期增加４万元；

各项营业支出７７５７万元，完成计划进度的９６％，较

上年同期增加１２９９万元，其中本年计提减值准备

５０１万元。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存款付息率１．９１％，贷

款收益率６．２６％，存贷款平均利差为４３５ＢＰ，较上年

下降２４ＢＰ；成本收入比４９．１９％，较上年上升１．４２

个百分点；２０２０年，累计实现税后净利润５３２３万

元，达成年度计划的１０１％，年化净资产收益率

９．６７％。

【风险管理情况】

２０２０年末，各项贷款余额合计为３１．５１亿元（同

比增加２．３６亿元），其中不良贷款余额１０９２万元

（同比减少３４５．２４万元）。在全面提速的同时，风险

条线狠抓风控，使得总体资产质量也得到了进一步

提升。主要经验如下：

（一）坚持“做小、做微”不动摇

坚守村镇银行发展定位，聚焦三农和普惠金融，

努力降低贷款户均额，分散风险。

（二）持续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村行以落实全面风险管理建设为切入点，不断

健全信贷管理制度。本行每年对行内信贷制度进行

全方位梳理和排查，每年年初根据总行及属地分行

相关信贷政策，结合区域特征，制定全行风险管理政

策，指导全行信贷业务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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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行的风险管理政策由风险管理指导意见及资

产业务指引组成，前者从全面风险管理角度确定了

本年度风险管理的主要工作框架，后者为从信贷业

务角度确定了本年度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策略。

（三）实施风险准入，把控风险源头

村行风险条线年初即发布资产业务指引，引导

业务条线资产业务发展方向，对行业和产品等分类

准入管理，努力从源头上管控风险。对大额贷款以

及授信行业均实施限额管理，确保不出大额授信风

险和系统性风险。

（四）落实“强抵押、强担保”

“强抵押、强担保”是资产质量稳步提升的核心

关键。村行近年来根据市场需求对抵押和担保类产

品不断进行优化组合，从而扩大信贷投放覆盖面，更

好地培育和发展小微客户。

（五）建立贷后分层预警机制

通过制定差异化的贷后检查方案，落实分层预

警机制，对重点户进行持续跟踪，根据预警信号及时

采取相应防控措施积极应对。

（六）加快不良贷款清收处置

对清收不良贷款施行“一户一策”，通过提前制

定催收计划，确定清收方案，取得了较满意的结果。

２０２０年，现金清收回款总计４１０７．３９万元，其中表

内清收３３８７．３９万元，表外清收７２０万元；实现不良

贷款和不良贷款率的双降。

（七）重视合规风险管理

及时传达最新的政策文件，通过以会代训的方

式，对合规、案防、反洗钱、消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等工作开展全方位学习、讨论、分析和工作部署，将

合规工作由点到面渗透到每位员工。

同时，每期的合规简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通过

监管动态、案情通报、监管要求、合规工作、风险提

示、监管处罚等板块，简明扼要地传递监管最新要

求，强调合规是基石，塑造合规文化，进一步吸引员

工学习合规知识，起到警钟长鸣的效果。

２０２０年，村行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坚持依法经

营，合规操作。全年未发现重大风险隐患及内部控

制缺陷。

【服务实体情况】

作为一家服务松江地区经济的村镇银行，２０２０

年继续秉承“做小、做实、做本源”的经营理念，重点

支持和服务松江地区的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

截至四季度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２７．３３亿元，

占各项贷款余额的８６．７３％，较年初减少２．４个百分

点，小微企业户数６３３户，较年初增加６９户，户数较

年初有所增加。户均贷款余额２０６万元，较年初下

降１６８．６４万元。

（一）信贷服务实体经济情况

在行业分布中，松江地区的制造业占比较大，制

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命脉。在实际业务发展中，村行

积极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信贷政策，例如

加大制造业中长期信贷资金支持，提供无本续贷转

期贷款服务等。四季度末，村行制造业中长期比例

为２５．６４％，较年初增长９．３５个百分点，反映出村行

贷款投向为实体经济领域，特别加大对制造业的中

长期信贷资金支持；在支持制造业企业的同时，也关

注行业集中度的控制，避免投放行业过度集中，四季

度末制造业集中度为１９．９４％。

（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

１．侧重扶持小微企业、“双创”企业

２０２０年，村行继续加大对经营范围内优质小微

企业、“双创”企业以及三农企业的支持力度。村行

通过与市、区两级国有担保公司合作，为轻资产的科

技型小微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服务，解决了轻资产

科创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截至四季度末，国有担保公

司担保贷款余额１３７５８．３１万元，新增投放２４９０万

元，四季度新增投放科技企业贷款包括上海福岛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

２．继续实行差异化信贷政策

村行根据年初资产业务指引，在信贷业务开展

方面继续实行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分别在授信行业、

授信客户、授信品种、大额授信上实行限额管理。

（１）在授信行业管理上，村行授信政策明确规

定了本年度压降类、限制类、支持类行业，并在日常

信贷台账中监测各行业的集中度情况，随时予以控

制和调整；公司授信业务以及零售授信业务中除普

惠口径小微企业外，继续执行对敏感行业的风险管

控，监管认定的普惠金融口径下小微企业贷款适当

放宽敏感行业管控。

（２）在授信产品管理上，村行对于个人住宅按

揭、法人按揭等品种均设置了年度增量限额，原则上

不得续作项目融资和委托贷款业务，严格限制商用

房按揭业务。

（３）在大额授信上，村行对于大额授信政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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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实施动态控制，１０００万元以上授信余额占比不超

过３０％，截至四季度末，１０００万元以上大额授信业

务余额占比２６％。

截至四季度末，从大额贷款集中度来看，单一集

团客户授信集中度为１２％，较年初减少１．４６个百分

点，符合一个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

授信余额总数占商业银行资本净额１５％的监管要

求。单一贷款集中度为８．２２％，较年初降低０．２６

个百分点，符合单一客户授信余额占商业银行资本

净额１０％的监管要求。后续村行将持续做好大额

贷款监测工作，确保集团和客户集中度符合监管

要求。

３．落实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根据监管部门通知，村行对于普惠型小微企业

实行“应延尽延”的政策，原则上只要企业提出延期

还本付息申请，根据商业原则保持有效担保安排或

提供替代安排，且承诺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村行

就通过无还本续贷、调整还款方式、展期方式予以

办理。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村行累计向２３２户小微

企业提供积极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延期付息金融救

济服务，涉及贷款金额５５４７１．８１万元，其中２５户采

取调整还款计划方案，涉及贷款金额９６７８．０３万元；

１５０户采取无本续贷金融救济方案，涉及贷款金额

３６５５２．４８万元；６户采取展期方案，涉及贷款金额

１５８３万元；５１户采取３个工作日内还旧借新，涉及

贷款金额１０６５８．３０万元。

４．用好再贷款政策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政策文件要求，村行积

极使用人民银行各项再贷款政策工具，积极加大普

惠小微贷款投放力度，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

业复工复产，坚决通过政策红利进一步降低小微企

业的融资成本。

村行今年运用人民银行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

主要投向企业为有合理的流动资金需求的小微企

业，主要支持领域为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业、制造

业和住宿餐饮业等。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共发放符合人行政策要

求的支小再贷款８７笔，金额合计１６１１４．５万元，运

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平均年利率为４．９６％，低

于本行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共有６５户小微企业

享受到人行再贷款政策红利。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５８．７２ ５７．３１ ５５．４４ ５７．５８ ５０．４４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５４．５３ ５１．７３ ４８．２６ ５０．８３ ４２．１２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７．１１ ２１．８６ ２６．１２ ２９．１５ ３１．５１

净利润 ０．５１ ０．６７ ０．７２ ０．６４ ０．５３

不良贷款率（％） ２．０１ ０．８６ ０．１６ ０．５３ ０．３５

（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

上海宝山富民村镇银行

２０２０年末，实现营业收入１２７９．６２万元，营业支

出共计７２８．７１万元，利润总额５５０．９０万元，全年实

现净利润１５８．１６万元。核心资本充足率１０３．４５％，

资本充足率１０４．５２％。２０２０年末已计提损失准备

金１２００万元，拨贷比８．９８％。

【存款方面】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上海宝山富民村镇银

行各项存款时点余额为１９４８１．３２万元，其中储蓄存

款占比达到了２７％，同比增长了１２个百分点。上海

宝山富民村镇银行自２０２０年开始大力开展普惠宣

传进社区活动，向３千米内的社区进行循环宣传，社

区员工通过讲解反电信诈骗和非法集资、反假币、反

洗钱等金融知识服务，提升居民防范金融意识，同时

增强了村镇银行的品牌价值，２０２０年，上海宝山富

民村镇银行已走访了１７个社区、６个商圈、４个菜市

场、１５家小微企业，进行了２８０场外拓宣传活动，开

展社区联谊活动１２场，在行内举办活动沙龙９场，

做到了以社区为服务核心、以居民为服务对象的

宗旨。

【贷款方面】

到２０２０年末各项贷款１３３４９万元，其中不良贷

款余额为４３７万元，较２０１９年下降了３６３万元，不

良贷款率为３．２７％，不良贷款率已压降至监管指

标内。

上海宝山富民村镇银行始终坚持以宝山区域内

中小客户群为定位，以“立足宝山，服务三农，支持中

小”为经营方向，２０２０年，本行贯彻执行“两增两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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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管要求，将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９７．９６％。

【风险管理】

上海宝山富民村镇银行秉承发起行内控制度严

格的优良传统，虽然受村镇银行各项客观条件限制，

业务量较小。但其坚持严格贯彻落实人行上海分

行、上海银监局、发起行的各项业务管理制度，２０２０

年对现行制度进行了梳理，共新增及修订了各类制

度共计４０项。内容涵盖了公司治理、人力资源、财

务结算、反洗钱、风险合规、案件防控、声誉风险、消

费者权益保护以及信息科技。主管领导严格履行各

项日常检查制度并留有检查记录，检查过程坚持“更

细、更全面、更深入”的原则，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不

断完善公司各项业务制度的内控措施，及时堵塞业

务内控漏洞，加强员工内控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的

教育。保证各项业务安全稳健的开展。

【合规建设】

上海宝山富民村镇银行据监管部门下发的各类

文件，定期开展案防防控宣传及排查、消费者权益宣

传及排查、普法活动宣传及排查、安全保卫宣传及排

查、信息科技演练、流动性应急演练等多项内容，保

证行内软硬件运行稳定。同时根据监管的要求开展

了“监管局指定项目专项审计”等多项自查内容，在

自查中不断完善和补足各类问题，并对所发现的问

题进行整改和问责，完善合规建设保障了银行稳定

经营，促进了员工遵规守纪。同时在２０２０年度，还

设立了内审专岗，内审专岗直接向董事会汇报，以确

保合规工作的有效进行。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４４ ３．９３ ３．８５ ３．９９ ４．２１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１．５０ １．９１ １．７８ １．９０ １．９５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２．２１ １．７６ ２．０２ １．３６ １．３３

净利润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２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１６．４１ ５．８９ ３．２７

（上海宝山富民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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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 资 银 行

（一） 外资法人银行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菱

日联（中国）”］是由日本三菱日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设立的外商独资法人银行，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２日

正式开业，注册资本为１００亿元人民币。截至２０２０

年末在中国境内共设置１４家分行、４家支行，拥有

员工２３００余名。

三菱日联（中国）长期秉持稳健的经营方针，致

力于夯实客户基础，充实业务品种，拓展服务内容，

提高服务质量。２０２０年度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三菱日联（中国）落实了多项应急措施确保

特殊时期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同时作为一家植根

于中国的日资法人银行，做到“急企业所急，想企业

所想”，在全行上下一心的努力下，总体保持稳健经

营，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３０．３４亿元，年末总资产超过

１５００亿元，位居在华外资银行前列。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三菱日联（中国）上海所在机构

（包括总行、上海分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支行）从浦东

新区陆家嘴搬迁至前滩地区，以期更好地发展银行

业务和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风险管理】

三菱日联（中国）全面把握、监控银行业务中产生

的各种风险，通过对所有重大风险进行统一的全面风

险管理，维护银行的稳健运行和持续发展。三菱日联

（中国）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领导下，实行“攻守

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风险管理模式。设置负责风险

管理的首席风险控制官和风险管理·监控管理部门，

对各类风险进行定性、定量的管理。设置风险管理委

员会，监控各类风险状况，以及审议风险管理相关的

重要事项，对风险进行全面的管理。该行全年各类风

险水平平稳可控，各项风险指标表现良好。

【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科创产业】

２０２０年初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三菱日联

（中国）在既有的小微企业优待政策上，主动减费让

利、适当放宽贷款条件，为企业开辟防疫期间金融支

持服务绿色通道、提供金融服务便利，坚持金融回归

本源，从各个方面支持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发展，帮

助企业复工复产。２０２０年２月成立了１００亿元的专

项信贷额度，确保为疫情重点地区、小微企业，以及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的资金需求提供充足的资金

保障，对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施行贷款利率下

降的支持措施，最大程度地减轻企业融资成本压力。

在助力中资企业“走出去”方面，该行积极参与

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探讨，为企业融资需求提供支

持。同时，依托所在金融集团在全球的网点布局，以

及对各国家及地区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税法、金融

政策、劳务关系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熟知，为企业在海

外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咨询及顾问服务。

在积极支持科创产业方面，该行于２０２０年９月

分别与北大、清华下属科技园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为日资企业与北大、清华下属初创企业进行技术交

流、业务对接、资本合作创造了广阔的合作平台，有

望进一步促进中日之间经贸合作。该模式系日资大

型商业银行首次与国内知名院校战略合作的重要尝

试，受到包括日本国内知名跨国企业以及主流媒体

在内的广泛关注，希望可以为进一步引导日资企业

扩大对华投资，同时推动日资企业在华事业的产业

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

【产品和服务创新】

近年来三菱日联（中国）在发展传统业务的同

时，努力在债券业务、人民币跨境业务等领域开展业

务创新，在中国金融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外资金

融机构的行业先锋，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作出了贡献。



２０２０年６月，三菱日联（中国）获得了债券结算

代理人资格。在信用债承销方面，全年主承销了多

笔汽车金融公司发起的车贷类资产支持证券。参团

承销了近３０笔同类资产支持证券、金融债、熊猫债

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据万得（Ｗｉｎｄ）的信

息统计，在全年汽车贷款资产支持证券的承销商排

行榜上位列全市场机构第七位、外资银行第二位。

在资产证券化业务财务顾问排行榜位列全市场机构

第六位、外资银行第一位。

２０２０年７月，三菱日联（中国）设立了总额为５０

亿元的绿色信贷专项额度，为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

提供充分的资金保障，同时为该专项额度内的贷款

提供优惠利率。以期引导激励节能环保企业等更多

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中，实现绿色环保与经济发

展两不误。

２０２０年８月，三菱日联（中国）成为全国性市场

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基础成员，取得大额存单的发行

资格，并在１２月初成功向人民银行备案了２０２１年

度大额存单的计划发行额度。

２０２０年９月，三菱日联（中国）将大数据与新兴

科技应用到支付场景中，通过与中国（上海）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建立连接，利用海关大数据实现货物贸

易跨境付汇全程无纸化和审单智能化，为企业提供

货物贸易付汇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提高企业开展跨

境贸易效率。

【社会责任】

２０２０年，三菱日联（中国）秉承三菱日联金融集

团（ＭＵＦＧ）将“应对全球环境问题”“培养肩负社会责

任的下一代”作为集团开展ＣＳＲ活动的重点领域的

方针，将社会责任活动与银行战略目标相结合，积极

开展帮困扶贫、捐资助学、环境保护等公益慈善活动。

三菱日联（中国）遵循ＭＵＦＧ集团方针，以环境

保护及关爱下一代为主题，积极开展社会贡献活动。

各地分行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例如，植

树、清扫等环境保护活动，到敬老院开展爱心慰问、

为福利机构捐赠善款和书籍、修葺儿童之家等爱心

公益活动。

【获奖情况】

三菱日联（中国）２０２０年８月获万得（Ｗｉｎｄ）

“２０１９年度最佳信用类债券承销商暨卓越外资行奖”。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获上海银行同业年度机构贡献

奖。该行连续多年获得此奖项。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６４７．３６ １８４７．３５ １５６６．５２ １６３７．０１ １５７６．４４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１１７５．２７ １４０６．９８ １０８５．７７ １２５０．８１ １１２９．２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６０２．７８ ６３４．２０ ５４５．１１ ４８８．８５ ４４７．２９

净利润 ５．９３ －０．５７ １３．７１ １２．９４ ９．２２

不良贷款率（％） ０．３３ ０ ０ ０ ０

　　注：以上数字源自经外部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报。

［三菱日联（中国）有限公司］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概况】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井

住友（中国）”］是一家由日本三井住友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三井住友银行”）全资设立的外资法

人银行，注册资本达人民币１００亿元，总行设于上

海，自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７日正式开业以来，始终致力于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金融服务，为上海乃至中国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已有天

津、广州、苏州、杭州、北京、沈阳、深圳、重庆、大连９

家分行，以及苏州工业园区、常熟、上海浦西、昆山、

上海自贸试验区５家支行。２０２０年度，在严峻的业

务环境下，三井住友（中国）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注重

合规经营，加强风险管理，推进人才培养，稳健拓展

６８ 　第二篇　银　　行



在华业务，资产质量良好。

【金融服务】

银团贷款方面，三井住友（中国）拥有一支专业

化的团队，能够提供覆盖银团筹组、分销、执行以及

代理行在内的业务，是为数不多能在中国境内提供

一站式专业服务的外资银行。三井住友（中国）扎根

于中国市场，积极开展银团贷款业务，为促进上海在

银团市场及金融业中的领头地位作出积极贡献。根

据汤森路透Ｌｏａ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统计公布的２０２０年度

中国境内市场委任牵头安排行（ＭＬＡ）牵头金额排

名，三井住友（中国）以约５．０９亿美元的业绩，在外

资银行中位列第四名。

债券业务方面，三井住友（中国）大力拓展绿色

金融相关业务，投资了多笔绿色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与此同时积极利用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的全球网络，

拓展境外投资人，通过“债券通”等渠道，向境外分销

中国境内债券。

【业务合作】

基于在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期间签署

的合作协议，三井住友（中国）持续积极寻求在第三

国市场与中资金融机构合作，通过充分、有效地利用

项目融资等母行具有独特优势的业务领域，提供具

有竞争力的金融产品，并借助集团的全球化布局等

竞争优势，携手集团海外网点，持续助力中资企业

“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向纵深推进。

２０２０年度，三井住友银行与作为合作协议对象

的中资金融机构在第三国市场及中国国内市场相关

业务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其中，与中国进出口银

行合作的针对中国国内企业从第三国进口医疗器械

及生产设备相关的进口买方信贷转贷业务，在２０２０

年末创造了７７００万美元项目融资额的成绩。

【技术应用】

三井住友（中国）不断扩大系统在各业务场景的

应用，通过进一步升级、更新并开发各项系统，持续

加强系统建设。当局报告方面，通过不断完善数据

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金融基础数据统计、ＥＡＳＴ等当

局报表的报送工作；业务推进方面，完成了人民币跨

境支付系统的导入，为客户提供安全、高效、便捷和

低成本的资金清算结算服务，此外，完成了债券交易

相关系统的开发，进一步扩大了债券业务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推行银行整体的数字化转型，于２０２０年

７月在总行ＩＴ计划部内成立了数字化推进处，专门

研究金融技术并考察分析在行内可以应用的业务场

景，并负责实际落地工作。目前已经实现了ＲＰＡ的

技术应用，使业务的准确性与效率得以有效提升。

其他如ＡＩ、ＮＬＰ等新技术也正在积极落地中。

【社会交流】

２０２０年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在历年定期召开

的重要线下交流会议中，很多会议转变为线上会议

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三井住友（中国）在此期

间于线上线下参加了如下论坛交流活动：

１．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线上）；

２．２０２０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线上参

展、线下参会）；

３．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线上）；

４．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年会

（线上）；

５．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日本商会会员企

业座谈会（线下）；

６．北京金融街论坛（线下）；

７．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和中国银行业协会

共同主办的“新开放·新北京———外资银行北京行”

（线下）；

８．中国高层发展论坛（线上）；

９．第１６届北京东京论坛（线上＋线下）；

１０．亚金协２０２０年度高峰论坛（线上）。

三井住友（中国）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参与方式加深了社会交流，在后疫情时代与相关机

构企业等保持了良好沟通。

【绿色金融】

三井住友（中国）作为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

业委员会（简称“绿金委”）成员单位，积极参加该委

员会主办／协办的年会、研讨会以及国际论坛等一系

列活动，２０２０年受疫情防控等方面的原因，线上参

加了绿金委年会以及绿色金融领域的讲座，并将相

关内容在行内进行分享，及时学习中国绿色金融的

最前沿信息政策，力求为中国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

展贡献力量。

【人才培养】

三井住友（中国）十分注重人才培养，自２０１４年

９月设立“中国研修中心”以来，已经构建了面向各

层级员工、涵盖各项业务领域的全面培训体系，员工

的知识技能持续得以提升。２０２０年共计实施培训

３５７场，包括在线培训在内的总参训次数达５３９２０

７８二、 外 资 银 行　



人次，总培训时数达３３６８８小时。

【社会责任】

三井住友（中国）于２００８年开始设立高校奖学

金项目，１３年来共有来自日语、金融、人文科学、新

闻等专业的７４９名优秀学生获奖。三井住友（中国）

通过不断深化与全国知名高校的奖学金合作，体现

并实践在华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侨永亨（中国）”］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６０４．４８亿元，较去年增加了１０．７８％，主要来自债券

投资和同业业务的增加。发放贷款和垫款为人民币

２４７．１６亿元，较上年末相比略有下降；吸收存款为

人民币２８９．７２亿元，较上年末增加１０．３１％，存款结

构持续改善。华侨永亨（中国）流动性良好。流动性

比例 为 ６６．５０％，优 质 流 动 性 资 产 充 足 率 为

１３０．０１％，均高于监管要求；用于计算优质流动性资

产充足率的优质流动性资产为人民币１２９．４７亿元，

未来３０天现金净流出量为人民币９９．５９亿元。华

侨永亨（中国）资本充裕。资本充足率为１９．６１％，

一级资本充足率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

１８．６０％，杠杆率为１２．０１％，均高于监管要求；用于

计算杠杆率的一级资本净额为人民币８０．３６亿元，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为人民币６６９．０５亿元。

华侨永亨（中国）不良贷款率为０．５２％（２０１９年末：

０．７８％）。华侨永亨（中国）贷款预期信用减值准备

充足，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分别为２．６３％和

５０２．１４％，均高于监管要求。

２０２０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外经济形势

更加严峻复杂，不确定性增大。华侨永亨（中国）在

２０２０年迎难而上，实现了业绩的逆势上扬，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１２．５３亿元，净利润人民币３．２１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２．４８％和４９．１３％。根据监管报表

口径，２０２０年 资 产 利 润 率 为 ０．５５％ （２０１９ 年：

０．３７％），资本利润率为３．９４％（２０１９年：２．７８％）。

回顾２０２０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挑

战，华侨永亨（中国）始终砥砺前行，秉持着“深知你

心，更合你意”的品牌理念，在不平凡的２０２０年里携

手员工、客户、社群在齐心抗疫、业务创新、企业社会

责任等方面持续投入，其卓越表现更获得各界肯定。

【捐赠１００万人民币助力中国民众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

２０２０年２月，新加坡华侨银行积极响应新加坡

政府通过新加坡外交部发出的呼吁，捐赠人民币１００

万元用于向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中国民众提供

支持和援助，所有款项经由新加坡红十字会，用以提

供药物、医疗用品，以及供实验室使用的新型冠状病

毒检测试剂盒。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华侨永亨（中国）

及其员工捐款总计已超过２２０万新币（折合人民币约

１０８０万），以帮助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

国四大核心市场的个人、家庭和社区抗击疫情。

【全力对抗疫情，推出面向所有客户的针对性支

持举措】

面对疫情挑战，华侨永亨（中国）优先保障与疫

情防控相关企业的资金需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教育、中

小企制造业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

业，提供相应的延期还款或调整还款计划等方案。

自２月３日起，华侨永亨（中国）总行及各地主要分支

网点及时恢复基本运营，并通过网上银行服务、微信

银行服务以及全国服务热线等多重渠道，保障基本金

融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稳定运行，一如既往地为客

户提供专业、安全、通畅的金融服务。

【合规部和广州分行分别开展与“新冠肺炎疫

情”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２０２０年２月，当得知医用防护服在生产时出现

了人力紧缺的消息时，合规部的员工志愿者第一时

间响应浦东新区团委的号召，开展了协助医用防护

服生产制作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１４位员工志愿

者分两组，在两天内累计工作了近２４小时，完成了

５５箱共３２００余件防护服的后期制作和装箱，这些

防护服已全部运往“抗疫一线”。３月，广州分行组

织员工举办了一场爱心义卖活动，为甘肃省贫困农

村山区的寨河中学的１０５名学生募集资金，用以购

买网课流量卡，支持他们“停课不停学”。整个义卖

共有７０多位同事参与，共筹得善款人民币３７００元。

【上线“单一窗口”跨境购付款业务】

２０２０年４月，华侨永亨（中国）与深圳“单一窗

口”平台携手，并在联易融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强

有力的技术支持下，成功推出“单一窗口”跨境购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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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业务。该新业务为企业提供了从深圳“单一窗口”

平台提交跨境本外币付款指令的无纸化“一站式”解

决方案，提升了业务处理与流转的效率。在新冠肺

炎疫情这一特殊时期，客户足不出户就能办理所有

相关业务，从而也减少了出门所带来的风险。

【再度援助内蒙古察右后旗贲红学校】

继２０１９年华侨永亨（中国）为内蒙古察右后旗

贲红学校附属幼儿园捐赠设立了“华侨永亨银行（中

国）小小图书室”后，２０２０年５月，华侨永亨（中国）再

度援助该校，为学校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复学给予

支持和帮助。在得知该校紧缺防疫物资后，华侨永

亨（中国）立即为该校师生采购了５０００枚口罩、额温

枪和清洁用品等物品。同时，行内员工开展了“爱心

捐赠”活动，为孩子们的复学准备了全新的文具以及

给孩子们画画用的彩色铅笔和绘图本等。志愿者们

花费了数小时的时间，整理和打包了满满１５箱的捐

赠物资，已经全部寄往贲红学校。１０月，这项名为

“情暖童心，书送未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扶贫项目，入

选“全国银行业助力脱贫攻坚典型案例”之优秀组织

典型案例，华侨永亨（中国）是唯一一家荣获该荣誉

的新加坡银行。

【蝉联“人力资源管理杰出奖”】

２０２０年５月，华侨永亨（中国）获中国领先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前程无忧授予的“２０２０人力资源管理

杰出奖”，这是银行连续第二年荣膺该奖项。“２０２０

人力资源管理杰出奖”评选以“驭变求新，智胜未来”

为主题，根据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战略调整实施的

支持，结合企业在人才吸引、人才发展、人才激励、人

才保留等方面对企业商业目标达成的贡献，遴选出

代表中国人力资源行业的最佳实践。

【携手中企云链推出线上供应链融资服务】

２０２０年６月，华侨永亨（中国）推出基于中企云

链服务平台的全新线上供应链融资服务，成为首家

携手中企云链推出线上供应链融资服务的外资银

行。该服务将“传统银行融资产品”与“第三方金融

信息服务平台”巧妙结合，为企业客户提供了一个在

线向银行提交应收账款确权信息、融资指令等交易

要素的全新一站式解决方案，能有效提升供应链融

资中各环节的处理效率，并充分利用核心买方企业

的优质信用，更高效地解决其上游中小供应商企业

融资难和供应链失衡的问题，促进供应链生态系统

的健康发展。

【健步挑战赛圆满举办】

２０２０年６月，华侨永亨（中国）结合健康运动与

绿色环保的概念，在全行推出主题为“健步活力，灌

溉新绿”的健步走挑战赛活动。通过健步走任务和

健康打卡活动，鼓励员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在塑造

与享受健康低碳生活的同时，也通过“云植树”的方

式积极支持社区的环保绿化。２１天后，共有４７支

队伍达到每天每位成员行走６０００步的目标。同时，

参与员工的步数已转化成“绿色能量”（３０棵杉树

苗），扩建了“华侨永亨银行（中国）的小树林”。

【获标准普尔犃＋／犃－１评级，长期评级展望为

稳定】

２０２０年８月，标准普尔将华侨永亨（中国）长期

信用评级定为Ａ＋，短期信用评级为Ａ－１，长期评

级展望为稳定。该评级在国内的外资金融机构中处

于领先地位，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持平，彰显出市场

对华侨永亨（中国）战略定位、资产质量、发展前景等

方面的充分认可。

【亮相中新金融科技应用博览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华侨永亨（中国）亮相“第三届中国

金融科技产业峰会暨第二届中新（苏州）金融科技应

用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华侨永亨（中国）展出了

包括线上供应链融资服务方案等多项金融科技产品

和成果，吸引了不少政府领导、金融同业、境内客户

以及应用科技服务商的驻足观看。

【获“最佳交易银行外资银行奖”】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华侨永亨（中国）在由士研咨询主

办的“未来交易银行峰会２０２０”的银行类奖项评选

中被授予“最佳交易银行外资银行奖”。该奖项旨在

表彰华侨永亨（中国）环球交易银行部近年来在业务

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成绩，特别是今年在金融科技

方面的积极创新。环球交易银行部不断推出利用大

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作为依托的数字化项目及解

决方案。

【青岛分行参与济南（新加坡）投资促进中心项

目战略合作】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新加坡—山东经济贸易理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成功举行。华侨永亨（中国）青岛分

行在会议上参与签订《投资促进合作平台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将与其他战略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参与

完成济南（新加坡）投资促进中心设立的项目。

【参与签署“天津生态城国际商业联盟谅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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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录”】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华侨永亨（中国）在“新加坡—天

津经济贸易理事会”第九次会议上参与签署了“天津

生态城国际商业联盟谅解备忘录”。天津生态城国

际商业联盟的战略合作旨在促进中新两国之间的贸

易和投资往来，帮助企业携手合作，共聚资源，共享

商机，尤其是在绿色和智慧城市领域，为新加坡和驻

新加坡企业提供一个具有吸引力且经济高效的平台

环境，助力企业进入天津和华北市场，通过生态城促

进贸易发展以及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

【荣膺“２０２０大中华区人力资源管理卓越大奖”】

在中国领先的人力资源媒体 ＨＲｏｏｔ举办的

“２０２０大中华区人力资源管理卓越大奖”评选中，华

侨永亨（中国）荣膺“２０２０大中华区最佳人力资源团

队”奖项，成为２０２０年获得此项殊荣的唯一一家外

资银行。这一奖项旨在表彰在企业中通过创新人力

资源管理方法和技术提升管理效能，增强人力资源

部门在企业管理战略中的地位，并通过有效沟通打

造卓越雇主品牌的人力资源团队。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５３０．１８７７７．２３６０７．６１５４５．６５６０４．４８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３１５．７４２９７．２３２６７．５８２６２．６４２８９．７２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２８０．６９２５８．９７２４５．１４２５０．８１２４７．１６

净利润 １．１３ １．１０ ２．６０ ２．１５ ３．２１

不良贷款率（％） １．９３ １．１１ ２．４０ ０．７８ ０．５２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中国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复杂

的国内外环境等诸多挑战，率先成为全球唯一实现

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面对突发的危机，花旗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旗（中国）”］全员

上下一心，积极行动，发挥金融对保障企业正常运营

和抗击疫情的支持作用，我们始终保持与监管和客

户的密切沟通，采取多项灵活措施为客户在特殊时

期的金融需求提供应急支持。在常态化的后疫情时

代，花旗积极布局响应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发展新格

局，全体员工将继续全力以赴，协同应对，以优质高

效的服务全面保障和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

在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开放的大趋势下，跨国公

司也不断加大其在华的投资、融资活动；海外机构投

资者也纷纷来华布局。花旗全球的客户关系、强大

的网络和领先齐全的产品使得我们在促进国际资本

流入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２０２０年９月，花旗

（中国）获批本地基金托管人资格，成为首家获此执

照的美国银行，随后成功助力全球投资者客户先后

完成了中国ＱＦＩＩ新规首个交易日的转融通证券出

借交易和新规下中国Ａ股市场的首批融资融券交

易。我们将继续扩充本地业务能力，结合花旗的全

球资源、最佳实践和风控框架，为全球投资者参与中

国市场的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与此同时，花旗（中国）

持续投资于数字化能力的提升，并与国内关键数字

化生态系统合作，配合客户不断变化的多元需求。

【风险管理】

花旗（中国）具备缜密完善的风险管理框架，将

风险偏好、政策制度、组织体系和风险文化等要素有

机结合，及时识别、计量、监测、报告、控制业务经营

中的各类风险，利于持续监察风险环境，综合评估各

类风险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花旗（中国）每年对风险

偏好进行评估。此外，全行风险管理人才的培养以

及培训也是风险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通过不断优化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花旗（中国）

在２０２０年努力寻求并达到以下目标：将风险敞口

控制在董事会审核的风险容忍度范围内；建立广泛

全面的风险管理文化；不断提高风险管理流程及资

源利用情况，将效力及效率最大化；提供平衡且具有

前瞻性的风险评估，积极地管理信贷资产组合的集

中度，优化风险缓解措施及资本利用情况。

【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向来是花旗全球的重点市场，花旗也一直是

中国金融改革的积极参与者。花旗的优势在于我们

的全球性网络、成熟先进的产品平台、优秀的员工队

伍和他们对中国市场深入的了解，以及一大批优质的

客户。一路走来，花旗（中国）经历了业务的快速搭建

到各项业务不断深化的转变，在经营规模、经营业绩、

客户结构和服务能力等各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并

积极服务于实体经济，支持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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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发展，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

发展。花旗（中国）的核心价值主张是成为具有全球

思维与金融需求的机构、企业与个人的首选银行。

花旗商业银行部继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

度，主要涉及传统制造、化工、电子产品、生物医药、电

子商务、在线旅游等多个行业，同时积极调整行业结

构，拓展业务范围，根据国家对新兴行业的相关政策，

加大对５Ｇ、新消费、人工智能等行业的金融支持。

【产品和服务创新】

（一）对公业务方面

花旗不断寻求科技金融手段为全球的跨国公

司、金融机构和公共部门提供高效、安全的综合现金

管理和贸易融资产品与服务。２０２０年，花旗（中国）

加快采用数字化渠道和功能平台，推出多项数字化

服务以满足对公客户的应急业务需求，显著提升应

用便利性和客户体验，支持客户更高效、更从容应对

潜在突发情况。花旗（中国）持续拓展数字化创新，

在保证现有数字化平台持续迭代的同时，不断推出

顺应需求变化的数字化举措，以满足潜在危急情况

下客户在线／远程办公和运营的需求。

疫情期间，花旗（中国）全员上下一心，积极行

动，发挥金融对保障企业正常运营和抗击疫情的支

持作用，采取多项灵活措施为客户在特殊时期的金

融需求提供应急支持保障。我们在危机中保持与监

管和客户的密切沟通，调整了一系列内部流程，并针

对特殊需求实行特殊操作为客户提供应急支持。伴

随各行各业逐步恢复工作，花旗继续全力以赴服务

客户，协同应对情况变化，以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全

面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花旗（中国）积极配

合金融改革，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促进与国际金融市

场的接轨，为全球客户提供完整的中国市场接入方

案，并帮助客户更好地管理和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

及风险。

２０２０年９月，花旗（中国）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核准，成为首家获此

执照的美国银行，也是全球前五大托管人中的第一

家。在经过监管机构的现场检查后，花旗将为中国

境内的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提供基金托管服务。花

旗（中国）很荣幸能够帮助全球客户进入正经历新一

轮全面改革的中国资本市场，中国为全球参与者提

供了巨大的机会，而花旗独特的业务优势能够支持

他们充分把握这些机会。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花旗（中国）成功协助全球投资者

完成了在ＱＦＩＩ新规下中国Ａ股市场的首批融资融

券交易，这标志着花旗（中国）成为首批支持融资融

券交易的ＱＦＩＩ托管行。今天是ＱＦＩＩ发展史上的一

个里程碑，是继ＱＦＩＩ新规１１月１日生效以来全球

投资者可以正式开展沪深市场融资融券业务的首个

交易日。这进一步证明了花旗（中国）结合本地专才

和新产品服务全球投资者的强大能力，也展示了花

旗致力于与客户共同成长，助力客户更广泛地接触

中国市场新产品的决心。

同年１２月，花旗（中国）携手中国银联，基于银

联支付标记化技术为企业客户推出人民币电子商务

卡，连同花旗既有的万事达电子商务卡，能为客户提

供覆盖主要交易货币的创新全球电子支付解决方

案，显著提升电子商务企业进行在线交易的效率和

安全性。花旗是首家与中国银联推出此类方案的银

行。新冠疫情增加了客户对于在线支付解决方案的

强烈需要，人民币电子商务卡的推出更进一步完善

了花旗为中国客户提供的产品类型，能为电子商务

企业提供实时、电子化的银行卡功能，帮助客户有效

掌控交易，充分利用流动资金，以无缝且一致的电子

支付方案在境内开展业务，更好地管理运营乃至开

发自身的电子商务产品。

尽管市场剧烈波动，２０２０年，中资发行人在国

际资本市场依然表现抢眼。花旗（中国）全年助力近

７０家中国发行主体承销了总值达６０９亿美元的债

券，体现了中资发行人强劲的外部融资能力，也显示

出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花旗

借助丰富的经验和全球网络优势在市场震荡中精准

捕捉发行窗口，在企业面对经济逆风之际，及时有效

地帮助中资发行人降低融资成本，成为中国发行人

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最佳搭档。

（二）个人业务方面

花旗（中国）致力于成为中国杰出的外资财富管

理咨询银行，面对持续增长的国际化财富咨询服务

需求，花旗大力投资发展数字化业务以配合中国客

户不断变化的多元需求，通过深化与数字生态等相

关领域的领军企业合作，拓展业务规模化机遇，全面

提升业务能力和客户体验。

１０月，花旗（中国）作为代销机构与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携手，推出了面向外资银行高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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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的资产管理计划，这是一款面向合格投资者的

中高端理财产品。此次合作开启了国际银行与国内

券商携手共进的新篇章，又一次见证了中国资本市

场的对外开放。花旗（中国）与中信证券的合作意义

重大，优化了双方的优势，将更好地服务于国内日趋

壮大的高净值客户群体。

作为首家采用全数字化方式获客的外资银行，

花旗（中国）信用卡业务的数字化水平，已经超过了

花旗全球其他任何一个市场。花旗客户可以足不出

户地完成在线申请、激活、使用等完整流程，享受更

为便捷、高效安全的用卡体验，畅享国际化、个性化

的金融服务。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６３４．９８２ １７３２．２８８ １５９５．７１４ １７４２．０３０ １７７８．５２６ １９６８．５３７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１１７０．３５４ １３５６．６６７ １１８６．３８７ １３４５．９５２ １３９４．９８７ １４９０．４２８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６５２．０９２７ ５８３．５４５３ ６９８．４７４６ ６１５．６９２５ ６５０．６０２７ ６１８．０２７

净利润 １０．６２９２９ １０．７２４６１ １５．６３７８１ ２５．５１７７６ ２０．７１９２４ １７．２８１９７

不良贷款率（％） ０．７４ ０．８１ ０．６４ ０．４６ ０．４７ ０．６３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作为银行收益重要支柱的人民币存贷

款经营业务方面，作为贷款基准利率的ＬＰＲ自２０１９

年逐渐走低，至２０２０年４月以后一直持平。人民币

市场利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自２０２０年２月大

幅下降之后，６月反弹上升至去年同期水平，直至年

末才略有下跌，当年变动幅度较大。

在前述环境下，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瑞穗（中国）”］继续去年方针，努力提高存贷款

业务量，使瑞穗（中国）１２月底含财务公司的贷款余

额、月均余额比去年均有所增加，但由于ＬＰＲ利率

下降及期中市场利率下跌导致贷款收益率减少，最

终造成利息收入大幅减少。在存款业务方面，瑞穗

（中国）以增强流动性存款为前提，努力抑制高成本

存款，即便存款余额、月均余额略有增长但由于存款

利率下降致利息支出对比去年有所减少，但是，仍未

能抵消利息收入减少造成的损失，最终瑞穗（中国）

存贷收益大幅下降。对顾客外汇收益方面也因为公

司个别情况、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增加、新冠疫情影

响等因素低迷，业务毛利相比去年大幅减少。

另外，通过适当减免社保费用的缴纳及合理的经

费控制，经费实绩相比去年得到更有效的控制，去年

由于准备金率下降带来大额的坏账准备金回冲（今年

也有准备金率下降带来的准备金回冲）、人民币升值

致外币资本金汇兑评价收益减少等因素，最终瑞穗

（中国）净利润相比去年（历史最高位）大幅减少。

与年初计划相比：

１．资产规模方面，与当初以加强对顾客流动性存

款为中心稳步扩大资产规模计划相比超额完成计划。

２．业务毛利未达成计划，虽然利息收益方面存

贷余额基本达到当初计划，存款利率也控制在计划

内，但是外汇交易业务及手续费业务收益未达成计划。

３．经费在计划内获得有效控制。

４．虽然人民币升值致外币资本金汇兑评价收益

减少，今年不良贷款的情况使准备金率下降带来的坏

账准备金回冲，最终瑞穗（中国）净利润达成计划值。

【风险管理】

瑞穗（中国）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董事

会承担监控各类风险有效性的最终责任，行长统筹

负责瑞穗（中国）风险管理工作，高级管理层负责执

行董事会批准的各类风险管理总体政策。

信用风险方面，瑞穗（中国）在授信业务中遵循公

共性、安全性、收益性和成长性的基本原则，通过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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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交易的贷前调查、贷时审核及贷后检查等各道工作

程序的授信管理，有效贯彻和落实授信业务的全流程

管理。２０２０年，瑞穗（中国）总体授信资产质量良好。

年末五级分类为正常类的贷款占比为９８．１１％；关注

类贷款占比为１．８４％，同比下降１．７３％；不良贷款率

同比持平，维持在０．０４％的低位，处于良好水平。

２０２０年，瑞穗（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措施进

一步加强了信用风险的管控。包括：（１）加强授信

政策管理，对多个授信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如《授

信工作三查管理办法》《授信客户现场检查管理办

法》等，同时着手修订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制度，力求

不断完善行内制度体系建设，确保授信业务健康有

序发展。（２）健全信用风险管理体系，持续做好大

额风险暴露风险管理，持续强化特定行业监测管理，

针对融资租赁行业，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融

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制定了融资

租赁公司的授信方针，明确租赁公司业务具体的准

入标准、应对方针，有效防范行业风险。（３）定期开

展信贷资产组合风险监测，同时鉴于复杂多变的金

融形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提高了信

用风险压力测试频度，新增了新冠疫情的压力情景

测试，对低评级“一户一策”实施贷后监控，加强了授

信预警管理。（４）强化担保管理，进一步提高信用

风险管控能力。从制度层面进一步细化了各类押品

的管理职责、调查与评估、返还与处置等内容。

（５）通过对分行部分授信客户的作业流程及分行的

信用管理状况进行的抽样检查，加深了解了分行风

险管理状况，加强了分行风险管理意识。

市场风险方面，瑞穗（中国）建立了完善的体制

和制度，通过对各类风险指标的管理及市场状况的

动态把握，达到了良好的管理效果。瑞穗（中国）的

市场风险主要分为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主要通过

利率敏感度指标、外汇头寸限额指标等监控利率风

险、外汇风险。２０２０年，瑞穗（中国）经营的业务品

种以外汇即期买卖、远期买卖、利率互换等相对简单

的产品为主，整体市场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流动性风险方面，瑞穗（中国）建立了统一把握

和管理行内流动性风险的制度和框架，流动性管理

实行全行集中管理制度。２０２０年，瑞穗（中国）整体

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符合监管要求，但产生了一

定波动，主要原因有：（１）１月末由于新冠疫情关系

休假日延长，造成隔夜拆出资金滞留在美元清算账

户，指标一时性下降；（２）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确保

手头充沛的流动性，保守起见向母行拆借了较多的

资金，之后随着国内疫情的缓解逐渐将多余资金归

还给母行。总体而言流动性维持在较稳定的水平，

流动性管理指标均在合理范围内，实现了风险可控

的目标。

操作风险方面，瑞穗（中国）建立了适当的、与业

务复杂程度相适应的操作风险管理架构，并根据需要

采取适当的控制和缓释措施。２０２０年，瑞穗（中国）

业务量同比增长２．５％，年内共发现１１４件操作风险

事件，同比增加２５件，其中来源于为执行、交割和流

程管理事件（业务操作风险），占比９０％，主要涉及汇

款／托收、融资保证、存款等业务。通过推进业务集约

化、完善操作规程、开展培训、加强日常监控、分行业

务指导等多项举措并行，积极防范业务操作风险。信

息科技风险、法律风险、人员风险、有形资产风险、规

定制度变更风险和声誉风险都基本稳定于低水平。

总体而言，瑞穗（中国）的操作风险管理体制运

作情况良好，得以更有效地利用操作风险管理工具，

从事前、事后全方位地对操作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

监测，并视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而较好地发

挥操作风险管理效果。

【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科创产业】

瑞穗（中国）一如既往地遵循国家产业政策的指

导方向，本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大方针，在稳

定提供资金支持的大前提下，顺应市场原则配置信

贷资源，在风险可控的前提条件下，加强信贷政策与

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紧密围绕“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绿色制

造等重点领域，加强融资业务支持力度，积极推动企

业的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

随着近年中国金融科技“全球化”发展进程，大

数据、云计算等新兴金融科技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改

变着全球金融生态格局，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

源、生物医药为中心的高科技种子企业也如雨后春

笋般地出现，市场认可度高的科创企业发展不断壮

大。瑞穗（中国）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２０１９年正

式在上海总行成立的创新企业支援室利用瑞穗（中

国）全球化营销的网络优势，努力围绕科创企业、新

型初创企业，积极提供包括ＶＣ跨境匹配与基金投

资咨询、事业战略咨询在内的一站式、多元化金融服

务，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覆盖整个中国，全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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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科创企业的扶持工作。在新冠疫情防控的严

峻的大环境中，从多个维度积极扶持科创企业的持

续性发展，首先，瑞穗（中国）尝试并成功地举办了以

“智能制造”和“汽车领域创新”为主题的两届线上跨

境产业路演及对接会。会议邀请中国有技术前瞻性

的优质科创企业，围绕自身的技术特长以及今后的

事业发展规划进行说明，吸引了中国境内外众多知

名企业在会后进行双方技术交流以及探讨合作的可

能性，深受双方的好评。然后，发挥银行自身优势，

联合母行的其他境外网点机构为科创企业提供境外

政策信息、境外金融服务，构架跨境资金管理平台等

全方位多维度的金融服务。

【产品和服务创新、重大活动等】

（一）支持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

创新

支持中国进口博览会。瑞穗银行母行极力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作为参展商参与了第三届中

国进口博览会，这也是瑞穗（中国）连续三年支持进

博会的举措。其间，瑞穗（中国）派３名专员，为来自

全球的客户进行宣传和业务讲解，主要介绍内容为

瑞穗金融集团对创新企业的支援服务、跨国贸易中

的商流及其融资方案，以及外企对华投资和中企“走

出去”的相关咨询服务等。经统计，瑞穗（中国）在现

场派发说明资料２５０余套，与１８０多家企业开展了

交流。同时，瑞穗（中国）行长及经营管理高层领导

２０多位分别参观并参与１３个场次的专题会议，与

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及企业开展了有效沟通。

其间，国务院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莅临瑞

穗（中国）展位巡视交流，并对瑞穗在华发展情况，以

及在支援中日双向投资工作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

肯定。

在２０２１年这个新的国家五年计划的崭新开端

之年，瑞穗（中国）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专家咨询

委员会”（ＳＩＦＡＣ）的一员，在瑞穗金融集团董事长佐

藤康博的带领下，再接再厉挑战金融创新，为支持国

家和上海的“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支持

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而不断努力

进取、共赢发展。

（二）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实体经济

的创新

１．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企业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的合作不断增加，瑞穗（中国）客

户开始出现以俄罗斯卢布为首的一系列货币的结

算、兑换和套保需求。

为更好地服务于这些企业，瑞穗（中国）通过共

用母行清算账户的方式，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快的速

度，于２０２０年完成新增６个可交易货币ＳＥＫ、ＣＨＦ、

ＤＫＫ、ＮＯＫ、ＲＵＢ、ＮＺＤ。２０２１年１月正式启用后，

截至２月末，实际发生了ＳＥＫ和ＣＨＦ的兑换及付

汇交易９笔。

２．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了向长三角区域的客户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瑞穗（中国）于２０１９年３月在虹

桥商务区设立了虹桥支行。

瑞穗（中国）继２０１９年围绕长三角一体化话题，

专门制作日文版介绍资料，多次为日资企业及时了

解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举办说明会。如，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２２日与松江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投资松江

共创未来———松江区投资促进推介会”上，为来自

１６０多家企业的２５０位以及从日本线上参加的７２３

位企业家，用日语介绍《长三角一体化中外资企业的

发展可能性》，得到客户一致好评。另外，于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３０日，在“２０２０年昆山·中日产业投资说明

会”上（参加人数达３００多位）做嘉宾演讲，介绍了长

三角一体化中的外资企业的商机，得到江苏省昆山

市领导和客户的高度赞赏。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

继续深度关注最新政策动向，一如既往地着眼于如

何协助外资加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中，为全力支持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做出绵薄之力。

３．支持普惠金融服务小微企业

针对中小微企业，瑞穗（中国）积极支持“双创”

活动，尤其针对科技类初创企业，主动帮助初创企业

夯实发展基础，鼓励中小微企业勇于创造，激发社会

活力，释放巨大创造力。２０２０年，瑞穗（中国）举办

针对科技初创企业的线上线下商务对接会，利用行

内客户资源，为初创企业搭建了宣传平台，同时为投

资人提供了投资机会，从资金、业务和战略层面全方

位帮助初创企业长成参天大树，助力后疫情时期持

续保持经济活力。

４．支持金融业对外开放

为抗击疫情带来的影响，响应国家“内外双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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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大战略，２０２０年，瑞穗（中国）在制定新经营目标

时充分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提出创建“商务对接”平

台的新目标任务，并迅速在瑞穗（中国）全网点及母

行相关部门内铺开。商务对接平台针对集团客户需

求，每季度发布客户需求信息，２０２０年已发布信息

超过６００条，需求涵盖采购、代工、海外投资、资本合

作等多种业务合作模式。针对上述合作信息，瑞穗

（中国）充分利用集团客户资源，协助客户之间资源

的匹配，并积极促成客户谈判和业务签订，在困难时

期为客户解决燃眉之急，体现瑞穗银行贡献社会、服

务客户的经营理念。

此外，瑞穗（中国）于２０１８年７月取得债券通报

价机构资质后，为拓展境外客户资源，与瑞穗母行集

团公司瑞穗证券及其海外子公司合作，利用瑞穗证

券遍布全球的销售网络及境内做市交易能力，开展

面向境外投资者的人民币债券交易服务，初步构建

了“全球营销＋国内做市”的商业模型。２０２０年，与

瑞穗母行集团公司瑞穗证券及其海外子公司进一步

合作，于２０２０年４月和１０月分别与瑞穗证券（日

本）和瑞穗国际签署了债券销售服务协议。截至

２０２０年末，瑞穗证券亚洲向瑞穗银行介绍境外客户

５７家，共达成１８０笔现券交易，合计人民币１２２．３６

亿元。截至２０２０年末，瑞穗国际介绍境外客户４

家，共达成２笔现券交易，合计人民币１２５万元。

（三）服务民生的创新

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２０２０年初新冠病毒性肺炎暴发后，瑞穗（中国）作为

外资金融机构迅速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疫情的抗

击工作，努力尝试服务民生的创新。此外，疫情发生

初期瑞穗（中国）即向武汉市红十字会捐款５０万元

人民币，并动员全体行员踊跃捐款，全国１６个网点

的行员纷纷慷慨解囊，合计捐款２２５５８９元。

１．金融服务不间断

作为疫情发生后最早复工并全方位开展金融服

务的金融机构之一，为尽最大限度防止疫情扩散，并

确保向社会提供最基本的金融服务保障，瑞穗（中

国）制定业务连续性方案，建立相关出勤机制，在保

障行员安全防护的前提下，确保疫情期间交易系统

平稳运行、各网点业务运营正常。

考虑到武汉地区疫情严重，由上海总行代行武

汉分行办理相关业务，全力保障业务应急处理。并

启用自贸区办公室备份方案，配备最低限度的办公

设备，防止疫情扩散后可能造成常用办公场所无法

使用的情况。

此外，瑞穗（中国）加强外来临时人员的安全管

理，确保疫情期间各网点相关业务以及重要设施正

常运营。

２．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首先，在新冠疫情发生后，瑞穗（中国）在第一

时间为受灾严重的湖北地区企业制定专项贷款计

划，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资金压力。同时，瑞穗

（中国）还主动联系客户，了解客户面临的经营问题

与资金需求，提前做好资金续贷安排。对受疫情影

响的企业客户，及时通过变更还款安排、延长还款

期限，以及无还本续贷等方式予以企业资金层面

的支持，精准施策做到应续尽续，缓解企业资金

压力。

为助力上海市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企业的发

展，瑞穗（中国）积极配合市政府工作要求，结合瑞穗

（中国）客户实际业务情况，甄选相关对象企业客户

作为今后疫情支持重点联系和开展服务跟进的对

象，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客户，了解复工情况及公司运

营状况，为企业及时地提供资金援助，降低疫情对企

业经营的影响。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末，瑞穗（中国）对

上述特定对象客户提供的贷款授信总额约合人民币

１８亿元，实际贷款余额约合人民币１．５亿元，较１月

末增加８５００万元。３月初开始全面下调了５０个基

点的贷款成本利率。

此外，在２月３日至４月３０日期间，瑞穗（中

国）主动为上海地区４１家企业合计增加授信额度

４３．７亿元，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企业的复工复产。

其次，瑞穗（中国）客户多为外资、跨国集团企

业，特别是日资企业居多。瑞穗（中国）认为及时并

准确的信息传递非常重要，疫情以来坚持为企业提

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定期发行“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相关最新信息”中日文速报，及时向客户传达

政策及行业动向等信息，并将日本集团公司旗下智

库的研究成果与客户分享，助力企业做出正确的经

营判断，获得了一致好评。此外，还通过母行同步向

海外传递疫情信息，并与母行及海外网点积极协作，

发挥集团国内外优势为企业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金

融服务。

此外，本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殊时期特事特

办的原则，开展各项金融服务的绿色通道。比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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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视频远程办理账户类业务，通过网银及手机等电

子线上渠道，先操作后补单，提高单证传递时效、减

少客户临柜频率等。

（四）金融科技的创新

２０２０年，在金融科技创新方面，瑞穗中国加大

了在技术端的投入，以期进一步拓展瑞穗银行金融

服务，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开展。

１．大数据分析与云计算领域

瑞穗（中国）引入了Ｏｒａｃｌｅ公司的产品ＥｘａＣＣ

（Ｅｘａｄａｔａ＋Ｃｌｏｕｄ＋Ａｔ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ＥｘａＣＣ是Ｏｒａｃｌｅ

公司的数据云服务产品。该产品将设备安装在客户

自有的数据中心，但是在使用方式上按照云服务的

模式。这样既可以保证瑞穗（中国）数据的安全和自

主控制，又可以享受到云服务的按需购买资源和弹

性付费的好处。另外，设备的维护保修也是由

Ｏｒａｃｌｅ公司负责。目前我们第一阶段先在灾备环境

中使用该产品，之后计划逐步推广到生产环境。

２．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应用

瑞穗（中国）已经开始使用了含有人工智能技术

的ＯＣＲ营业执照识别系统，目前正在开发基于人工

智能的企业财务报表识别系统。

３．拓展业务应用渠道

瑞穗（中国）正在开发微信银行系统，在企业微

信公众号的基础上，面向客户提供账务查询服务、待

办事项通知服务。该系统计划在２０２１年内完成

开发。

４．提升银行内部管理能力

瑞穗 （中国）通过引入ＩＴ 服务管理软件

（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ｏｗ），实现了统一管理系统故障和事件，规

范化行内故障相应机制。另外还启用了该软件的

“系统变更管理模块”和“系统问题管理模块”，提高

了ＩＴ系统运维管理水平和效率。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０８４．９７ １１６２．７５ １２０５．９０ １２７８．１８ １４６４．５２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７０１．０８ ７５２．４１ ８３４．４２ ９１１．９７ ９９３．８６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４１６．０７ ４７４．８４ ５１６．４２ ５０３．６４ ５１２．６３

净利润 ８．３７ ５．４９ １４．０８ １４．５３ ８．３６

不良贷款率（％） ０．６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中

国）”］是东亚银行有限公司（“东亚银行”）的全资子

公司，致力于在中国内地为客户提供个人、企业及其

他银行服务。

【风险管理】 东亚（中国）经董事会审批已实施

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强

化了由业务经营部门、风险管理部门以及内审部门

构成的三道防线，在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下建立专项

风险管理政策及风险控制机制，以识别、衡量、监察

和控制东亚（中国）所承受的各类风险，并于适当的

情况下调配资本以抵御该等风险。东亚（中国）建立

了完整的风险管理制度，就信贷风险、市场风险、利

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战略风险、合规风险、操作风

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业务连续性风险、信息科技

风险，以及新产品及业务风险制定了管理政策，并在

风险管理委员会下成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组、

员工行为管理工作组以及数据治理工作组，各风险

管理政策、员工行为管理制度、数据治理管理制度

等，均由相关专项风险管理委员会或工作组定期审

阅，由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后，提交风险委员会审阅

并通过，最终推荐至董事会审批。在设计各项风险

管理政策时，力求实施审慎的管理和程序，确保对各

类风险的充分独立监督和控制。内审人员亦会对业

务部门定期进行内部审计，检查该等政策及程序的

遵从性。内部审计采用风险导向方式，至少每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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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评估各审计单元及分支机构的相关风险（包括信

用风险、市场风险、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

战略风险、合规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

险、业务连续性风险、新产品及业务风险以及信息科

技风险），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年度审计计划与具

体审计范围。２０２０年，内审处在各总分行业务审计

项目中检查评价了针对相关风险的内控措施的有效

性，并特别针对操作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业务

连续性管理开展了专项审计，检查评估有关风险管

理体系的运作有效性。东亚（中国）将持续加强风险

文化建设，强化宣传及培训，优化员工绩效考核机

制，落实执行问责制度。

【服务实体经济】 ２０２０年，东亚（中国）将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作为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领域，通过

供应链融资等多种金融产品支持小微企业，实现业

务平稳发展。东亚（中国）共开设有３０家分行及４９

个支行网点（上海张江支行为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覆盖全国２２个省市自治区。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东亚

（中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９３亿元人民币，客户数

４０９户，贷款平均利率水平为４．９７％。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２１３０．４８ ２１７４．６２ ２１６５．３３ １９５６．１４ １８３２．９３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１５９０．６３ １５０４．２９ １３８０．８５ １２０１．１９ １１００．２５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１８１．２２ １１７９．８４ １２４１．３１ １０８１．３０ ９２６．９３

净利润 １．３７ ５．７２ ４．７１ －１７．５８ －８．２４

不良贷款率（％） ０．９１ １．３０ １．８５ １．７５ １．８８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盘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盘谷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盘谷（中国）”］贷款余额总计为人民

币６６．３９亿元，存款余额总计约为人民币９１．２６亿

元。２０２０年累计实现净利息收入人民币２．１５亿元，

营业支出为人民币２．０１亿元，全年净利润人民币

０．０６亿元。

盘谷（中国）在发展普惠金融工作上主要以为小

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为主，小微企业作为重要客户，

在整体业务中占比较高。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小微企业客户数量占比４８％，贷款余额人民币

１９．１５亿元，贷款占比２９％。

２０２０年，盘谷（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为

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完善便利的金融服务，主要

依托泰国母行的经营实力和丰富经验，充分利用其

在东南亚及东盟区域中的关系网络，从而为客户构

建投资渠道，确保给予投资者完善便利的金融服务。

此外，盘谷（中国）积极响应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国家战略，为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提供金融

支持。

【风险管理】

目前盘谷（中国）业务较为传统，未涉及风险较

高的资管、理财、卡类业务等重点领域。２０２０年，各

项风险均维持在较低和可控的水平上，与２０１９年相

比持平。

信用风险方面，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盘谷

（中国）仅有一家次级类不良贷款客户，不良贷款率

为０．１７％，不良贷款余额合计人民币０．１２亿元。盘

谷（中国）的各项贷款损失准备金（包括一般准备金

和专项准备金）为人民币５．２７亿，贷款拨备率为

７．９４％，拨备覆盖率为４５４３．００％。贷款分类符合

相关规定，拨备充足。

对于不良贷款，盘谷（中国）积极采取各项措施

对该贷款进行处置，完成了对该客户的债务重组，截

至目前，客户按照重组协议每期正常还款；此外，为

了切实帮助客户逐步改善经营，盘谷（中国）也与客

户就原有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签订了补充融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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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提款额度使用进行了约定，客户必须满足约定

方可在约定额度内进行提款。

市场风险方面，资金头寸由总行进行统一管

理，市场风险管理工作集中在总行层面。盘谷（中

国）设定了利率缺口限额、净利息收入影响限额、所

有者权益影响限额、外汇头寸限额及止损限额以监

控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及汇率风险，设立了外汇头寸

限额、外汇缺口限额和基点价值限额来监控交易账

下的利率和汇率风险。此外，还会对利率风险及汇

率风险进行压力测试以衡量利率、汇率变动对盈利

性的影响。２０２０年，盘谷（中国）市场风险处于可

控水平。

流动性风险方面的风险管理工作也集中在盘

谷（中国）总行有关部门。２０２０年，盘谷（中国）流

动性比率均值高于监管要求；流动性匹配率和优质

流动性资产充足率也均高于１００％的监管要求，此

外，盘谷（中国）还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以考虑可能

的流动性危机。２０２０年，盘谷（中国）未发生流动

性风险指标超出限额的情况，也没有启动流动性应

急计划。

操作风险方面，盘谷（中国）各工作岗位间分工

明确、权责分离，各部门均制订了合理有效的工作制

度及流程，并根据业务需求及监管要求及时修订。

盘谷（中国）通过操作风险损失和接近错失数据及关

键风险指标监控数据报告对重大操作风险损失事件

进行监测。根据２０２０年的操作风险损失和接近错

失数据及关键风险指标监控数据报告，盘谷（中国）

未发生重大操作风险损失事件，关键风险指标处于

可控水平。

声誉风险方面，盘谷（中国）通过监控互联网新

闻和公共信箱电邮进行舆情监控，并积极参与社会

公益宣传活动以树立良好企业形象。２０２０年未发

生客户投诉及相关诉讼案件，未发现异常或负面新

闻事件。２０２０年，声誉风险水平与２０１９年相比持

平，处于较低水平。

【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科创产业、产品和服务

创新】

盘谷（中国）整体业务范围覆盖长三角、珠三角

和西南经济中心等核心经济地区。总行以“一带一

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这“三大

战略”为引领，要求各分行在自身辐射区域积极寻求

合作机遇，对于提振实体经济类企业着重做好金融

服务、提供全面金融支持；同时主动拓展关于“一带

一路”的项目，积极和相关中资企业接洽沟通，努力

做好项目储备工作，为以后可能出现的业务机会做

好准备。在服务科创企业方面，盘谷（中国）主要客

户分布在制造业和能源行业，具备制造业和能源行

业金融服务的丰富经验，未来将根据客户实际需求，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银行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金融服

务新模式。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５６．０８１４０．７９１４８．８１１３１．９３１４２．７０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８１．１５ ６９．２７ ８０．４３ ７０．８８ ９１．２６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４９．５９ ４９．３６ ６４．６８ ６９．２４ ６６．３９

净利润 ０．８５ ０．１６ １．３２ １．３８ ０．０６

不良贷款率（％） ０．７３ １．７４ ０．２３ ０ ０．１７

［盘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

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在统

筹疫情防控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果。２０２０年同样也是渣打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渣打（中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

一年，全体员工众志成城，同心协力，立足既定战略，

以客户为中心，成功地实现了持续稳健发展的既定

目标。

２０２０年，渣打（中国）实现持续增长。年末总资

产达到２９３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５％。由于受年初新

冠疫情影响，全年营业收入同比略有下降，但得益于

对客户的精准服务、审慎的风险管理和日常运营的

严格管理，渣打中国的营业支出同比下降８％，全年

净利润增长７％。

【对公业务】 渣打（中国）继续巩固了多个领

域的领先地位。渣打（中国）成功获批上海期货交

易所会员资格；成功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外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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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系统达成首笔挂钩美元担保隔夜融资利率和人

民币存款类金融机构７天债券回购利率的交叉货

币互换交易；积极参与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

展，承销规模排名居外资行第一；协助中国财政部

门分别发行６０亿美元主权债券和４０亿欧元主权

债券，持续９年为中国财政部的离岸债券发行提供

支持；持续领跑熊猫债券和特别国债承销业务，同

时参与了市场上仅有的多边开发机构发行的疫情

防控债券；渣打（中国）完成了上期所黄金及白银期

货第一笔业务，再次体现了在大宗商品结构化融资

领域的行业领先地位。渣打（中国）也一如既往地

坚持致力于成为联结中国资本市场与境外投资人

的桥梁，持续助力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

２０２０年全年，渣打（中国）在“债券通”渠道下交易

排名（以交易量计算）在外资机构中排名第一，债券

市场排名第八位。

渣打（中国）继续在“一带一路”及绿色金融、人

民币国际化和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建设方

面保持领先优势。２０２０年９月，渣打（中国）凭借在

推进“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ＧＩＰ”）发展方面的

重要参与和贡献，被ＧＩＰ指导委员会授予“最佳实

践奖”。在２０２０年度《财资》（ＴｈｅＡｓｓｅｔ）ＴｒｉｐｌｅＡ

评选中，渣打（中国）荣获“２０２０年最佳人民币银

行”殊荣，连续３年获得该行业大奖，并同时在９个

国际市场获得了“最佳人民币银行”殊荣。２０２０年

６月，渣打（中国）与香港贸发局共同推出“渣打大

湾区营商景气指数”。该指数是市场上首个针对粤

港澳大湾区营商景气的前瞻性季度调查。２０２０年

７月，渣打集团宣布在广州设立“渣打银行大湾区

中心”，总投资为４０００万美元，支持大湾区内个人

及企业银行业务营运，推动创新金融技术开发及应

用，以及加强渣打（中国）在大湾区内的跨境银行

业务。

【个人金融业务】 渣打（中国）积极响应政府多

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号召，为个人客户提供

从存、贷款到汇兑、财富管理等全方位产品和服务，

满足个人与家庭客户国际性的银行服务需求。渣打

（中国）不断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持续迭代“渣打财

富管理ＡＰＰ”，并获得《上海证券报》年度财富管理品

牌卓越奖；渣打（中国）通过视频银行等多种“非接触

式”的服务渠道为客户办理相关业务，并荣膺２０２０

年度《亚洲银行家》“中国最佳数字化品牌项目”。渣

打（中国）持续开展品牌推广和建设，获得《第一财

经》最佳品牌营销外资银行的荣誉。

渣打（中国）继续强化银行科技能力，持续探索

数字化赋能。渣打（中国）尝试与多个平台合作，如

与上海寻汇加速落地“汇ｅ达”平台解决方案，专注

于为跨境贸易企业提供更便捷、更低成本的付汇方

案，以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助力国际国内双循环。

同时，渣打（中国）通过康拓（Ｃｏｎｔｏｕｒ）平台开出了全

球首张以离岸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跨国区块链信用

证，这也是铁矿石业内首笔全程无纸化的人民币

交易。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９６１ ２２５０ ２１５２ ２３４９ ２９３６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１２６０ １２３１ １２１６ １４０１ １４８５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６５９ ７９４ ７８６ ９３７ １００２

净利润 ６ １４ ２０ １４ １５

不良贷款率（％） １．４０ ０．７９ ０．９８ １．１７ ０．７９

　　各项存款及各项贷款余额以年报披露之发放贷款和垫款

及吸收存款口径填制。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正信银行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正信银行紧紧围绕“稳中求进、严控风

险、优化结构、深化改革”总体发展思路，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行动，全面部署，积极践行

使命担当；始终坚持合规治行，强化全面风险管控；

多措并举惠民助企，全面助力复工复产；坚持服务实

体经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聚焦同业合力发展，

加强交流互惠共赢；坚持科技引领发展，打造智慧金

融体系；积极推进人才战略，凝心聚力夯实基础。全

行上下克服复杂艰难的经营形势，“防疫”“经营”齐

抓共管，不仅取得了可喜的经营业绩，展现了较强的

韧劲和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同时各项业务取得长

足进展，在“上海市金融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评估”

中获得Ａ级机构称号，在“上海外资银行金融机构

统计工作考核”中获得二等奖，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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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行的通报表彰；在上海市外汇自律机制的展

业监测评估中被评为优等。

（一）始终坚持合规治行，持续加强内部监管

２０２０年，正信银行继续细化、完善公司治理内

容，搭建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根据监管要求，首次

对公司治理情况的合规性和有效性开展自评估；完

成了银行股权托管登记相关工作；深入开展市场乱

象整治“回头看”工作和股权与关联交易专项整治

“回头看”工作，有效防范各类违法违规风险隐患；根

据监管政策变化及银行业务流程调整，及时新增、修

订内部制度，确保制度的合规性及流程的规范性；进

一步加强案防管理，有效组织案件风险排查工作，及

时发现和化解案件风险，持续保持案件发生率为零

的纪录。

２０２０年，正信银行内部审计工作在董事会的领

导下，紧紧围绕银行发展战略，根据监管要求和监管

重点，组织开展了专项审计和离任离岗审计；同时修

订、补充了内部审计工作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

了内部审计工作制度体系；在加强审计的深度及广

度、揭示审计发现的问题、监督整改落实、促进银行

健康发展等方面作出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二）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正信银行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信贷投向持

续聚焦国家产业政策引导的重点行业和领域。２０２０

年，正信银行立足于全面外汇业务的实际情况，强化

外汇优势，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支持中国

现代农业企业“走出去”投资活动中的融资需求，并

逐步总结出了对现代农业中特定行业金融扶持上的

相关措施和经验：一是坚定支持具备核心科技民营

企业依法合规地“走出去”；二是支持企业抢占行业

技术制高点，取得行业优势；三是合理评估企业核心

价值，创新风险评估视角与方法；四是精准信贷，推

动企业产业链一体化协调发展。

（三）多措并举惠民助企，全面助力复工复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正信银行第一时间推出

了一系列惠民助企金融服务举措。对于存款客户以

及涉及医疗、科研机构、疫情防控相关企业，正信银

行实施多项费用优惠减免政策及国际结算绿色通

道，鼓励和支持有关企业加快进口防疫药品和物资，

更好援助国内一线防疫抗疫；排摸所有信贷企业受

疫情影响情况，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同时，有针对性地

制订金融服务和纾困方案，积极帮助企业克服暂时

困难，尽快恢复良性发展。

同时，正信银行积极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

金融监管指引，进一步加大对“三农”领域、民生领域

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力度，增强金融支持的精准

化和个性化。疫情期间，为涉及保障民生需要的连

锁超市发放专项支持贷款、为纳入上海市政府疫情

期间重点维保企业下属的进口林木产品企业提供续

贷、向有出口订单的外向型制造企业提供专项出口

信贷支持、为进口防疫抗疫产品的企业提供进口融

资并提供绿色服务通道等，有效缓解企业因疫情影

响造成的资金压力，助力企业战胜困难奋力前行。

在加强防疫抗疫金融服务和信贷支持中，正信银行

始终自觉践行绿色信贷和普惠金融国家战略要求，

切实在信贷业务发展中坚持绿色信贷、普惠金融、支

持企业、服务社会、防范风险的有机结合，充分体现

社会责任和担当。

（四）聚焦同业合力发展，加强交流互惠共赢

２０２０年，正信银行持续加深同业往来与合作，

在深化交流与业务合作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迄今，已获得了中国领先的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银

行的同业授信，奠定了良好的信用基础。同时正信

银行为多家同业机构（包括中外资银行、券商）新增

同业授信，开启了与券商合作的新模式。

２０２０年，正信银行获批加入中国银行业协会外

资银行专委会；经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差额选举，正

信银行再次当选为外资银行专委会委员行。通过以

上各项举措，进一步加强了正信银行与同业的学习

交流与合作，扩大了对外影响力，使正信银行更为深

入地参与中国经济金融的改革发展。

（五）坚持科技引领发展，打造智慧金融体系

２０２０年，正信银行坚持“接受变革、不断创新”

的创新理念，遵循“建设数字化、信息化银行”的战略

规划，持续探索“银行＋互联网”模式，以客户为中

心，以数据为驱动，进一步布局网络金融生态圈，基

本建成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实体网点智能客服

相辅相成、多位一体的智慧服务体系。

２０２０年，正信银行在营业网点部署了智能机器

人等智能自助设备，借助语音、人脸识别以及人工智

能等技术为客户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新冠疫情期

间，银行积极引导客户通过线上渠道办理业务，展现

了数字化系统远程服务在引流获客、扩大金融规模

方面的强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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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９．１３ １９．６２ ２３．９３ ２６．７５ ２６．７７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３．９１ ４．０４ ６．１４ ９．９１ ７．８１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２．８３ ５．２８ ７．５９ ９．７９ ７．１９

净利润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１１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正信银行有限公司）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席卷全球，地

缘政治局势持续影响着亚洲。伴随着全球经济状况

的两极分化加剧，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往来也逆

势增长。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双方

进出口额同比增长７％。面对前所未见的挑战和变

局，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中

国）”］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大华（中国）

有计划地聚焦在三大战略领域内投入，以实现业务

可持续增长，包括：提升跨境业务和互联互通，助推

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往来；依托中国金融开放的契

机，推出创新跨境解决方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推

进业务转型。

【提升跨境业务和互联互通，助推中国与东南亚

的经贸往来】

相较众多同业而言，大华银行在东盟拥有最广

泛的网络分布。大华银行在东盟各国间以及与中国

的业务联动，可以帮助客户抓住更多的区域发展机

遇。大华（中国）不断加大自身能力的投入，例如大

华（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咨询业务，进而为客户提

供其所需的本地的市场见解和网络资源。同时，大

华（中国）在整个区域内强化了对公业务策略和行业

专长，并着眼于７个具有经济前景的行业以及具有

责任心且有可持续增长潜力的企业客户。

例如，大华（中国）在２０２０年深化了与三一集团

以及一大型电力工程企业的银企合作关系，支持他

们在中国和东盟市场的发展需求。大华（中国）还与

长三角一家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和一家国内知名矿产

龙头企业分别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为他们提供定制

化的金融解决方案，助其把握市场机遇。

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后，大湾

区企业跨境交易和融资日益增长。得益于大华（中

国）在大湾区的战略布局以及东盟的一体化网络，大

华中国能够助力大湾区之内以及大湾区与东南亚之

间不断活跃的商贸活动。２０２０年，大华（中国）特别

针对大湾区商业银行部客户推出“跨境快速支付”活

动以满足大湾区日益增长的资金跨境流动的便利化

需求。

【推出创新跨境解决方案】

伴随金融开放脚步加快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

入展开，市场也涌现了越来越多元化、多层次的跨境

金融需求。大华（中国）也积极联动集团区域网络、

深化本地业务，为企业提供更高效的创新跨境金融

解决方案。

例如，２０２０年借助上海临港新片区的金融开放

与创新发展政策，大华（中国）与客户共同探索，顺利

落地新片区内本外币一体化跨境资金池结构。大华

（中国）还成为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转让服务平台首

批外资银行会员，并在平台上线当天完成首批交易。

同时，大华（中国）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东南亚货币一

站式”服务，帮助企业优化了汇兑效率，增强了国际

议价能力，收获企业和业界好评，并荣膺上海市政府

授予的上海金融创新成果奖三等奖。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推进业务转型】

大华银行在深耕中国市场的３７年间，服务团队

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为客户提供互联互通的金

融服务。这是大华银行进入中国的初衷，也是未来

在华长期发展的基石。

秉承这一信念，大华（中国）继续推动业务转型，

其中包括继续聚焦七大产业，并对１３家分行进行了

精准化定位，以更好地为本地和区域内的企业客户

提供更具行业针对性和远见的业务咨询、产品和服

务。同时大华（中国）继续推动零售业务转型，通过

专注核心市场，以数字化赋能，打造诚挚信赖的财富

管理服务。

银行和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拓宽服务渠

道，共谋发展。２０２０年，基于大华银行与战略合作

伙伴恒丰银行不断深入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出大

华—恒丰“国际贸易直通车”，助力企业开展跨境业

务，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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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２０２０年身处“常态化”的疫情中，大华（中国）依

然坚持我们对客户的承诺，帮助企业客户顺利开展

业务，满足个人客户的财务目标和生活方式需求。

疫情暴发后，大华（中国）积极响应国家支持企

业抗疫、保障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号召，基于自身财

务实力，有序采取了一系列纾困措施，以帮助企业应

对疫情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大华（中

国）积极与客户沟通资金使用需求事宜，对有流动性

困难的企业予以贷款展期，并协助企业规划资金。

这些措施持续数月，直至相关企业顺利复工复产，实

现稳定运营。

为客户提供更好支持的基础是确保员工的健康

安全。疫情暴发初期，配合国家政策要求，在不影响

服务质量和安全风险管理的前提下，启动了居家办

公的安排，并逐步实施灵活错峰办公和分批办公，以

保障员工安全。复工后，结合抗击疫情的部署要求

推出一系列防疫措施，如每日健康打卡、居家办公、

发放防疫用品、提供上门核酸检测服务、定期推送健

康贴士等。此外，推出了全新的员工关爱计划Ｃａｒｅ

Ｕ，为员工及家属提供全天候的心理咨询服务，关爱

他们在特殊时期的身心健康。

大华（中国）也积极行动，助力有需求的社区人

群共同抗击新冠疫情，包括在疫情初期防护资源紧

张之时，向湖北省在内的六省市的一线工作者以及

有需求的单位和社区，捐赠１０万只一次性医用外科

口罩，以及资助湖北荆州小学实验幼儿园３１台等离

子体空气消毒机。

特殊时刻，更需要精神上的正能量来点亮心灵，

照亮彼此。因此，大华（中国）于２０２０年继续推出

“大华银行艺术季”，开展一系列线上线下项目，让艺

术的力量和温暖走入千家万户。

【财务业绩】

２０２０年，大华（中国）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

５．４％至人民币１４．３亿元，主要得益于净利息收入

的双位数增长。受益于存款结构调整带来的净息差

上升，大华（中国）净利息收入同比增长１８．９％，至

人民币９．９亿元。

营业支出同比下降了２．８％至人民币１０．５亿

元，主要由于员工成本以及业务相关费用的下降。

资产减值损失上升至２．７亿元以积极应对市场环境

的不确定性。２０２０年，税后净利润为人民币１．１亿

元，较２０１９年同比下降１２．６％。

２０２０年贷款规模上升３．０％至人民币３６２亿元，

年末存款规模为人民币３６８亿元。大华（中国）的资

产质量保持稳定，不良贷款率从上年末的０．６％下降

至２０２０年末的０．４％。大华（中国）密切监控资产组

合，并对资产质量和拨备充足性有着充分的信心。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大华（中国）的核心一

级资本充足率和总资本充足率分别为１３．４％和

１６．４％，远高于最低监管要求。大华（中国）的综合

财务实力获惠誉Ａ＋及展望稳定评级，以及中诚信

ＡＡＡ及展望稳定的评级。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５２３．９ ６３５．０ ７４２．１ ７１８．６ ８０４．９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２５１．９ ３０２．７ ３７０．２ ３９２．６ ３６２．６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２４４．０ ２７６．８ ３３４．８ ３５７．５ ３６８．８

净利润 ０．４ １．４ １．５ １．２ １．１

不良贷款率（％） １．３ ０．８ ０．７ ０．６ ０．４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华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华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美（中

国）”］是美国华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控股子

公司。华美（中国）总部位于上海，目前在汕头及深

圳设有分行。美国华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华美银

行集团（纳斯达克股票代码ＥＷＢＣ）的全资控股子公

司，为美国前２５大上市商业银行之一，也是全美以

华裔为主要市场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该行总部设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洛杉矶地区。

华美（中国）作为连贯中美两地之金融桥梁，凭

借对于中美文化和市场的了解，协助两地客户达成

“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在集团前瞻性策略的带领

下，华美（中国）稳健经营，致力实现搭建东西方卓越

金融桥梁的愿景。

【经营情况】

华美（中国）在２０２０年奋力开拓，在外部经营环

境较为不利的局面下依然稳步扩大了资产规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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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资产总额达到１０６．８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０％；存

款余额为８３．１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８８％；贷款余额

为３２．７５亿元，同比下降２３．０８％；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１３７５４．０６万元，净利润９８０．２９万元，同比减少

７４．０３％。

２０２０年，华美（中国）继续发扬银行的经营特

色，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经营，大力开拓中美之间桥

梁的银行业务，发展母行具有独特优势的行业领域，

在影视娱乐产业及高科技金融等方面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和进步。华美（中国）对高科技金融业务的持续

投入不仅有力地支持了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也给银

行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风险管理】

华美（中国）风险管理部履行风险管理职能，制

定相关风险限额及识别、计量、监测和管理风险的制

度、程序和方法，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

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主要风险进行识别和管

理，建立了相应的程序和模型予以识别和计量，并及

时向高级管理层及风险管理委员会报告银行的风险

状况。

【服务创新】

华美（中国）大力支持国内高科技创新企业发

展，努力成为科技金融企业在高速成长中的合作伙

伴，客户遍布互联网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物流业、电

商产业、ＴＭＴ行业、人工智能、物联网、环保、大健康

等领域。在过去几年里帮助科技金融企业完成融资

贷款等业务，其中多家企业最终在国内外成功上市。

２０２１年，华美（中国）仍将延续母行中美桥梁银

行的整体策略，利用母行在美国的网络优势和客户

基础，借助中美企业之间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日益增

强，全力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战略，同时也协助美

国的客户进入中国市场。将来，华美（中国）会进一

步深化对传统行业的业务拓展，优化调整客户群和

产品配置，并运用母行在美国的资源网络和业务优

势，继续在国内拓展母行熟悉和擅长的业务领域，包

括高科技行业、影视娱乐行业、新能源、生物医药以

及农业等国家政策扶植的行业。另外，华美（中国）

也将依托日益活跃的中美贸易和投资活动，开发本

地上下游目标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跨境贸易结算、供

应链融资等金融服务。华美（中国）本着“以人为本”

和“追求卓越”的服务宗旨，继续为新老客户提供优

质的服务。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６８．１６ ８３．８８１１６．３６１０５．４１１０６．８９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４３．５４ ６３．３８ ８２．２９ ６９．９５ ８３．１６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２１．４０ ２１．５３ ３８．６３ ４２．５７ ３２．７５

净利润 ０．３４ ０．４８ ０．４３ ０．３８ ０．１０

不良贷款率（％） １．３５ ０ ０ ０ ０

［华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二） 外资银行分行

日本三井住友信托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概况】

日本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以下简称“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前身为日本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２０１２年４月１日，其总部日本住友信托银行

与中央三井信托银行、中央三井资产信托银行合并，

银行名称变更为日本三井住友信托银行，为目前日

本国内最大的信托银行。

【业务发展】

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作为

外国银行分行，自２００５年成立以来主要向在华的日

资企业（其母公司大多与其日本总行有业务关系）提

供包括贷款、存款及结算等金融业务。自２００９年

末，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始

开展人民币业务以来，业务规模平稳增长，并在

２０１３年８月加入了ＣＮＡＰＳ。２０１４年下半年，三井

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始开展非日

系企业的信贷业务，客户群主要为金融租赁公司、汽

车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大型国有企业下属

的子公司。同时，为了确保人民币业务持续、稳定的

发展，更好地遵守审慎经营和人民币信贷规模控制

等监管要求，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于２０１４年完成了增资２０亿元人民币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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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手续。２０１５年９月经总行批准并根据《商业

银行保理业务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向相关当局提交

保理业务报备，正式开展国内银行保理业务。２０１６

年９月经总行批准并完成信托受益权相关当局备案

工作，正式开展信托受益权买入业务。

２０１７年３月，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系统接

入验收，正式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

业务。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资本充足率为３９．７％，广义信贷余额

７９．３９亿元人民币，资产状况良好。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４２．８２２９７．３０３２３．０９３３１．０９３１０．６８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４９．９６ ２９．３１ ３５．９６ ３５．８２ ３８．０２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５１．６５１３８．８０１４３．４８１３４．２９１２４．１１

净利润 －０．６１ ０．２６ １．９５ １．０５ ０．５８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４１ ０

（日本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日本横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经营情况】

日本横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是日本总

行株式会社横滨银行开立在中国地区的单一分行，

自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４日开业以来，一直秉承“审慎稳

健”的经营策略，以发展传统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为

主，向企业客户提供本外币存款、贷款、汇款、外汇买

卖和结售汇等业务。目前未开展个人业务、衍生产

品、贸易融资、债券买卖和理财产品等金融服务。

上海分行的目标客户群体主要是总行以及其他

日本国内地方性银行客户在华设立的子公司和关联

企业，以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中小型外商投资企

业以及向其设备投资间接支援的租赁企业为主，不

涉及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其中制造业企业主要为

向日本大型企业提供各类主要零配件的供应商，在

一定程度上涉及发达的工业生产。向该类企业客户

提供资金支持是目前开展的主要业务内容。

自２０１４年４月３０日正式开展对客人民币业务

后，上海分行一直致力于发展人民币贷款业务，并以

发展中小型外商企业客户为主要目标。

上海分行以“在了解客户，了解客户业务的基础

上，满足客户真实的融资需求”为原则，积极向客户

提供信贷资金，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求，包括原材料

和生产设备的采购，固定资产构建和技术改造等中

长期投资，用于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提升

产品质量。目前未涉及房地产行业和政府融资平台

的贷款。

在总行以及日本国内分行的支持下，上海分行

掌握在华企业客户在日总公司的最新经营情况和信

用状况等信息，并对该类客户的真实需求有深入了

解。综上所述，上海分行既能满足企业的真实融资

需求，也能做好信用风险防控，开业至今，未发生过

不良贷款。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分行境内本外币各项贷

款余额为等值１０３７８７．９１万元人民币，币种比例分

别为人民币贷款余额７１．２６％、外币贷款余额

２８．７４％；其中制造业、零售批发业及金融业分别占

比５９．２２％、１９．９８％和１５．０７％；另外，上海分行中

小微型企业的授信集中度在人民币业务开展以来一

直维持在较高的比例，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的中小微型

企业贷款占境内所有贷款的９４．４８％。

关于信用风险管理方面，根据总行的企业集团

授信管理政策，分行信贷业务的风险评价和额度审

批均由总行相关部门进行。对于提交信贷业务申请

的企业，分行营业部对其提供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

在掌握该企业的实际情况后并对其进行独立的信用

评级。但由于上海分行企业客户的运作主要遵循其

日本总公司制定的经营战略，且部分企业的规模较

小、财务能力较弱，因此基于母公司、子公司信用风

险一体化管理以及审慎原则，除部分现金流状况良

好的企业外，上海分行都要求其母公司或关联企业

提供担保。

关于其他风险管理，与信用风险管理相同，随着

遵守中国风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导入日本总行的风

险管理方法进行风险分析、监测后，向总行定期、不

定期上报的同时，按需要跟总行商讨确保分行风险

管理水平。

总行在制定上海分行的在华发展战略时，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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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同时，

由于上海分行是在华单一分行，目前经营规模仍然

较小，在客户群体和业务类型的发展方面均存在一

定局限性。在企业客户性质方面，主要为外商投资

企业，暂时无法参与到国家重大领域、重大工程等大

型项目建设；对新兴行业、节能环保和科技创新行业

的支持度亦存在不足；在盈利模式方面，由于上海分

行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利差收入，在业务品种单一的

现状下，暂时无法向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随着业务的发展，上海分行将进一步拓宽服务

渠道，为中小微企业客户提供更多样化的优质服务，

继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７．０４ １９．１３ ２３．３６ ２５．６３ ２４．４１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２．１４ ２．６１ ３．２２ ４．７３ ５．９４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９．２２ ９．７２ １３．８９ １３．５８ １０．３８

净利润 －０．１４ ０．２５ －０．１７ ０．０５ ０．３５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日本横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韩国产业银行上海分行

【概况】

韩国产业银行成立于１９５４年，是韩国唯一一家

由韩国政府全额投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其目的是恢

复战后被严重破坏的国家经济，为经济发展提供长期

资金。１９９６年，韩国产业银行上海分行成立，是韩国

产业银行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分行。依托韩国产业

银行总行的企业金融优势和客户的信任，上海分行积

极与中国企业及中国的韩国企业谋求共同成长，致力

于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为优质的金融服务。

韩国产业银行上海分行经营期限为３０年，在下

列范围内经营对各类客户的外汇业务以及对除中国

境内公民以外客户的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

有价证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办理国内外结

算；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同业拆借；提供资信调

查和咨询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５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人

民币业务。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１日获得上海银监局关于

开办普通类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批复，并于２０１６年

１月首次开展衍生产品交易业务。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１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批准，获得银行间外

汇市场人民币对韩元直接交易做市商资格。

【经营管理】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韩国产业银行先

后在中国境内的上海、广州、北京、沈阳和青岛分别

设立了５家分行。为发挥中国区分行的协同效应，

韩国产业银行将上海分行指定为管理行，由上海分

行履行管理行职能。管理行业务主要包括建立中国

区分行经营战略及营业政策、统一中国区分行内控

制度、资产负债结构合并管理以及韩国总行海外事

业室指定的其他业务等。

韩国产业银行上海分行一直秉持稳健发展的经

营理念。截至２０２０年底，韩国产业银行上海分行本

外币资产总规模达人民币１０３．２６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５４％；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人民币６２．１０亿

元，同比增加７．４９％；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同

业存款）为人民币６．３６亿元，同比增加５６．０９％。

２０２０年共实现净利润人民币０．４１亿元，其中主要收

入来源于各项贷款利息收入，占收入总额的

７６．２４％。在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上海分行严

格实施风险管控，不良贷款率一直保持在同业较低

水平且逐年下降，２０２０年全年没有新增不良贷款，

截至年底无不良贷款。

【风险管理】 韩国产业银行上海分行一直以来

高度重视风险管理工作，切实贯彻各项政策与法规，

不断加强内控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行内设立了风险

管理部、合规部、内审三道防线的工作机制，以确保

内控管理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建立全面的风险防控

体系。

韩国产业银行上海分行执行总行制定的风险管

理政策及程序来识别、计量和监控风险，同时遵循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风险管理的要求，依据

总行的风险管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

理条例》及实施细则以及其他相关法规，制订并实施

了《风险管理规定》。该规定主要内容包括：总则、

风险管理组织体系、信用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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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流动性风险管理、操作风险管理、危机情况分

析、其他（包括分行日常风险管理、事前协议、数据管

理）等。

随着中国区分行行业集中度问题凸显，上海分

行作为管理行加强了对中国区分行行业风险敞口的

监测和管理，使中国区分行各行业风险敞口均维持

在合理范围之内，进一步优化了信贷资产结构。

韩国产业银行上海分行紧跟国际国内金融市场

形势和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高度重视对流动性风

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全

面管控，为保障各项业务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７６．０６ ８８．４３ ９５．６７ ９０．９４１０３．２６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３．８２ ３．７３ ３．４５ ４．０８ ６．３６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５０．１８ ４９．４４ ４７．７７ ５７．７８ ６２．１０

净利润 －１．１４ １．２６ ０．４２ ０．６６ ０．４１

不良贷款率（％） １．０２ ０．５３ ０．４４ ０ ０

（韩国产业银行上海分行）

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经营情况】

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成立于

１９９７年，是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ＫＢＣ

ＢａｎｋＮ．Ｖ．）目前在中国的唯一分行。主要产品有：

本外币的短期和中长期贷款；贸易融资———进出口

信用证结算、人民币票据贴现、保函；资金交易———

即期、远期外汇交易、结售汇；银行账户服务———本

地货币收付；国内外收付款；银团贷款。

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目前具

有全面外汇业务资格和除中国境内居民外的人民币

业务资格，并可以办理中国境内居民每笔不少于

１００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资格。比利时联合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服务对象以制造型中小企

业为主，分行主要依托母行在欧洲的网络优势，致力

于为集团网络客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提供良好的金

融服务，并帮助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此外，分行也

重视对中国市场的开拓，通过提供个性化的优质服

务，分行已经与许多本土企业发展了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共有员工４２人，资产规模３７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２５．６１亿元，各项存款余额３．３８亿元。

比利时联合银行上海分行利用集团在比利时及

中东欧的网络优势，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分行通

过内保外贷等形式，服务多家中资企业，帮助其在当

地的子公司获得比联集团子公司的融资服务，为双

方业务发展起到桥梁作用。

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始终认真贯彻最

新巴塞尔协议的各项内容，并按照其相关要求，制定

一系列的风险控制标准，以此有效规避各类风险。上

海分行更是秉承合规经营的理念，特别重视风险管理

方面的工作，始终根据监管当局的要求，认真贯彻落

实各项政策、法规，努力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同时强化

分行员工的合规意识，将合规经营的理念渗透给每一

名员工，形成了自下而上主动合规的企业文化。

【经营指标】

单位：万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５１２６３７．１５ ５８２６６０．６０ ６２５１５７．７９ ４８９９５０．５１ ３６９２０６．６５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４３７４１．０２ ６１８８０．８２ ６２７０６．０４ ４５６６４．９７ ３３８４２．３６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３１６９８８．２１ ３６１４６７．８２ ３８５５６０．２１ ３１３７２２．４９ ２５６０６６．３１

净利润 ３９５０．６１ －１０１．０４ １８７８．０７ ４３９８．５９ ２００７．１２

不良贷款率（％） ５．８８ ２．３４ ０ ０ ０

（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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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北欧斯安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概况】

Ｓｋ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ｓｋａＥｎｓｋｉｌｄａＢａｎｋｅｎ（简称ＳＥＢ）是一

家久负盛名的北欧金融集团，中文名称为瑞典北欧

斯安银行。瑞典北欧斯安银行于１８５６年由Ａｎｄｒｅ

ＯｓｃａｒＷａｌｌｅｎｂｅｒｇ成立，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

第一家私人银行。在１６０余年的发展进程中，瑞典

北欧斯安银行经历了１２０多次不同的并购活动，在

斯德哥尔摩北欧证券交易所上市。

目前瑞典北欧斯安银行为约２０００家大型企业、

１１００家金融机构、４０万家中小型企业以及４００万个

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核心业务为商业银

行业务，同时经营证券投资、资产管理以及保险业

务。ＳＥＢ的主要市场包括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德

国、瑞士、奥地利、荷兰、波罗的海诸国等，在全球拥有

大约１５０００名员工。此外ＳＥＢ在全球２０个国家开

展业务，并且在伦敦、纽约、新加坡以及中国上海、香

港等重要金融中心建立起国际化的银行业务网络。

ＳＥＢ于１９８３年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此后，瑞

典北欧斯安银行有限公司持续不断地帮助北欧公司

在处理中国业务过程中提供各项金融服务。为了满

足国内客户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在瑞典北欧斯安银

行聚焦中国市场的战略目标的指引下，ＳＥＢ于２００５

年在上海设立了分行，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北欧地区

银行，上海分行的营运资金已达到１８亿元人民币。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是ＳＥＢ

集团在中国各项银行业务服务中心，为北欧国家、德

语区国家和英国等国的外资企业在中国拓展业务过

程中提供一流的银行服务，上海分行的业务范围包

括本外币账户开立和支付、国际以及国内汇款结算、

企业贷款、保函开立、贸易融资、委托贷款、现金池，

汇票贴现、电子银行、存款等。上海分行外汇交易室

还为客户提供即期货币兑换，以及外汇敞口的远期

套期保值。

【经营情况】

自成立之初至今，已获得了全部外汇业务及人

民币业务的经营资格，主要包括即期结售汇业务资

格、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

资格以及对客户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资格、人民

币现金管理以及贷款业务。至此，经营范围扩展至

对各类客户的全面外汇业务以及对除中国境内公民

以外客户的人民币业务。

上海分行在２０２０年继续加强对实体经济发展

的支持，由于２０２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

扩散，上海分行客户的日常经营和金融需求大多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复工复产以来，上海分行相

关业务人员持续联络客户、排摸客户受疫情影响的

情况，并调研其业务需求。上海分行充分贯彻党中

央“六稳”“六保”的政策部署，主动持续和各主要借

款人联系协商，对于希望续贷的客户充分运用了无

本续贷做到应续尽续，没有发生任何一起盲目抽贷、

断贷、压贷。分行各业务部门克服疫情的威胁，在确

保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分散但主动前去处理多笔新

的贷款发放，为企业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考虑

到部分企业在特殊时期可能出现延迟复工、远程办

公或资金紧张等原因，发生延迟支付利息等情况，上

海分行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免除罚息且不纳入征信记

录的措施。

制造业企业占上海分行对公信贷客户的绝大多

数，主要为北欧国家以及德语国家的制造业企业的

子公司或与国内企业合作建立的合资公司。其中许

多举世闻名的制造业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进入

中国、进入上海，并已深耕多年，在中国制造的发展

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依托总行与相关企业的

紧密合作关系，上海分行也全力支持相关制造业企

业的发展，加强对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并推

动上海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由于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企业客户的信贷需求有所

下降，但上海分行仍持续贯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２０２０年末，上海分行对制造业企业的信贷余额约占

全部对公信贷余额的５７％。通过立足于金融服务

制造业、服务实体经济，践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制造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

除对制造业企业的支持外，上海分行也持续加

强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２０２０年末，上海分行对

小微企业的信贷余额占全部对公信贷余额的３８％。

此外，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上海分行也向不少小微

企业提供了可以随借随还的透支信贷额度，让企业

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同时也为企业降低了相应的

成本。

另外，上海分行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依然保持良

好的风险管理情况，连续多年无不良资产或坏账。

７０１二、 外 资 银 行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１４．７５１２７．７１１３７．４４１３７．１５１０３．６０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４８．１９ ３６．６８ ５５．４５ ６３．０１ ２６．２８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６９．３４ ６７．３４ ６５．２９ ５８．０６ ４０．８８

净利润 ０．３３ １．１６ ０．６９ ０．７９ １．３４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瑞典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经营情况】

瑞典银行［ＳｗｅｄｂａｎｋＡＢ（ｐｕｂｌ）］成立于１８２０

年，是北欧及波罗的海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

银行，总部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瑞典银行集

团在哥本哈根、赫尔辛基、卢森堡、纽约、奥斯陆、上

海、约翰内斯堡设有分支机构。

２００１年１月，瑞典银行上海代表处成立，这是

北欧地区在上海设立的第一家银行代表处。２００７

年４月，瑞典银行邮箱公司上海分行成立并于２０１０

年８月开展人民币业务。主要为瑞典银行的在华企

业提供存款、贷款、账户及汇款、贸易融资和资金交

易。目前分行共有员工１９人。分行运营资金为５

亿元人民币，包括等值２亿元人民币的美元运营资

金，和３亿元人民币运营资金。

瑞典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战略目标是通过

支持瑞典银行集团的客户和中国的企业，提供优质

完善的金融服务，使瑞典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成

为联系、促进中国和北欧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一直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成为客户眼

中称职的、有创新精神的商业伙伴和一家高效的营

销机构。同时，通过积极有效的市场营销和严格的

内控制度，达到安全性、流动性、稳定性的要求指标

的管理经营模式。

瑞典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为中国以及北欧、波

罗的海国家的在华公司客户提供全面外汇及人民币

服务，包括且不限于存贷款服务、支付服务、贸易融资

服务、外汇交易产品和与银行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

瑞典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在上海现成立已超

过１０年，经营情况令人满意。各项核心业务仍然在

稳定增长中。双边贷款和贸易融资是上海分行的主

要业务之一。贸易融资包括提供信用证、备用信用

证、托收、保函、贸易融资、打包贷款等各种各样的贸

易融资服务来支持客户在国际和国内的业务运作。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２．５９ ３２．１２ ３０．００ ２４．３４ ３８．６５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
０．５４ ４．２３ ２．２３ ４．０４ １４．６１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８．８１ ７．７４ ８．６４ ９．２９ １４．３７

净利润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４５ ０．１９ －０．１２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瑞典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英国巴克莱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概况】

巴克莱银行是一家英国的全能银行，亦是英国

规模最大的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之一，致力于为全

球从事不同行业或置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

供各项银行及金融服务。巴克莱银行业务广泛，服

务包括：个人银行、环球支付平台、顶尖全方位环球

企业和投资银行等。

巴克莱银行秉承“创造机遇、力争上游”的发展目

标，在过去的３２５年，一直投放资源在各种推动跃进

的项目。时至今天，巴克莱银行一如既往地为世界能

变得更可持续、更包容以及更紧密相连而出一份力。

巴克莱银行扎根亚太区超过５０年，主要为亚洲

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其跨境企业及投资银行

服务，并为亚洲地区之客户接通欧洲、北美洲及拉丁

美洲之资本市场。巴克莱银行在亚太区的业务涵盖

中国香港和内地以及日本、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

等国。

英国巴克莱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为巴克莱银

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注册成立的分行，２００５

年１２月获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正式成立，注册地址及营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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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３１楼３１０１、３１０２Ｂ室。

【业务特色】

上海分行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间分别获得衍生品

交易业务资格、远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与外币掉

期业务资格，经营对除中国境内公民以外客户的人

民币业务资格和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业务资格。此

外，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分行自２０１１年开始提供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代理服务。

英国巴克莱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主要致力于

为机构客户提供避险目的的远期、掉期、期权等衍生

产品交易以及即期结售汇等外汇买卖金融服务。上

海分行提供的现有产品是巴克莱银行在全球的优势

产品，如固定收益和外汇产品的销售和交易，包括利

率风险和外汇风险管理。分行同时将借助巴克莱银

行在英国和美国强大的国际网络，在可能的情况下

为跨境银行业务及资金流提供便利。

【风险管理】

英国巴克莱银行上海分行自建立之初，就极为重

视银行内控制度的建设。上海分行以巴克莱集团制

度为基础，结合中国银行业法律法规，制定并切实履

行与分行业务紧密联系的各项内控制度。上海分行

希望通过有效可行的内控制度最大可能的控制并减小

银行的内部风险，为客户提供优质可靠的金融服务。

（英国巴克莱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加拿大丰业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概况】

加拿大丰业银行于１８３２年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市成立，是加拿大最国际化的银行和北美最大的金融

机构之一。丰业银行在中国的历史源于１９８２年在北

京开设首家代表处。目前，在中国境内设有上海、广

州２家分行和北京代表处，并对西安银行参股投资及

与北京银行合作成立了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开

拓理财业务。丰业银行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在上海成立

上海代表处，２００６年９月升格为上海分行。上海分

行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间分别获得结售汇业务经营许

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会员资格、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会员资格、衍生产品经营许可、银行间远期外

汇市场会员资格、银行间掉期外汇市场会员资格、人

民币业务经营资格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

员资格。２０１４年连通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

统，可为企业客户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

秉承总行经营理念，上海分行主要为欧美和亚

洲的大型跨国公司及银行现有集团客户在华业务发

展需求提供金融服务，除利用总行全球客户关系和

资源与其他分支机构紧密合作从亚太和北美现有客

户中拓展发掘在华投资信贷业务外，还积极为中资

企业走出去提供当地银行业务方面的咨询和协助。

根据政策的引导进行进一步调整和优化，重点支持

国家政策所支持的行业领域来推动业务的增长。除

了传统贷款业务之外，上海分行亦积极拓展其他多

种业务类型，如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外汇交易、存

款类业务和其他中间业务等，以便更全面服务于客

户，也同时提高客户的利润贡献率，进而提高分行的

资本收益率。

凭借在企业客户金融服务方面拥有的丰富经验

和先进理念，上海分行贷款覆盖的行业涉及汽车产

业链、大宗产品贸易、食品加工业、快速消费品业、工

业品制造业等。除此以外，上海分行还向集团海外

机构及贸易融资客户，尤其是与中国贸易往来频繁

的国家和地区，推荐人民币、外汇结算等服务。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５１．８８ ５６．８７ ５８．０９ ５１．３８ ４７．９８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６．６４ ６．７３ ５．６８ ４．７４ ５．４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６．６９ ４．７１ ５．５７ ９．４８ ６．６８

净利润 ０．３５ ０．０５ ０．３３ ０．２１ －０．０８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加拿大丰业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美国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概况】

美国银行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共设有上

海、北京和广州三家分行。成立于１９９１年的上海分

行为美国银行中国区分行的主报告行及管理行。美

国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下设企业银行部、环球交

易服务部、环球金融市场部、业务管理部、资金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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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部、企业信贷管理部、营运部、人力资源部、财

务部、法律部、技术部、合规及操作风险部、审计部等

主要部门。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上海分行共有

正式员工２８２人。美国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业务

经营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

三十一条规定业务范围内的全部外汇业务以及除中

国境内居民以外的人民币业务。

【经营情况】

美国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一贯秉承以客户为

中心的服务方针，在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业务范围

内，利用美国银行全球产品和网络优势，加强同中资

金融机构进行合作，为银行的全球跨国公司客户以

及优秀的中资企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目前分

行在中国主要服务于欧美和亚洲的大型跨国公司，

为其子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此外，银

行也继续积极开展与各个行业优质的中资企业的业

务与合作，特别是为有计划向海外拓展、进行国际化

经营的优秀中资企业提供更为专业和便利的服务。

分行的贷款客户群相对集中在制造业，大多数跨国

公司的贷款由其母公司提供信用支持，上海分行根

据其财务状况进行贷款审批评级和后续的风险管

理，对极少数跨国公司客户的信用贷款亦是建立在

严格筛选、严格审查和有相应的财务制约的基础上。

对本地企业贷款，上海分行客户多为国资委下属的

龙头企业或超大型本地企业，上海分行会对借款人

的行业前景、商业模式、运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进行

详细的尽职调查，并对授信客户的信用状况进行持

续的追踪及审查，每笔贷款必须经过银行内部严格

审批并要求通过所有政府部门的合法审批手续。总

体而言，上海分行的信贷资产质量较好且风险较小。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９７．９９５３０．２１４７７．３０４５３．５６５３９．６６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２６０．３６２９１．２８２８３．４２２８５．８３３１６．１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６１．６７２６６．７７２７０．６９２４４．４５１６２．３８

净利润 ２．８８ ２．７１ ６．５８ ６．２６ ２．９８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美国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经营情况】

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

“上海分行”）２０２０年总收入为等值人民币１０．９１亿元

（１．３６亿欧元），对照最终预算（１．９７亿欧元）完成比

例为６９％。其中环球市场部营业收入为等值人民币

３．５３亿元（０．４４亿欧元），对照最终预算（０．６３亿欧

元）完成比例为７１％。环球金融交易业务部营业收

入为等值人民币７．２２亿元（０．９０亿欧元），对照最终

预算（１．０５亿欧元）完成比例为８５％。财富管理部的

营业收入为等值人民币２２４．７万元（２８万欧元），对照

最终预算（５６万欧元）完成比例约为５０％。未归属到

业务部门的收入（主要为银行资本金）为等值人民币

０．２４亿元（０．０３亿欧元），对照最终预算（０．２９亿欧

元）完成比例为１０％。

２０２０年上海分行无新增重大不良贷款客户。

本年度信贷业务资产质量较高，相应地计提较低的

贷款损失准备金。

银行在持续实施审慎严格的成本控制，有效地

管理成本，２０２０年实际营业支出为等值人民币７．４６

亿元（０．９３亿欧元），对照最终预算（１．０４亿欧元）低

于预算１１％。

【风险管理】

在风险管理方面，上海分行的信贷风险、市场风

险、操作风险等由风险管理部门进行全国集中统一

管理，自２０１８年起配备了首席风险控制官，体现了

上海分行对于本土化、相关人员编制配备和管控权

限等方面的有力支撑。

信用风险方面，上海分行响应国家的产业政策

方针，控制对两高一剩、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国

家限制型行业客户的信贷投放，切实地助力实体经

济发展；做好内保外贷的尽职调查工作，并根据相关

要求对内保外贷履约情况进行定期评估；对民营企

业实行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无不合理的

抽贷、断贷行为。

流动性风险方面，上海分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框

架和措施较上年保持一致。２０２０年，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政经格局深刻变化，中国疫情

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实现

恢复性增长。全年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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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合理把握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

政策工具的力度和节奏，保持短、中、长期流动性供

给和需求均衡，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引导市场利率围

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上海分行的流动性管理始终

坚持秉承审慎的管理理念，２０２０年上海分行企业存

款上半年保持稳定，二季度曾因资产增长疲弱而主

动降低负债规模，使之与资产相匹配。下半年资产

复苏显著，存款同时稳步增长，尤其四季度存款增长

迅猛。整体而言，２０２０年上海分行流动性状况较

好，并满足各项监管指标要求。

市场风险方面，上海分行市场风险管理有完善

的框架和政策支持，董事会承担对市场风险管理实

施监控的最终责任；高级管理层通过定期市场风险

报告和管理层会议，确保风险可控。

市场风险管理部以独立中立的方式管理上海分

行内部的市场风险，向高级管理层提供独立全面的市

场风险见解。市场风险管理部的主要目标在于确保

上海分行业务部门优化风险回报关系，避免发生过额

的损失。这一目标贯穿市场风险管理部开展的所有

活动，反映在上海分行市场风险管理的相关政策中。

市场风险管理部的活动并非单纯以“风险”为中

心，而是涉及风险回报和资本。因此，市场风险管理

部集中关注的不是简单地限制业务部门承担风险，

而是鼓励在给定的回报和资本水平前提下以最优的

方式承担风险。上海分行以结合风险敏感性分析、

风险值和压力测试的方法开展市场风险管理，并设

定使用限额。

操作风险方面，德意志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体系

是德意志银行内部一项独立的风险管理职能，负责

界定操作风险管理框架及相关政策。该框架和日常

操作风险管理的具体执行工作则由上海分行各业务

部门以及控制与支持部门负责。内审部则通过各内

部审计项目发现内控问题行使第三道防线职能。这

也就是上海分行的操作风险管理三道防线管理模

式。在此三道防线管理模式下，上海分行确保对操作

风险实行严密监控和保持高度关注。德意志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安排一名中国区操作风险官，在亚太区

非财务风险管理的操作风险管理团队的指导下监督

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总体框架，中国区操作风险官报

告给德银（中国）首席风险控制官。各部门的操作风

险协调人须支持操作风险官进行日常操作风险的管

理。主要职能包括：向管理层和区域操作风险管理

团队报告中国区操作风险的相关问题，负责与监管部

门沟通汇报银行操作风险相关事宜，理解学习相关的

法律和监管要求并确保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合法合

规，负责协调跨部门的日常操作风险管理的执行。

在信息科技风险方面，德银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

主要通过三道防线的模式来实现。第一道防线负责

管理日常的运营风险；第二道防线负责监督风险管

理，提供独立质询并设计整体风险管理架构；第三道

防线从整体流程的有效性上确保风险管理的独立性。

信息科技风险管理职责在第一道防线上分为信

息科技风险和信息安全并分别由环球技术部、法规

及风险管理部以及首席信息安全办公室负责。以上

部门处于科技数据与创新部（ＴＤ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ａｔａ＆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职能下并具体负责风险识别和

管理、风险监控及风险报告。

第二道防线的监督由通过风险部门下独立的信

息科技风险管理部（ＩＴＲ）以及信息安全风险管理部

（ＩＳＲ）负责。以上部门制定信息科技风险政策、最低

控制标准以及风险类型。

【产品和服务创新】

２０２０年６月，上海分行携手中国（上海）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成功上线了德银（中国）“单一窗口”数

字化跨境付款业务。

随着业务规模增长及对跨境支付效率要求的不

断提高，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中企业对于数字化、无纸

化支付结算的需求日益增长。很多企业已经逐步建

立并完善了内部电子文档管理体系。然而在实际操

作中，付汇银行基于风控考虑，通常在跨境付款业务

中仍然要求企业客户逐笔提供相应的纸质单据（或

电子单证）。

对于付汇企业来说，纸质单证在打印、保存、传递

等方面效率低、成本高；而对于付汇银行，操作人员需

要将大量通过线下方式提交的单证，与企业通过电子

银行等线上渠道提交的付汇指令进行匹配及核验，因

此跨境付款在处理时间上通常几倍于境内付款。

针对企业客户在跨境付汇方面的痛点，顺应银

行业务流程数字化、无纸化的趋势，上海分行利用领

先ＡＰＩ技术建立与中国（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

点对点直连。此业务立足于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和

更为可靠的国际贸易信息认证渠道，以“单一窗口”

交互企业报关数据为国际贸易跨境付汇的真实性审

核依据，为上海分行企业客户提供更加高效和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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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境支付结算手段。

申请上海分行数字化跨境付款业务的企业客户

可免于提交纸质单证，仅需通过德意志银行电子银

行一次性提交付汇指令和申报信息。整个付款流程

实现完全无纸化操作，从而大大缩短业务处理时间，

降低企业支付成本。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５０３．２０４５５．４５４３５．４６５４３．３１６７０．３７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２６７．３６２７５．４９２１２．３９２８１．８９４０８．４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７６．９９１０１．８１ ９４．４４ ９５．４８１０７．３７

净利润 ６．５９ ４．２９ ４．５４ ４．８０ ０．５５

不良贷款率（％） １．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１６

［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科威特国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经营情况】

科威特国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

简称“上海分行”）２０１７年成立，２０１９年起扭亏为盈，

至２０２０年底累计盈利１１９．１８万元。

上海分行２０２０年营业收入总额为２５９７．４８万

元，其中金融机构往来净利息收入为１３５３．１５万元，占

总收入的５２．０９％。由于２０２０年上海分行逐渐增加贷

款规模，故同业往来业务净利润所占比重有所下降。

上海分行２０２０年底的支出为１８５４．３９万元，其

中以工资薪金支出为主，全年为１１２３．７５万元，

占６０．６０％。

【风险管理】

上海分行严格执行三道防线机制。作为第一道

防线的各业务部门根据内控制度操作本部门业务，

确保所有业务在执行过程作均由经办人和复核人双

重控制，各部门对业务质量负责。月度自查比例为

５０％覆盖。在第二道防线，操作风险管理人员通过

风险控制自我评估、关键风险指标及风险事件上报

等管理工具与方式，协助各部门识别风险控制的薄

弱环节。对于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上报管理层并进行业务流程整改，在必要时对员工

再次进行培训。同时，通过每季度对各部门业务进

行抽查，抽查比例为２５％，及时发现潜在风险，监督

各部门业务质量。合规部门按合规计划对于业务进

行季度和月度的合规性抽查。第三道防线的内审也

由集团内审人员对于各条线业务分别进行审计。

【服务实体经济】

上海分行以中国大型工程承包企业为其主要目

标客户，以支持中国大型工程承包企业到中东北非地

区承揽当地大型项目为主要业务。在政府一带一路

的政策引导下，中国企业在中东北非地区承包业务不

论在体量上和资质上都不断提升：从以往从事分包，

到近两年越来越多对大型项目的总包；从专注于土建

和劳务输出，到建电厂、炼油厂、钻井等技术要求复杂

高端的项目。这有效地转移了国内的剩余产能，带动

了国内钢铁、建筑材料、工程机械、电信设备等行业的

出口。同时，因中东北非地区历来对大型项目有着较

高的质量标准和规范要求，也促进了中国企业提升自

己在设计、建造和监理等各方面的能力和管理水平。

上海分行支持中国大型工程承包企业到中东北

非地区承揽当地大型项目，对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

级提供了支持。该分行在跨境担保、内保外贷、境内

流动资金贷款、外汇业务等方面给中国企业以支持

和服务，增强中国企业在中东北非地区承揽项目的

便利和竞争力。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０ ７．３ １３．６５ １８．３９ １２．５５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０ ０．９８ ３．１３ ２．６５ １．７９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０ ０ ０ ０．２１ ０．４１

净利润 ０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６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注：该分行于２０１７年３月正式开业。

（科威特国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概况】

中信银行国际（中国）上海分行主要经营对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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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外汇业务以及人民币业务；经批准的经营范

围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

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证券；提供信用证服务

及担保；办理国内外结算；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代理

保险；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保管箱

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信银行国际（中国）上海分行建立策略性定位

及商业模式，为长江经济带区域进行跨境业务及贸

易流动的客户，提供有效的双向管道及增值方案。

该行独特的竞争优势包括：以香港母公司与中信集

团为强大后盾，在中国及香港的法规及监管架构下

营运；充分发挥中信的品牌效益，为活跃于中外双边

业务和国际贸易的客户提供全面的一站式跨境财务

方案。重点为内地企业及个人走出内地市场和外资

企业及海外人士进入内地市场的跨境业务提供融资

及整体财务解决方案，其中企业银行客户主要定位

于为母行的集团客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提供优质的

金融产品及延伸服务，以及与中信集团、中信银行的

协同联动。同时，也积极开发国内客户资源，支持国

有、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及创新型产业的业务发展。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４２．１１ ２４．３１ ２９．６９ ４０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１２．７１ ４．４４ ６．０７ １２．３９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２２．５８ １５．６７ １８．７３ １９．０１

净利润 ０．５２ －０．０６ ０．２７ ０．１４

不良贷款率（％） ０．３０ ０．０６ １．０１ ０

［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法国外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经营情况】

法国外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４７年，是

法国ＢＰＣＥ集团旗下从事公司、投资和融资等金融

服务的子公司。ＢＰＣＥ集团是法国第二大银行集

团，由法国大众银行集团（ＢＰ）和储蓄银行集团（ＣＥ）

在２００９年合并而成。法国外贸银行总部设在巴黎。

法国外贸银行在华分行有２家，即上海分行和

北京分行。上海分行成立于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０日，是

法国外贸银行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管理行。目前分行

可以在下列范围内经营对各类客户的外汇业务及对

除中国境内公民以外客户的人民币业务：吸收公共

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票据承兑和

贴现；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

他外币有价证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办理国内

外结算；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代理保险；从事同业拆

借；提供保险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经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分行

的组织结构按业务范围及操作需要而设立，具体包

括资金部、环球金融市场交易部、环球金融市场业务

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银行营运部、信息技术部、

合规部、企业客户部、市场风险部、信贷风险管理部、

行政部、法务部和金融机构客户部、环球贸易部、信

贷资产管理部及客户管理部等。风险管理方面，根

据稳健经营的原则，上海分行对各项风险，包括信用

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业务操作风险、法律风

险在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达到风险和收益相统

一、相平衡的经营理念。上海分行的客户群体、业务

投向兼顾集团政策、本地市场的实际情况和监管导

向，通过为满足企业的需求并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上海分行大力支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本市重点项

目、支持绿色经济、提供长期稳定的可持续金融服务

等。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分行共有４２位员工

在册。

（法国外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澳洲联邦银行公众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经营情况】

澳洲联邦银行上海分行主要专注于中国—澳大

利亚、中国—新西兰双边贸易及投融资活动，积极寻

求业务合作，协同悉尼总行提供跨地域联动的金融

服务。对于中资企业，以支持“走出去”为导向，帮助

企业提供澳新市场当地信息，协助企业项目尽调，并

提供相应的融资及银行服务；跨国企业，以“引进来”

为导向，配合悉尼总行业务团队，向总行客户在中国

国内业务提供融资及银行服务支持。

【风险管理】

澳洲联邦银行上海分行设有风险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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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召开会议，该会议主要关注分行主要风险领域，

由各风险管理部门主管列席汇报工作，及时就分行

在风险管理方面面临的问题进行沟通和解决。

（一）操作风险管理

在管理体系方面，上海分行遵循集团的操作风

险管理框架以识别、评估、管理和报告操作风险事

件；在人员及组织架构方面，澳洲联邦银行上海分行

配备了专职的一线内控管理岗位与二线操作风险管

理人员，并与各职能条线的专职风险管理人员积极

配合，共同完善分行的风险管理工作；在管理工具方

面，建立了包括风险和控制自我评估、关键风险指

标、控制活动测试、问题和事件管理等具体管理

措施。

（二）信贷风险管理

澳洲联邦银行上海分行信用风险管理部门独立

地进行尽职调查、信用风险分析，并提出独立的信贷

建议。随着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

响及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上海分行在信用风险管理

方面，继续严格执行总行的各项要求，根据国家宏观

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动态调整业务发展策略，维持

谨慎的风险偏好和信用风险敞口管理，确保疫情当

下的金融资产安全。同时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为受

影响企业继续提供支持。

在绿色信贷方面，根据总行“环境、社会与治理”

政策框架的要求，将环境和社会风险分类及风险审

查意见作为内部信用风险管理流程的重要参考。在

授信过程中，有专门的ＥＳＧ（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

评估及审批环节，对客户在环境和社会风险方面的

表现进行详细的考查，对潜在风险和缓释因素进行

分析判断，给予相应的评级并实行动态管理。

（三）流动性风险管理

澳洲联邦银行上海分行资金部秉持审慎原则，

根据本地的流动性监管要求结合总行的流动性管理

制度，制定上海分行的资金部操作细则、流动性风险

管理制度以及资金应急计划等，规范日常交易行为，

并做到每年更新，及时将监管要求反应在相应的操

作手册中。此外，定期召开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会

议，由资金部负责向委员会会员报告市场流动性状

况、分行的资产负债以及资金缺口等情况，同时协调

各部门需求，有效管理流动性风险。上海分行每季

末开展压力测试，根据压力测试结果判断是否启动

资金应急计划并相应调整资金应急计划。

（四）合规风险管理

澳洲联邦银行上海分行合规部负责开展本地

的合规风险管理工作，通过识别监管要求、建立合

规制度和流程、评估和管理违规事件、监测监管要

求的执行情况以及报告管理层合规风险状况等手

段，在分行建立主动合规的文化。此外，上海分行

合规部承担了案防风险管理牵头部门的职责，建立

案防制度，开展案防培训，确保分行合规地开展各

项业务。

【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科创产业、产品和服务创

新、重大活动等】

根据集团全球战略规划，澳洲联邦银行上海分

行业务发展主要侧重于：一方面在境内提供相关金

融服务，满足客户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发挥总行本土

的领先优势，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完善、更全

面的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及可持续发展融资方

面，与中资企业积极合作，协助其更好了解澳新贸易

和投资环境，助力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１．７１ ９．３４ １１．５２ １３．５９ ５．０５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０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０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０．４２ ０．３１ ２．４４ ３．４２ ０．８６

净利润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１７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澳洲联邦银行公众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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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金融机构

中 国 银 联

２０２０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内外部形势、艰巨繁

重的发展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

国银联紧紧围绕核心任务，主动担当作为，做到了疫

情防控与业务发展“两不误”。全年整体业务稳健运

行，以云闪付ＡＰＰ为核心的移动支付产品体系建设

推广取得积极成效，银行卡业务转型取得突破，移动

支付便民工程扎实推进，多措并举巩固国际业务，科

技、数据与风控能力持续提升，同时出台多项助力防

疫抗疫、复工复产及稳增长的措施。

【整体业务稳中有进】 ２０２０年，银联网络交易

实现笔数、金额分别为１６６５．３亿笔、２０５．６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１２．７％、８．８％。实现国际业务交易

金额１．３８万亿元。

【云闪付产品体系建设与推广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用户规模快速增长。截至２０２０年底，移动支付

总用户数突破４．５６亿，其中云闪付ＡＰＰ连续三年

新增用户超过１亿，总用户数３．７９亿。云闪付ＡＰＰ

月均活跃用户超６１００万。二是产品功能持续迭代

升级。发布云闪付ＡＰＰ８．０版本，上线消费券、卡权

益、境外服务、小程序等六大功能，以及一键绑卡、个

人信用报告查询等特色功能。三是云闪付ＡＰＰ与

大型银行ＡＰＰ“互联互通”、与中小银行标识“合二为

一”取得积极进展，实现７５家银行入驻“云闪付分

行”。四是云闪付开放平台能力不断提升，实现１０３

个重要接口开放，上线零售、餐饮、政务、医疗等小程

序５１０余项，累计接入停车、缴费等应用１０６７个。

五是卡码合一产品建设稳步推进。截至２０２０年底，

卡码合一产品累计绑卡７６９３万张，国产安卓手机全

部支持银联消费码和行业码。六是银联移动支付产

品已在境外８７个国家和地区、超过７００万家商户实

现受理应用。

【银联卡业务转型迈出新步伐】 一是２０２０年

银联信用卡新增发卡占比为８７．２％，再创新高。二

是联合商业银行推出银联无界数字银行卡，银行卡

不再依赖实体介质，实现全流程线上申卡、快速领

卡、数字化用卡。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已联合１１家银

行推出１６款产品。三是卡产品特色更加突出。紧

跟政策导向与市场热点，推出了长三角主题卡、医

护主题卡等６０余款银联品牌信用卡新产品。小微

企业卡、乡村振兴主题卡功能不断丰富，发卡量分

别超过１２００万张、２０００万张。四是围绕零售、出

行、健康以及金融服务等，完善卡权益平台及输出

模式，逐步建立年轻化、多元化、数字化的权益

体系。

【移动支付便民工程持续推进】 一是场景拓展

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生活消费领域新增９．３万

家零售商户、４．２万家餐饮门店、６１１座校园、１０４０

个４Ａ及５Ａ景区受理银联产品。民生保障领域新

增７２５项公缴内容，上线医保电子凭证，覆盖全国３８

个城市地铁、１７５０个市县公交。金融领域分期付款

业务规模快速扩大，交易同比增长８９％。政务领域

接入２０个省市“一网通办”平台。线上接入京东、美

团等９０１个ＡＰＰ。建设９０个移动支付引领县。二

是场景经营能力不断增强。打造数字校园、数字社

区、数字景区、数字政务等９个场景解决方案，着力

构建“支付＋”场景经营生态。三是跨场景联动取得

阶段性成效。通过优计划礼券、小程序、票券等方

式，积极推进跨场景交叉引流，提升受理场景活跃

度，增强用户黏性。

【多措并举发展国际业务】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银

联受理网络已延伸至全球１７９个国家和地区，境外

受理商户、ＡＴＭ终端分别达３２７１万户、１７２万台。

一是着力推动境外本地化业务发展，在境外６２个国

家和地区累计发行１．４８亿张银联卡，欧洲、北美、亚

太地区受理覆盖率分别达７０％、６７％、９６％。二是

加强境外重点市场常驻客群营销，加大跨境返现卡

推广力度，累计发卡量超１７００万张。三是大力拓展



互联网业务，境外线上服务生态持续完善。实现境

外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２０００万家网上商户受

理银联产品，２０２０年银联国际网上业务交易金额占

比提升至２１％。四是建成移动支付服务平台等近

２０个技术服务平台，优化跨境在线支付服务功能。

五是扎实做好银联移动支付产品境外推广。在１２

个国家和地区新增５２万个二维码受理点，在港澳、

东南亚等市场落地１７个手机闪付项目和２８个钱包

项目。

【科技、数据能力稳步增强】 一是获得工信部

云服务牌照，正式发布“银联云”服务平台，面向产业

各方提供金融级云平台服务与产品，已有近７０家内

外部机构使用银联云服务。二是全面提升大数据平

台基础能力，形成了涵盖３０００多亿笔清算数据、

１７００多万商户的银联数据库。三是完成技术开放

平台建设，向产业各方输出银联综合服务能力，累计

上架开放内容３４１个，服务Ｂ端用户５．４万。四是

深入推进Ｔｏｋｅｎ２．０数字支付体系建设，“拉卡”功能

已正式向机构和商户提供服务。五是加强金融科技

创新，推进区块链、物联网、生物特征识别等新技术

研究应用。参加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创新应用试点，

入选北京、上海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

【风险防控能力不断提升】 一是不断加大防控

治理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反洗钱工作力度。

严格抓实抓好重要时间节点安全生产，始终确保银

联网络安全稳定运行。二是扎实推进一体化智能风

控体系建设，升级完善风险防控服务与产品，切实提

升对内对外风险防控赋能。三是深化产业联防联

控，配合公安机关查处案件１．３万起、涉案金额

１４７４亿元。四是制订银联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方案，扎实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五是

２０２０年银联网络欺诈率控制在０．７５ＢＰ，持续处于全

球低位水平。

【出台多项助力防疫抗疫、复工复产及稳增长的

措施】 一是第一时间在云闪付ＡＰＰ开通全国首个

大型金融ＡＰＰ线上捐款通道以及“党费通”捐款通

道，累计募捐金额超过５５０万元。二是向中华慈善

总会捐款１５００万元，设立“抗击新冠肺炎专项救助

资金”。三是携手商业银行、收单机构等面向疫情重

点地区和重点主体，累计减免优惠各类费用超过

３．５亿元。在上海地区，为各类市场主体减免优惠

费用近１３００万元。四是聚焦疫情期间公众生活消

费需求难点痛点，升级优化云闪付ＡＰＰ数字政府、

数字社区、数字校园、数字医院等频道内容。五是开

发上线云闪付ＡＰＰ“健康码”功能，覆盖２３００余个

市县。六是在全国范围内启动“重振引擎”助商惠民

计划，携手各地政府、商业银行等共同投入资源，联

合参与各方在２３２个城市通过云闪付ＡＰＰ发放消

费券超过７７００万张，直接拉动消费超过７０亿元，有

力促进各地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中国银联）

城银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疫情防控工作】

城银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和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决策部署，高度重视、迅速响

应，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为政治任务和首要任务

来抓，有效支持和保障了中小银行共抗疫情。一是

从多方面着手，确保支付清算渠道畅通无阻、７×２４

小时运行平稳。二是履行社会责任，免收支付清算

业务手续费，以实际举措支持中小银行抗击疫情。

三是发出“战疫”倡议书，携手城商行和民营银行等

共同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金融支持，得到广泛认

可与积极响应。四是策划“战疫”专题，通过官网、微

信公众号等渠道，积极做好中小银行的抗疫宣传。

【市场拓展情况】

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通过创新

线上推广方式、加大实地走访频度、拓展其他合作渠

道等举措，积极做好市场拓展工作。

认真落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城商行均要

接入城银清算支付清算系统”的重要指示，加快支付

清算系统推广工作。２０２０年末，公司支付清算系统

接入机构２２９家，其中城商行９４家、民营银行８家、

村镇银行１２７家。全年新增接入机构５４家，其中城

商行１９家、民营银行２家、村镇银行３３家；全年清

算业务笔数７５５．１３万笔、金额１０９０５．５１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５８．９５％和５２．２９％。

２０２０年，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杭州城银科技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顺利承接杭州金融清算中心业

务及人员，并做好商户协议换签和服务维护、日常

业务运营和技术支持工作。先后完成南京、上海、

杭州、宁波、苏州和常州六地同城清算系统业务承

接工作，业务平稳有序迁移至全国综合业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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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２０２０年末，公司托管及创新类业务服务中小金

融机构共计１２６家，其中城商行３５家、村镇银行８７

家、民营银行１家、外资银行１家、财务公司２家。

从业务分类看，一点接入ＣＩＰＳ系统１０家，一点接入

票交系统（ＣＰＥＳ）８４家，一点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８７家，一点接入网联系统１５家，一点接入电子信用

证系统２家。网银、移动银行和微信银行托管系统

接入机构分别为７０家、６１家和７家。

【产品创新情况】

紧跟政策导向、把握市场机遇、围绕银行需求，

公司不断优化提升现有系统和业务功能，持续开发

新产品和服务，有效支持市场拓展。

优化支付清算系统功能。上线新版实时贷记业

务，撮合互联网贷款场景清算业务，形成清算业务量

新增长点。

加大代收付业务支撑能力。长三角共享前置顺

利投产，建立标准接入渠道。开发上海小额集代系

统，推出简化版商户接口标准，降低商户接入的开发

成本。提升集中代收付业务处理性能，助推保险行

业接入使用。整合小额集代和综合平台接口，便利

后续市场快速拓展。

持续发展一点接入模块。完善推广ＣＩＰＳ一点

接入和代理清算服务。新增ＡＣＳ综合前置子系统

代理接入服务，建成电票代理清算模块和电证系统

直连接口，上线投产网联条码互联互通项目。

上线数据服务板块。对接公安、运营商数据源，

通过试点获取运营经验；快速接入清算总中心联网

核查系统，推动城商行通过该公司接入清算总中心

数据网络。

启动数字人民币业务。与数字货币研究所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快速推动一点接入数字人民币系统

的建设。

（城银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概况】２０２０年，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集

团（以下简称“集团”）资产规模为人民币１０３０亿元，

净资产规模为人民币３０９亿元，营业总收入实现人

民币２１８亿元。截至２０２０年末，“锦江酒店”已开业

酒店总数近１００００家，客房１００万间，分布于全球

１２０个国家或地区，会员超过１．５亿，全球酒店集团

３００强排名第２位。

【经营情况】２０２０年，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２１６３８万

元，净利润８２７．７万元。公司向集团成员单位发放

贷款规模约６０亿元，吸收集团成员存款约８６．９亿

元。公司全年后三类资产迁徙率为０，不良资产率

继续保持为０。

【抗疫工作】 ２０２０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以及

复工复产系列工作中，公司按照集团部署，承担了酒

店加盟商流动性支持贷款等专项措施的执行落实任

务。公司无偿输出专业人才队伍和开发专用信息科

技系统并供集团内相关单位使用。全程负责协调制

定工作流程、与集团酒店品牌管理公司和外部合作

银行对接，全年共助力促成发放流动性支持贷款

１４３笔，金额人民币４７７２万元。

【法人治理结构】 １１月，公司职工董事毛怡刚

任职资格获上海银保监局批复核准，正式到任履行

职责。至此，公司董事会和高管层相关制度安排构

成全部到位。

１２月１８日，经上海银保监局批复核准，公司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５亿元增加至１０亿元，新增股东单

位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上述变更后，公

司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

【内控体系】２０２０年，公司开展内控制度换版

工作，按规划分阶段审议现行内控制度，并新增和修

订草案３３个，覆盖了公司治理、合规、风险、业务等

多个领域。

【信息化建设】 ２０２０年，公司着力新建财务公

司数据仓库，实现对公司内重要的应用系统数据统

一采集，建立各种主题的数据集市，并按需求通过前

端展示为商业智能图形界面，主要模块包括财报集

市、风控指标集市、产业链集市、监管集市、利率定价

等功能，２０２０年内已完成财报集市和监管集市的开

发工作，为提升数据治理工作能力和监管数据质量

工作水平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提升集团酒店品牌整合和提升，加强集团资

金监管，公司于２０２０年内完成了网银及银企直连系

统提升，升级现有多家银行的银企直连模块，为实现

集团中国区酒店品牌的集中收付包括支付、查询和

上收下拨、电子回单的集中管理创造了技术条件，同

时为实现财务公司资金监测功能打下了基础。

７１１三、 其他金融机构　



【经营指标】

单位：万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６２５１８．４０ ９０７１４５．５０ ９０５６０７．７６ ９３０７２２．３１ １０２８３９８．５４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２８８２６６．９１ ８３３４０９．４５ ８３０８２７．５１ ８５１８３２．７２ ８６９１２２．１４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９７１６０．５９ ２６７３４４．００ ３１６１６９．５０ ３５４３４０．５ ６００３０７．５

净利润 ３５０８．３８ ４２６１．２７ ５６０４．８３ ５１１９．８６ ８２７．７１

不良贷款率（％） — — — ０ ０

（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以来，上海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认真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和总

行要求，主动担当、自我加压，不断探索和挖掘新的

发展动能。在通道、融资类信托和房地产信托规模

“三个持续压降”的前提下，在未新增监管处罚、无新

增主动管理类风险项目的基础上，主要营收指标均

高质量完成董事会预算目标：公司及三家子公司合

并管理资产规模８６９７亿元，合并营业收入５２．５４亿

元，合并净利润１６．２０亿元；其中母公司实现营收

３１．１７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７％，完成年度预算

１２０．３％；实现利润总额２０．３１亿元，同比增长

５．４％，完成预算１１８．１％；净利润１５．６６亿元，同比

增长４．０％，执行预算１１６．０％，营收和净利润行业

排名均位列第十一位，分别较去年提升五位和二位。

公司顺利打赢“十三五”规划收官战：“十三五”期间，

公司在保持业内最优资产质量的同时，资产规模、净

资产、注册资本和高净值客户数均实现翻番，主营业

务收入占比达７０％，融资类、投资类和服务信托类

业务三足鼎立，基金化产品、国际业务、资产证券化、

投研平台领先市场，初步建成了现代化资产和财富

管理机构，打造出国资国企改革的成功样本。

【业务拓展】 公司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前瞻

推动战略转轨。一是深度服务实体经济渡过难关。

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期，通过科技金融及资

产证券化工具为几十万小微企业主提供低成本资金

支持，主动落实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发行“疫情防控

债”类资产支持票据共计６．５亿元。二是深度对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利用信托贷款、受托服务、债券

承销和证券投资工具，全力降低长三角企业融资成

本，首次设立并运营了长三角主题证券投资类产品。

三是深度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持续运营四大科

创基金，投资规模近４０亿元。与浦发银行合作设立

“浦信金融科技基金”，上信资产及浦耀信晔成功打

造２．０版股权投资平台。四是深度助力上海国际资

管中心建设。不断丰富包含一级市场股权投资和二

级市场标准化投资的境内外固收、权益、ＦＯＦ／ＭＯＭ

的全图谱产品线；资产证券化业务在银行间市场发行

单数及规模分列全市场第一和第五；年内成立股票多

头柏基基金项目、公募高收益债券富达基金和首单境

外要约并购ＱＤＩＩ业务，国际业务类型大幅拓展。五

是深度谋划未来高质量发展战略。紧贴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紧贴总行三年行动计划及党代会精

神，紧贴信托公司改革发展大势，研究制定新三年行

动计划，将实施路径详细规划为九大重点任务和五大

改革举措，以高质量规划引领公司高质量发展。

【创新转型】 公司坚定打造创新型企业，多点

推动业务转型。一是投行业务获得新提升。在房地

产行业调控升级、信托融资规模压降、优质资产稀

缺、融资成本下降的不利展业情况下，公司深度开展

客户经营，将传统信托融资业务改造成信保合作、房

地产股权等创新业务，进一步巩固了投行业务“稳规

模、保收入”的托底效应。二是资本市场业务取得新

突破。积极拓展“固收＋”、打新基金、中资美元债、

可交债、绝对收益专户等新型产品线，多元化信托资

管业务格局初步形成：大力发展委托投资业务，基

金化产品净值配置类产品的标准化程度、资产配置

和投资管理能力持续提升，成立首单区域主题债券

基金；ＦＯＦ／ＴＯＦ产品优选头部管理人、打通多元代

销渠道、引入机构资金直投、坚持大类资产配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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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完成四大梯度产品线布局，管理规模短期内增

至４０亿元；年内推出首单个人投资者境内指数投资

策略产品，跨境精选股票基金位列全球同类基金之

冠，红宝石Ｈ８００１绝对收益率大幅领先竞品，鑫月

丰利迅速扩大规模并达到预期业绩基准。三是资产

证券化业务取得新成效。加快资产证券化业务“受

托管理—投行承销—投资配置”业务布局，与市场主

体共同创建“证券化联盟”，债券承销分销业务规模

增长３倍，并首次实现外部机构分销。创设全国首

单单层ＣＭＢＮ交易模式，开创公司首单交易所市场

ＡＢＳ项目先河。成立公司首个ＡＢＳ主题投资基金

“添越”基金。四是财富管理迈上新台阶。直销个人

客户资产规模突破４００亿元，开放式权益类产品销

量同比增长近１０倍，实现权益产品专户定制模式落

地；代销端强化渠道整合、推进产品加载，开拓太保、

国君等渠道；家族信托业务取得历史性突破，全年新

增超过３００单，存续规模超１００亿元；全年新设慈善

信托８单，首创家族信托对接慈善信托的新模式；财

富数字化经营持续深化，实现全产品全线上化交易，

完成客户会员和积分体系建设，推进ＡＰＰ智能化升

级和网点数字化改造。五是普惠金融形成新进展。

通过首单业务落地，充分验证组织架构、人员配置和

业务流程，积累了实战经验。

【风险管理】 公司坚定顺应强监管导向，全面

推动内控转变。一是持续压降融资信托规模。公司

主动管理融资业务、房地产业务、金融同业通道业务

分别较年初下降１３．５６％、０．２８％、２４．５４％，均已完

成监管下达的全年压降任务。二是精准构筑风险防

范体系。在准入环节精确评估交易对手抗风险能力

及外部融资可持续性，严控集中度；完善风险监控和

预警机制，动态监控１００余个主动管理项目，组织开

展３场风险专项自查，强化存续期风险监控；修订公

司全面风险管理办法，推动全面风险管理职责落实

落细。三是全力配合创新业务落地。前瞻性介入业

务策略研究、风控要点把关、应对机制设计及尽调路

演，主动输出创新业务风险控制模型、预研投资策

略，组织可行性报告要点培训和项目案例经验分享，

帮助业务部门控制项目投资风险、强化投资决策和

投后管理。

【数字化转型】 公司坚定加快数字化进程，大

力推动科技转化。一是加大系统研发密度。在信睿

资产管理平台、普惠金融风控系统、代销系统、ＣＲＭ

系统、风险管理系统上多点发力，有效保障疫情期间

业务平稳开展。其中信睿家族信托标准化合同模

板、现金丰利二次分配、恒生ＴＡ系统他益分配等功

能均为业内首创。二是加大系统规划力度。启动公

司下一代核心业务系统设计架构前瞻性规划，重构

痛点业务流程，快速支持创新业务。三是加大技术

探索深度。加强对新兴技术跟踪学习，为自主研发

注入新的技术活力，丰富数智化应用场景；聚焦智能

运营，研究ＲＰＡ智能运维机器人技术，探索实现受

托报告批量挂网。

经过全体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２０２０年，公司连

续第五年获得中国信托业协会Ａ级评级，首次获第

六届全国文明单位，继续获评人行上海分行信贷政策

导向效果评估、征信合规与信息安全考核评级Ａ级，

在２０１９年利率监测报备结果考核中成为唯一获评利

率监测报备工作优秀机构的信托公司，获２０１９年上

海市平安示范单位、上海市国资系统党支部建设示范

点、上海市国资系统青年文明号称号，以及第十一届

中华慈善奖上海市提名奖及第十三届诚信托卓越公

司奖等近２０项媒体大奖，并连续第五届获得上海市

文明单位称号，首次获黄浦区区长质量奖。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

切实提升合规和风控能力水平基础上，坚持行业深

化转型和可持续健康发展。公司定位打造“小而

美、精而专”的信托公司，聚焦“融资向投资转型、非

标向标品转型、事务管理向服务信托转型”。坚持

“稳发展、控风险、强基础、促转型、增效益”的经营

策略，夯实根基、促进转型、狠抓落实推进信托业务

持续健康的发展。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公司信托资产管理规模８４２．２８

亿元。其中，存续主动管理资产规模为２４４亿元，主

动管理信托资产占比由年初的２０．２９％上升至

２８．９７％。２０２０年实现营业收入１０．３７亿元，同比增

加０．４３亿元，增幅４．３５％；拨备前净利润５．８０亿

元，较２０１９年末增加０．１６亿元，增幅２．８４％；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２．０５亿元，拨备后净利润４．２４亿元；

拨备后净资产收益率为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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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耕客户基础，稳固代销募集渠道，提高直

销募集能力。一是坚持渠道优先战略，全年上架代

销产品１４款，募集资金规模９５亿元。二是坚持直

销长期战略。千万级客户存续人数达到１８２人，较

年初９３人增长近１００％，客户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

有较大提升。三是加快财富业务转型。成立家族办

公室，开创“臻至”系列标准化家族信托业务，落地家

族信托业务２单。

【风险管理】

２０２０年，公司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框架，严

防信用风险和合规风险，补齐审批制度和流程短板，

推动“融资向投资、非标向标品、事务管理向服务信

托转型”。一是加强三道防线能力建设，强化前台业

务风险防范首要责任，压实风险合规、运营等中台部

门的管理责任。集中精力优化业务审批、放款、存续

管理等流程。做好对重点项目的支持，推动业务发

展。二是及时做好与监管的沟通与汇报，配合监管

做好年度现场检查、全面风险排查等工作，合规展

业，控制房地产信托规模，确保各项监管指标符合监

管要求。三是改进业务评审质效，提高风险合规投

票占比，完善风险管理相关制度及审查标准，加快补

齐标品信托相关审批制度。

【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科创产业、产品和服务创

新、重大活动等】

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华澳信托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结合公司自身情况，积极发挥金融功能，以服务

实体经济为宗旨，回归信托本源促转型。华澳信托

投向工商企业和基础产业领域的信托资金占比不断

提升，表明公司持续推进结构优化和业务创新。公

司将继续落实宏观政策要求，支持科创产业、战略新

兴产业、小微企业等领域发展，持续加强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力度。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公司信托存续实收规模８４２．２８

亿元，存续信托项目１８８个，其中８０个为主动管理

型信托项目，实收规模合计２４４亿元，占比存续实收

规模２８．９７％。从存续信托项目的行业集中度来

看，主要投向基础产业和工商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

其中，投向基础产业类的项目规模３０４．４亿元，占公

司存续业务分布首位，占总规模的３６．１４％；工商企

业类项目规模２５１．４８亿元，占比２９．８６％。２０２０年

全年，公司共通过７４个信托项目对实体经济提供了

３１９．５７亿元的资金支持。

２０２０年，公司积极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发

挥金融杠杆作用，充分发挥信托制度优势，创新业务

模式，将金融资本引入实体经济，促进民生改善，助

力经济发展。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向国家政策支

持的绿色产业、生态农业、中小企业等领域靠拢，以

实际行动支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并落实监管要求，

按照反洗钱风险防控、预警和处理程序，健全反洗钱

工作体系，有效履行反洗钱企业义务和社会责任，为

维护金融稳定贡献力量。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面对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

形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显得越来越重要。服务和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从宏观意义来说，是信托公司金融

本质的根本任务；从微观意义来说，是信托公司谋求

转型发展的动力来源。下阶段，华澳信托将围绕以下

方面不断践行信托文化，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量：

一是顺应市场导向，提高资产管理专业化能力，

推动主业转型、增量、扩面、提质。“非标转标”将依

托公司在长期非标业务中累积的展业能力、对客户

的了解和对风险的管控。在明确导向基础上，通过

考核管理办法的调整和优化，引导团队主动做“微”

创新，扩大投资类、标品类业务规模和占比。同时，

统筹规模与效益，聚焦家族信托和资产证券化业务，

积极开拓服务信托市场。

二是健全合规、风控、内控治理各项机制。以监

管指导为指南，着力提升依法合规经营水平；加强内

部合规的全流程管理、全业务覆盖，完善公司合规管

理机制，确保各项业务依法合规；以全面提升“大风

控”体系效能为目标，进一步加强全面风险管理框架

体系建设。公司加大对相关基建项目的拓展及支持

力度，助力经济结构调整。

产品创新方面：公司共发展出臻鑫、臻诚、臻

智、臻益、臻爱、臻志、臻至等十余个系列的产品，通

过各类产品的差异化设计，满足不同客户差异化的

资产偏好。

流程优化、数据治理方面：公司数据治理和流

程优化取得阶段性成果。以流程优化工作为抓手，

厘清部门职责边界，明确岗位职责，提高组织运转效

率。全年共审批完成１３个业务流程优化、５个非业

务流程优化方案。主动对接业务需求、信托登记、账

户管理、信息披露、面前核保、凭证管理、业务档案、

企业征信等操作流程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监管数

据报送质量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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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２０．５４ ４８．３８ ５７．０８ ５４．１０ ５３．０９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３．７２ ４．０２ ０．７３ ０．５１ ０．９７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０．５９ ４．４１ ０．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净利润 ０．６９ ３．０２ ４．１０ ３．０６ ４．２４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

或“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８年，是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武”）旗下的产业金融业板

块成员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９８％，舟山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股２％，

公司注册资本金４７．４４亿元。

秉承中国宝武一贯的严谨稳健、诚信规范作风，

华宝信托始终以“受益人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理念，

以专业化和差异化发展为基本战略，以资产管理与

信托服务为两大主业，立足资本市场，不断强化能力

建设、渠道建设和品牌建设。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信托行业进入了新一轮转型发展期，

华宝信托围绕“全面对标找差，争创行业一流”目标，

把握高质量发展主线，将良好信托文化贯穿于信托

业务各个环节，回归信托业务本源，专业化聚焦发

展，全面完成各项经营目标任务。

华宝信托资本充足，整体资产质量较好。按照

合并报表口径，截至２０２０年末，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收入合计２８．６５亿元，利润总额１６．００亿元，净利润

１１．９１亿元，主营业务收益率４１．５７％。截至２０２０

年末，华宝信托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达４３０７亿元。

华宝信托为投资者创造了良好收益，１９９８—

２０２０年累计为客户实现收益２２８８亿元。华宝信托

也为股东创造了良好收益，自１９９８年成立以来，公

司连续２３年实现盈利。

展望未来，华宝信托将继续立足钢铁生态圈专

业化信托服务，为上下游机构和高端客户提供差异

化财富管理和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公司将进一步丰

富产品线及提升信托服务能力，为客户打造更好产

品，提供更好服务，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信托，享

受信托制度的优势。

【风险管理】

华宝信托高度重视风险管控工作，经过多年的探

索和实践，目前已建立较为成熟的多层次风险管理体

系，确立了“风控合规创造价值”的风险文化。２０２０

年以来，公司制定“一手抓转型发展、一手抓风险防范

与化解”的经营方针，扎实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

设，提升和完善三道防线的防御能力，完成严控新增

风险、化解存量风险、提升风险管理体系能力三项风

险年度工作目标，实现受益人合法利益最大化。

华宝信托风险管理遵循全面性原则、独立性原

则、有效性原则和及时性原则，通过制定和不断完善

内部规章制度，建立职责分工合理的组织架构，设置

专业的风险管理部门，将现代风险管理技术与传统

风险管理方法相结合，对可能产生的风险及时采取

措施，全面防范。对实际发生的风险积极处理，全力

化解，有效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与管理，并根

据实际需要随时对风险管理体系进行调整。

【业务创新】

２０２０年，华宝信托全力打造“专业化聚焦发展，

一体化综合管理，区域化业务拓展”的经营管控体

系，在进一步加大风险控制力度的基础上，继续推动

特色业务发展。

作为中国宝武的产业金融业板块成员单位，华

宝信托围绕钢铁生态圈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发展诉

求，深耕钢铁生态圈金融服务业务领域，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公司运用市场化的金融工具有效整合社会

资本力量，为钢铁生态圈上下游企业提供供应链金

融、市场化债转股、企业财务结构优化改善、产业基

金等综合金融服务。同时，公司深入开展中国宝武

“钢铁荣耀 铸梦百年”宣传教育系列活动，推出“荣

耀１３０”系列信托产品，为钢铁生态圈供应链上的中

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２０２０年累计发行４２期，产品规模超９．１５亿元。

华宝信托发挥信托制度优势，回归信托本源，深

耕服务信托。公司继续深耕家族信托业务，依托信

托法律关系及公司家族信托管理系统，为客户搭建

家族财富顶层架构，构建综合性财富管理平台，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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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客户包括但不限于财产保护、财富传承、资产配

置、经营管理、税务筹划等在内的多维度需求。２０２０

年，公司落地“家庭委托人”等创新模式，并与多家机

构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在资产证券化领域，公司不

断探索实践，积极创新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多样化

金融服务。

在资本市场领域，华宝信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培育自身主动管理能力，构建全面、综合的资管产品

线，服务于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公司还充分利用

自身在证券领域内的资源及专业积累，培养出一支

能力出众的投资团队，大力发展ＴＯＦ投资业务，在

投资中贯彻大类资产配置理念，通过宏观研究确定

重点投资方向，精选市场优秀基金产品，加速提升公

司主动管理能力。

在国际信托业务领域，华宝信托作为行业内较

早开展ＱＤＩＩ业务的信托公司之一，在２０２０年获批

新增ＱＤＩＩ额度１亿美元。目前公司ＱＤＩＩ总额度达

到２０亿美元，并不断推出创新产品，探索更多跨境

投资新模式，为客户提供多元化海外资产配置选择。

在拓展业务的同时，华宝信托持续致力于风险

控制及中后台运营能力提升，一方面强化风控体系

建设，持续提升公司风险管控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

通过各类系统优化，持续改善财务及运营效率。

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华宝信托将继续坚持回归

信托本源、聚焦转型发展的道路，为实体经济发展提

供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金融服务。

【社会责任】

在推动特色业务发展的同时，华宝信托通过多

种手段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品牌影响力，弘

扬信托文化。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产业扶贫战略，创新扶贫模

式，在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设立产业扶贫基金，募集资

金５００万元，以股权投资形式增强当地“造血”功能。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司发起成立“华宝善行”

抗疫专项慈善信托，募集资金２７２．８万元，用于上海

赴鄂抗击疫情医院的物资采购和一线医护人员关爱

项目，发挥信托制度优势，彰显企业担当。

【公司荣誉】

近年来，华宝信托在各类行业评选中多次获重

要奖项认可。２０２０年，公司获“浦东新区经济特别

贡献奖”、《上海证券报》第十三届“诚信托”创新领先

奖及最佳证券投资信托产品奖、《证券时报》第十三

届中国优秀信托公司评选“２０２０年度优秀创新信托

计划”“２０２０年度优秀证券投资信托计划”奖、《２１世

纪经济报道》第十三届“金贝奖”２０２０优秀信托公司

奖等重要奖项。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９６．１９ １２７．８５１２５．７９１３１．６９１３０．２２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 — — — —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 — — — —

净利润 １１．９４ １３．０４ １２．７８ １１．３０ １１．９１

不良贷款率（％） — — — — —

　　注：数据口径为合并口径。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资产总计４９．４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３

亿元，增幅３．８４％；公司负债总计２．１３亿元，同比增

加０．２７亿元，增幅１４．２４％；资产负债率为４．３１％，

处于较低水平；所有者权益总计４７．３１亿元，同比增

长１．５６亿元，增幅３．４２％，公司整体资产实力进一

步增强。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公司受托管理信托项目１０５

个，其中，单一信托７１个，集合信托２０个，财产权信

托１４个；受托管理的信托规模总计２５９．７６亿元，其

中：集合信托规模６４．５１亿元，单一信托规模

１６５．９４亿元，财产权信托规模２９．３１亿元。从管理

责任看，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１９１．４４亿元，主动管

理类信托规模６８．３２亿元。

（一）信托业务

２０２０年度，受到宏观经济、资产管理市场竞争

激烈以及公司集合业务受限的影响，全年公司实际

提取信托报酬７６５０．７６万元，比上年同期６４３４．６０

万元增加１８．９％，其中单一信托提取５４８１．１８万元，

占比７１．６４％；集合信托提取１５６７．０２万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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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８％；财产权信托提取６０２．５６万元，占比７．８８％。

（二）固有业务

２０２０年度，公司固有业务除长期金融股权投资

外，主要运用活期存款、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国债回

购等，２０２０年实现投资收益２１７１２．６０万元、利息净

收入４１９．９４万元、其他业务收入２８９１．００万元。

【风险管理】

公司严格执行银保监会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

的指导意见，坚持防范化解风险和推动转型发展并

重的原则，切实加强潜在风险防控，加强尽职管理，

加强风险评估，优化业务管理，严防道德风险和案件

风险，建立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公司经营活动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其他风险。公司风险管理坚

持全面性、独立性、连续性、审慎性、有效性等基本原

则，以风险最小化、风险成本最低化为目标，坚持以

风险管理为核心开展经营活动，平衡业务发展与风

险管理之间的关系，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基于制度规

范和流程控制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了

前、中、后台相分离、信托资金运作与自有资金运作相

分离的风险管理框架，力求将风险管理制度与措施贯

穿到公司各项业务、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实现风险管

理覆盖公司运营的全过程。同时，通过建立有效的风

险管理组织体系，保障风险管理制度的有效适用，并

根据国家政策、法律及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的变化，定

期对公司相关风险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和补充。

【服务创新】

２０２０年，公司致力于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开展

服务信托，不断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在宏观经济下

行、抗击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积极回归信托本源业

务，服务实体经济。对内，优化内部机制和流程，加

强专业团队建设；对外，积极拓展外部合作渠道。在

客户开拓能力、资产配置能力、综合服务能力及事务

管理能力日趋成熟的前提下，公司首单供应链金融业

务报备通过并成立，公司具体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但不

限于对信托财产的运用涉及的法律文件面签核保；开

立保管账户、监管账户；对借款人的征信、诉讼信息进

行季度查询，出具季度管理报告向委托人披露；帮助

委托人进行账户管理，闲置资金提供现金管理，完成

信托存续期间资金的收付、分配和清算工作。在此单

业务的存续期间，公司提升了主动管理能力，服务实

体经济，并为后续业务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重大活动】

２０２０年１月，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公司关注疫

情信息，迅速启动应急防范，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和工作执行小组，落实工作责任。报告期内，公

司及时准备防疫物资，落实上海市各项防疫工作部

署，确保员工有效防护。同时，公司通过弹性办公、

远程办公等手段，确保人员到位、信息畅通，各项报

表、报告准确及时，各项业务管理工作持续有效。公

司还响应信托业协会关于设立“中国信托业抗击新

型肺炎慈善信托”的倡议，认缴５０万元慈善信托资

金，支持社会公益，履行社会责任。

报告期内，社会公益方面，中泰信托员工第六年

参与纯山教育基金会的“鞋盒礼物”公益项目，为乡

村儿童准备新年礼物。

报告期内，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委员会和消

费者权益保护小组积极工作，公司组织包括“３·１５”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反洗钱宣传教育活动，２０２０年“金

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

做金融好网民”活动、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等，并在

日常工作中审慎、妥善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及时处理

投资者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意见。２０２０年是信托文化

建设年，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了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

的宣传引导工作，针对投资者，公司在９月“投资者教

育月”，设置了专门的信托文化专题内容宣传。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４７．３０ ４４．１１ ４５．５９ ４７．４７ ４９．４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０ ０ ０ ０ 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３．０７ ３．０７ ３．０７ ３．０７ ３．０７

净利润 ２．８９ ２．４０ １．４４ １．２９ ２．１６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在认真研判公司现状及市场环境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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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和集团发展各项战略部署，深入践行金言

方法论，紧紧围绕“托爱未来 信建百年”转型发展之

要求，制订爱建信托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业务发展纲要。

计划再用三年时间，努力开启顺应时代发展、引领同

业发展方向的公司经营新局面。

转型发展规划以“四二四”为重点，即经营管理

四个再造、业务转型第二曲线、经营生态四个专项。

四个再造包括组织架构再造、生产系统再造、风控体

系再造和精兵队伍再造。经营生态包括品牌建设、

共生经济和数字信托等。

２０２０年，爱建信托实现营业总收入２３．８２亿元，

实现净利润１２．１１亿元。

（一）公司经营业务的主要内容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资产运用与分布表

资产运用 金额（万元） 占比（％） 资产分布 金额（万元） 占比（％）

货币资产 １４１２８８．５３ １３．２４ 基础产业 １５９０１０．６０ １４．９０

金融投资 ４４７７５１．９７ ４１．９５ 房地产业 ２０９３３５．５５ １９．６１

贷款 ４３５３０１．１８ ４０．７９ 证券市场 ９５９１８．３５ ８．９９

应收款项类投资 ０．００ ０．００ 实业 １９５５６２．５４ １８．３２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９６８．５４ ０．３７ 金融机构 １８５６９０．９５ １７．４０

其他 ３８９７５．５８ ３．６５ 其他 ２２１７６７．８１ ２０．７８

资产总计 １０６７２８５．８０ １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１０６７２８５．８０ １００．００

　　注：该表与资产负债表资产总额的差额（８８８８．１４万元）系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信托资产运用与分布表

资产运用 金额（万元） 占比（％） 资产分布 金额（万元） 占比（％）

货币资产 　２２５８９６．６７ 　１．７５ 基础产业 ２２０００２４．２４ １７．０２

贷款 ５３０８１８４．７０ ４１．０７ 房地产 ５６２６３３５．０２ ４３．５３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８１７２３１．５１ ６．３２ 证券市场 ６７６２０５．５９ ５．２３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工商企业 ２３２５３３９．３３ １７．９９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３１７２７８．６９ ２．４５ 金融机构 ５８９２１７．６５ ４．５６

买入返售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１ 其他 １５０６９５１．５７ １１．６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２１７３６９．７５ １７．１６

长期应收款 ３８４００１５．１１ ２９．７１

投资性房地产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２３

应收账款 １６７２９６．９７ １．３０

信托资产总计 １２９２４０７３．４０ １００．００ 信托资产总计 １２９２４０７３．４０ １００．００

　　（二）公司风险管理概况

公司的业务风险管理架构由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管理层、业务评审委员会、前中后台风险管理相

关部门组成，各层级协同管理公司风险。公司董事

会或者管理层根据董事会授权负责公司所有投资项

目及重大事项的决策，从公司整体层面考虑是否符

合公司利益；业务评审委员会负责信托和自营项目

的风险和可行性进行评估，并作出决议；前台业务部

门根据风险政策开展业务，对各类业务进行尽调和

可行性分析；中台风险管理部门负责根据管理层授

权制定各类业务的风险政策，对项目风险进行评估，

识别、量化、监控公司整体及各产品的风险指标，形

成风险缓释建议，向业务评审委员会和公司决策层

汇报；内审部门负责对公司内部控制，特定事项进行

审计监督。

公司已建立风险管理基本制度框架及覆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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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流程的管理文件。２０２０年，公司进一步完善各

项风险管理制度和风控流程，更新了信息化系统，并

强化了执行力和项目期间管理，从业务全流程的尽

职调查、项目实施、事中管理等各个环节着手，稳步

提高公司风险管理水平。

公司通过适时调整发展规划和经营策略，拓宽

业务类型，进一步推动业务、合规、风险、运营专业化

管理，稳步推进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公司净资本６２．９５亿元，各项

风险资本之和２９．００亿元，净资本／各项业务风险资

本之和为２１７．１０％，净资本／净资产７５．７７％。

（三）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科创产业概况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公司围绕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政策要

求，积极调整公司业务结构，主动为实业、中小企业

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经统计，２０２０年１—１２月，公

司共发行了３４个信托项目用于向小微型企业提供

融资，实际募资规模约１２７亿元，其中事务管理类信

托规模约２６亿、主动管理类信托规模约１０１亿。公

司将供应链金融作为服务产业链上中小企业的突破

口，通过与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开展合作，实现对供

应链上的物流和资金流的监控，从而降低中小企业

的信用风险，进而降低资金的出借成本。例如，“爱

建长盈卓越—理业臻选２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

集总规模预计１３亿元。２０２０年４季度发行了第二

十八至三十五期，当季落地规模２．５４７亿。该项目

通过流动资金贷款发放的形式，用于上海理业金服

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上游采购价款，还款来源

于理业金服下游贸易回款。

此外，公司按照战略转型发展的要求，加快培育

权益类业务，增加权益性资产配置，重点寻找一批符

合国家战略发展导向、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的优质企

业股权进行长期投资。公司于前期发起的股权投资

类ＦＯＦ母基金，投资方向为智能和先进制造业企

业，ＴＭＴ和互联网＋等拥有高新技术壁垒的战略新

兴行业；以及一些具备原始创新，拥有核心技术，且

处于初创期的基因行业相关的企业，直投项目为一

家以智能吊挂设备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

（四）产品和服务创新概况

２０２０年，公司于４月份启动第二曲线业务转

型，并在公司层面成立领导小组和推进协调办公室，

以加快推进相关工作。第二曲线转型业务明确了四

大类、１４个重点研究业务方向。目前已评审通过三

个批次共１５个项目，包括城市更新、养老信托、权益

投资、资产证券化、普惠金融和家族信托等。从项目

方案通过后的落地情况来看，标品业务项目落地情

况良好，包括可转债、ＦＯＦ、ＴＯＦ等不同策略的产品

均上架发行，并取得了良好的业绩表现，投研能力提

升显著，为全面推进标品业务的开展和标准化净值

化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养老信托、普惠金融、非

标转标ＡＢＳ等也已有落地或正在落地过程中的项

目，对公司业务转型起到积极作用。

（五）履行社会责任概况

２０２０年，公司坚定战略，以“守正创新、合规经

营、提质增效、转型发展”为经营指导思想，努力提升

经营管理水平，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发展战略、经营

管理与日常工作中，在支持实体经济、改善民生、客

户服务等领域积极践行信托行业的社会责任。一年

来，爱建信托不断推出预期收益率较高、风控措施到

位的集合信托产品，受到市场欢迎，使新老客户获取

较好的理财收益，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２０２０年，

爱建信托蝉联“上海市级文明单位”称号，并连续获

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２１世纪经济报道》《金

融时报》等多家权威机构颁发的“年度突破成长信托

公司”“管理团队奖”“年度优秀信托公司”“年度最佳

财富管理信托公司”等资管界荣誉。爱建信托在做

好防控疫情、保障金融服务的同时，通过多方渠道联

系筹集医疗物资，采购１０万套防护服紧急驰援武

汉，缓解一线医疗物资急需的压力。爱建信托还积

极响应中国信托业协会倡议，捐资５０万元加入“中

国信托业抗击新型肺炎慈善信托”，信托资金已第一

时间投入对湖北防疫新型肺炎的帮扶救助工作。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５４．６９ ７０．６７ ９９．０２１０１．２４１０５．８４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０ ０ ０ ０ 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８．５７ ７．０３ ７．８０ １４．６０ ４２．５９

净利润 ６．００ ８．６６ １１．１５ １２．３８ １２．１１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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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情况】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成立于１９９４年５月，是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２０２０年末，公司

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１５３．８０亿元（含１０００万美元），

公司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汽车工

业销售有限公司分别持股９８．９９９％及１．００１％。

２０２０年，在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和汽车产业大幅

波动的不利情况下，公司通过创新变革，巩固产融结

合优势，依然取得了优异的经营业绩。全年实现合

并归母净利润５１．３８亿元，同比继续实现４．６％的正

增长；全年合并营业收入１９３．０１亿元；年末合并资

产总额３５０４．４７亿元。

公司现任董事长王晓秋、总经理沈根伟。公司

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设１个党群部

门和２２个行政部门。

【变革创新】

公司以重塑绩效体系为抓手，持续推动建立多

层次创新管理体系，提升企业发展动能，为公司可持

续发展注入活力，全年提出的创新项目数量为往年

数倍。年内通过不断的技术积累，在互联网支付服

务上再获得突破，助力整车厂真正实现整车全线上

销售。

公司设计打造了集整车线上销售、支付、贷款管

理全功能的一体化平台，可覆盖线上线下全支付场

景，深度嵌入全线上汽车消费贷款模式，目前已在荣

威Ｒ品牌和上汽大众ＩＤ４线上直销中进行了应用，

后续将为荣威／ＭＧ品牌、智己汽车和上汽奥迪线上

直销提供服务，公司也成为财务公司和汽车金融行

业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真正实现“整车＋金融”线上

直销模式突破落地的金融企业。

【汽车金融】

（一）发展成就

２０２０年，公司对外扶助经销商减负、支持整车

厂布局，坚持以融促产；对内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

金融科技赋能线上业务，提升整体竞争力，最大程度

稳定了汽车金融业务的基本盘。全年发放整车零售

贷款近８０万单；年末，汽车金融融资余额（含管理资

产）１２２８亿元；业务已覆盖全国３０９个地级市３１７９

家经销商。

２０２０年末，公司一站式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

“好车ｅ贷”累计注册用户已超５００万；年内平台在

行业内首家推出了线上全流程金融贷款服务，实现

申请贷款、合同签署、直通放款的全线上操作。以此

为基础，平台逐步建立了线上撮合、线上交易、线下

交付的自主引流直销模式。“好车ｅ贷”平台商户端

年内上线“经销商二网商户端ＡＰＰ３．０”，超过８１００

家二网客户可以更便捷享受厂家金融支持。

（二）产融协作

在年初突发新冠疫情时，公司及时出台一系列

减负特殊政策，帮助经销商复工复产；在进入常态化

防控阶段后，对疫情反复地区继续给予定向支持，持

续降低经销商资金压力，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在业

务层面，持续整车厂网络布局；零售业务“新减税

贷”、加装贷、新能源车信贷等产品多点开花；同时加

强与金融板块协同合作，全面助力集团整车销售。

【公司金融】

（一）发展成就

２０２０年，公司继续坚持通过多元化、差异化的

金融产品，极致化、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支持集团产业

链各个环节的发展，以竞争优势保持企业存款稳定，

最大可能降低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全年日均存款依然

保持５％的正增长。

（二）产融协作

年内，公司再次牵头组建上汽通用２００亿元银

团、上汽大通５０亿元银团，为集团整车企业提供现

金流储备，并多方协调，在疫情期间克服各种困难因

素协助完成银团提款，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最有力

的保障；继续以互联网支付支持出行板块，为上海市

政府和集团重点出租车出行项目“申程出行”构建小

额高频支付通道；打造“好票ｅ贴”平台，为业外一级

供应商提供全线上票据贴现服务，贴现时间最快可

缩短至２小时。

【投融资】

（一）投资

２０２０年，面对资本市场的高波动性和高流动

性，公司通过专业化、精细化的操作，在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寻找低风险、中收益产品，实现了持续稳定

的投资收益。

（二）融资

２０２０年，公司抓住年中市场利率大幅走低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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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契机，再次发行１００亿元车贷ＡＢＳ，其中优先Ａ１

级票面利率１．７０％，创下汽车金融行业历史发行利

率最低纪录；优先Ａ２级票面利率１．９５％，也低于国

有银行存单二级交易价格。

（三）股权投资

２０２０年，公司投资的合资企业———上汽通用汽

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业务逆势继续保持增长，全年

完成零售合同１１５万笔；年末，汽车金融信贷资产余

额１５１７．２亿。

【风险管理】

２０２０年，公司继续将风险控制作为发展的坚强

护盾，全面提升风控水平。面对疫情的冲击，公司采

取多种风控手段，多维度进行逾期管理，使汽车金融

零售逾期率恢复至疫情前的正常水平；制定前中后

台联动的风险应急处理机制，继续保持批发贷款零

损失。此外，公司成立数据治理与数据安全团队，全

面强化数据治理与数据安全工作；首创全流程内部

审计信息化平台，全面提升内部审计在经营管理中

的价值。

【社会责任】

２０２０年，公司关心社会、关爱员工、关注用户，

积极践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对社会，持续２３年

援建井冈山畔田希望小学，不间断开展各种资金捐

助和对口支援，年内被上海市红十字会授予“人道博

爱荣誉证章”；对员工，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文化内

涵，通过举办“变革创新、拓路致远”为主题的线上

线下融合年会，以及“创新同行、奋斗有我”企业文

化主题实践活动，弘扬奋进主旋律；对用户，不断优

化线上线下服务质量和效率，提升客户满意度；对

受疫情影响特定客户给予多方面的政策扶持，共渡

难关。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集团公司”）立足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起

点，紧紧围绕新区“２０２５年经济总量突破２万亿”目

标和“五大倍增行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企业经

营发展，勇当浦东建设主力军和浦东民生守护者，全

力减小新冠肺炎疫情对各项工作的影响，出色完成

全年工作目标，实现“十三五”圆满收官，为“十四

五”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４５亿元，利润总额１８．６０亿元，截至２０２０年

底，集团公司总资产１６８０．１４亿元，归母净资产

７０５．４２亿元。

【经营情况】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上海浦东发展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在集

团公司的正确领导下，在班子成员的通力合作下，在

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环境及市场的波动

影响，按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资金集约管理和成员

企业金融服务的基本定位，不断转变发展理念，致力

实现集团价值最大化。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４．１２亿

元，净利润２．６０亿元，净资产收益率达１０．４０％。资

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重要经营资产质量指标，均

符合监管机构监管要求。

年内通过协助集团公司推进资金系统建设，提

升资金精细化管理，提高资金管控实效；通过协助集

团公司及成员企业发行相关债券，保持直接融资最

优成本，同时推进重点项目的银团组建，确保间接融

资平稳有序落实；通过盘活存量金融资产、消化资金

成本为抓手，切实为集团公司及成员企业提供定制

化综合金融服务；通过持续推进信息系统建设、提高

员工综合业务能力，确保财务公司风险可控、稳健

发展。

【服务实体】

财务公司通过进一步拓展金融服务广度和深

度，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一是加强集团公司

所涉区域建设、绿色环保、保障性住房、长租房项目

等相关信贷的支持力度，切实发挥以“融”助“产”。

二是以执行ＬＰＲ贷款利率定价机制为契机，主动降

低自营贷款利率，积极推进银团贷款利率下浮，为客

户节约融资成本。三是面对新冠疫情，提前安排部

署，切实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保障金融服务不断

档。四是通过可研分析，重点就聚合支付、房企融资

新规“三道红线”等事项，提供服务方案及成效测算，

供客户参考决策。五是协助完成债务融资，降低融

资成本。配合上市公司发行９亿元公司债，实现本

年度一季度ＡＡ＋级发行人同期限产品最低；协助

集团公司完成２０２０年公司债第一期１０亿元的发

行，票面利率为２０１７年以来地方国有企业同期限发

行利率新低；协助浦房集团完成１６亿元住房租赁专

７２１三、 其他金融机构　



项公司债的发行，创２０１７年以来房企（含央企）发债

利率新低。

【信贷业务】

财务公司积极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年内向集团

公司环保产业累计发放贷款１４．２３亿元；协助集团

公司推进上海市重点民生保障和区域开发、建设项

目，年内发放保障房等房地产项目贷款９．８１亿元。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累计发放各类贷款８７．７０亿元，日

均贷款规模５９．２２亿元。

【资金业务】

财务公司科学、合理制定资金管理计划，保障落

实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集团公司及成员单位关键时间

节点的用款，整体资金面合理充裕，公司流动性比例

保持在合理阈值范围内。同时采取拓宽询价范围、

比较多种资金业务的机会成本以及抓住关键时间节

点资金利率高位的资金运作策略，开展存放同业活

期、定期、活期定存、同业存单、银行间市场债券质押

式回购和同业拆借等同业业务，确保财务公司全年

考核目标的完成。

【投资业务】

财务公司秉持稳健审慎的原则，在满足流动性

需求的前提下，克服了市场波动、信用违约加速爆发

等诸多困难，开展货币基金、债券型基金、债券等产

品投资，全年完成收益７２８３万元，收益率４．１４％，

高于市场纯债型基金平均水平。

【资金集中】

协助集团公司开展银行账户清理工作，严格控

制开户数量，加强账户管理工作，并重点以资金归集

率为考核导向，进一步推进集团资金归集工作的落

实，有效提高资金归集规模和使用效率。２０２０年，

集团成员单位日均存款规模１４４．６２亿元，年平均资

金归集率为９６．０５％（剔除集团上市公司等不可归

集因素）。

【业务创新】

财务公司立足服务集团的基本定位，积极拓展

投行业务，不断提升综合金融服务水平，充分发挥集

团智库作用。一是受托完成浦东新区国资企业首单

要约收购，溢价率比市场平均水平低２９．４８％。二

是协助集团内上市公司开拓金融投资。财务公司作

为集团上市公司的金融工具投资财务顾问，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从制度设计、方案形成、人员培训、策略

制定、业务落地进行全流程咨询辅导服务，协助完成

了１４亿元的基金投资，在原有资金收益率基础上有

效提升了１２．０７％。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财务公司通过开展年度法人客户评级和授信、

信贷投向指引以及同业资金存放额度控制，结合公

司业务系统刚性额度控制及开展压力测试强化公司

风险防控措施；以数据治理为契机，从组织架构、制

度建设、系统保障和数据标准、数据质量控制与数据

报送、存储和共享应用五方面完善数据质量控制机

制与监督机制，形成数据质量管理长效机制；开展信

息系统等级保护测评工作，排查新核心系统高等级

风险漏洞，确保核心系统有效运营；紧跟监管合规要

求，做好合规政策解读培训，完善顶层设计，全面梳

理并优化公司内控制度体系建设。

【人力资源管理】

制度建设方面，修订完善了《员工考勤管理办

法》《招聘管理办法》，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对公司员工

履职行为的监督，推动公司廉洁建设，提升内控机制

有效性，督促公司员工公平公正履职，新增了《员工

履职回避管理办法》；培训管理方面，不断拓宽培训

渠道，鼓励员工终身学习，以同行业挂职锻炼进行人

才交流，提升员工职业素质；团队建设方面，完成３

名专业序列人员续聘及５名专业序列人员评聘工

作，同时共招聘４名新员工及时补充相关部室的人

员需求。

【信息化建设】

财务公司全力配合集团资金管理平台建设工

作，完成了财企直连功能的开发测试和部署上线。

在集团统一要求和指引下，完成了新ＯＡ系统的采

购和实施。按计划完成新业务系统网银功能上线，

实现公司新业务系统全面建成投产。根据监管要求

启动了二代企业征信系统的采购建设和金融基础数

据报送系统的比选工作。２０２０年，公司的关键信息

系统再次通过了安全等级保护测评。

【企业文化建设】

财务公司持之以恒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与推广。

通过成功续创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提

升员工的向心力和归属感，进一步增强服务倍增软

实力。通过职工技能竞赛、课题研究、宏观分析、业

务研讨、网课学习等活动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提升员

工的学习研究能力。通过抗疫募捐、各类主题党日

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升团队凝聚力。通过《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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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党章》学习、廉政网评文发布、廉政大排查、员工

行为排查等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升廉政风险防控

能力。

【党建工作】

财务公司党总支树立“党建聚力、产融赋能”的

党建品牌创建理念，将“开拓创新的金融服务先锋团

队”贯穿于管理始终，有效促进了党建工作和经营管

理协同发展：依托“问需、问计、问效”的“三问”原

则，进一步加大业务理论研究、拓展金融服务深度和

广度，提升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和集团战略管理支持

力度；将党建工作与队伍建设、作风建设、企业文化

相结合，在培养政治过硬、清正廉洁、担当作为的干

部队伍中强化党建引领、凸显党员意识。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８６．０２１８６．６０１９７．３８２２３．１０２４６．８７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１５７．２７１５７．８９１６５．７０１８９．４３２１９．０４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５．２２ ２５．９２ ４３．７１ ８４．５６ ６２．７５

净利润 ２．７８ ２．８６ ３．３３ ２．５１ ２．６０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情况】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成立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由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２０２０年注册资本达２２亿元。２０２０年，

公司以助推产业发展为己任，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

多变的经济形势和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秉持“依

托集团、服务集团、客户至上、创新驱动”的经营理

念，切实做好集团“财务能力和意志”的延伸，科学有

序地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

月末，公司总资产达７７３．８４亿元，信贷资产达

２３８．０３亿元，吸收存款合计６９１．８１亿元。

【资金集中管理】 公司在２０２０年内聚焦司库

管理核心能力建设，积极协助集团实现资金集中管

控。一是切实加强存量客户和新吸收成员单位的

存款营销，有效引导成员企业实现资金归集的最大

化；二是积极参与集团资金管控平台建设，协助集

团梳理司库管控现状，并参与规划新一代管控型司

库体系。

【信贷业务】 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公司积极承担起集团金融服务“主通道”的

角色，不断加大对成员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效实

现信贷业务的扩面增量，２０２０年，本外币日均贷款

规模处于历史高位。一方面，公司积极贯彻国家科

技强国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持续向集团内科

技创新和绿色环保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另一方面，

公司通过降低贷款和贴现利率等各类优惠政策充

分让利成员企业，同时对受疫情影响严重企业的贷

款作灵活的还款安排，帮助成员企业稳固发展

根基。

【业务创新】２０２０年，公司不断创新金融业务

模式和产品设计，及时应对集团和成员企业的金融

需求，助力集团产业稳增长、促发展。

一是依托集团与央企客户的战略合作，积极推

广财务公司保函，并与多家央企财务公司之间形成

了保函互认合作，大幅推进了央企业主对公司保函

的接受度；二是充分利用银行授信资源，创新开展了

分离式保函业务，为成员单位提供更丰富的保函服

务；三是创新开展“双十一”金融产品促销活动，通

过直播带货的模式向成员企业大力推广特色金融

产品，并同步推出了专属优惠活动，涉及减费让利

的金融产品涵盖了公司全部重点服务；四是充分利

用多年来持续进行信用研究的良好基础，协助集团

搭建符合上海电气行业特色的业主信用评估模型，

并在２０２０年内率先完成了第一个子行业光伏

模型。

【服务实体】２０２０年，公司着力开展金融服务

场景的设计与应用落地，充分实现了将金融服务界

面从线下拓展到线上，也将产品设计针对的需求从

线下拓展到线上，切实优化客户体验，抢占市场先

机。一是落地票据ＥＣＤＳ线上清算功能，具备等同

商业银行的票据清算能力，为集团成员企业票据融

通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二是落地“融Ｅ贴”线上贴现

业务，并向银行“秒贴”产品靠拢，通过更便捷的线上

化业务提升财务公司金融服务能力。三是推进

ＲＰＡ（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二期项目建设，进一步扩

大ＲＰＡ流程规模达到１５个、机器人数量４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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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５家，着力打造一流的企业级ＲＰＡ机器人管控

平台；四是推进统一收付平台建设，为集团的电子商

城提供安全性高、便利性强并具有可拓展性的线上

清算服务。同时，统一收付平台下设员工智能扫码

缴费模块，方便缴费员工、小微企业实时实地进行扫

码付款；五是在柜面实现ＡＩ人脸识别技术，有效提

升客户身份识别效率，筑牢金融机构安全防线。

【外汇业务】 ２０２０年，公司积极服务集团“走

出去”战略，充分发挥外汇业务专业性优势，深化公

司目标定位，成为集团外汇业务统一办理的“入口”、

外汇业务整体服务方案的“出口”以及深化外汇管理

政策对外咨询的“窗口”。一是落实异地企业线上购

付汇模式，提升了异地企业外汇业务操作的便利性。

二是作为集团对接外汇局的统一窗口，公司进一步

深化集团外汇业务窗口职能，推动集团重点项目落

地。三是强化外汇顾问服务力度，承办了第三届上

海电气外汇业务研讨会，通过聚焦外汇市场、境外投

资和资本市场投资等热点话题，帮助成员单位更好

地把握市场动态和政策变化。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２０２０年，公司不断强

化监管指引执行力，切实提升风险管理的精细化和

专业化水平。一是更加注重利用信息化、模型化手

段实现风险管控的精细化管理，通过不断完善风险

管理工具，开发建立高效全面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平台，强化科技对风险管理的支撑作用。二是持续

夯实制度体系建设，紧跟最新的监管合规要求继续

完善公司的制度管理体系，实现制度“颗粒度”达到

具体岗位和流程。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公司有效

制度达２０１项，合计新增和修订制度达４４项。三是

公司在２０２０年持续关注最新监管政策，加强对政策

导向的研读，不仅聚焦反洗钱、案件防控和乱象整治

回头看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同时不断结合自身

业务特征，加强对日常业务的排查和预警，确保公司

合规有序地开展业务。

【信息化建设】 ２０２０年，公司全面提升内部运

营的信息化水平和运作效能。一是初步建立了稳定

的核心业务系统群，形成了五层架构、三类接口的应

用服务体系，不断优化与提升业务服务效能，全年共

完成核心系统改造需求３２个。二是完成了底层数

据仓库的建设，不断推进数据整合和分析决策应用

能力；三是围绕核心系统做好外围接口的对接，充分

满足各种监管要求，切实完成了票据ＥＣＤＳ线上清

算、二代征信系统、关联账户额度管理、保理系统供

应链升级等各类系统开发和功能的上线；四是根据

集团和监管要求，进一步加大信息安全体系建设，聘

请第三方安全机构对公司信息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安

全评估，完成了核心系统的三级等保认证。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受到极大

冲击，国内外形势也经历着深刻复杂的严峻挑战，东

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紧紧围

绕东航集团（以下简称“集团”）的整体工作部署，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主业，克服

疫情对航空业带来的巨大影响，有序推进集团“三稳

五加强八重点”的工作要求，落实公司防疫抗疫、安

全经营、增收节支、改革发展等举措，较好地完成了

年初董事会下达的经营目标和重点任务。在助力集

团发展的同时，自身资产规模创新高，服务能力和实

力进一步提升，实现“十三五”圆满收官，为“十四五”

的良好开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３７８０８．３３万元，

较上年的３８４００．３６万元减少５９２．０３万元，减幅

１．５４％；发生营业总成本２４０８５．２６万元，较上年的

２１４６１．４８万元增加２６２３．７８万元，增幅１２．２３％；税

前利润为７８６０．１２万元，较上年同比减少４６．８３％。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公司资产总额为５５４８６４４．８４

万元，较年初的１１５０８５５．６３万元增加４３９７７８９．２１

万元，资产规模增加３８２．１３％。年末公司资产集中

在货币资金、贷款、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几方面。

【全力提供金融保障，顺利实现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公

司积极响应集团部署，迅速应对，全力提供各项金融

保障，通过多项综合举措，顺利保证了航空主业的运

营和防疫物资采购等各项资金支持。

公司制订了非现场业务应急预案和疫情期间日

常结算方案，对成员单位提供了四大支持：即实现

防疫物资采购２４小时无间断付款、保障主业全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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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退票金额实时到账、全方位提供集团流动性融

资支持、制定纾困扶持措施，包括疫情期间做到不抽

贷、断贷、压贷，提供优惠贷款利率，免除委贷手续

费，实施优惠担保费率等。

截至１２月底，公司共完成购买防疫用品的紧急

支付款项３２笔，共计金额１５７１．２６万元；为东航成

员单位提供结算服务４７５１５６笔，累计结算金额１５

６４２．６５亿元。公司通过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实

现资金流动合计约９６．４８亿元人民币；为集团成员

单位完成结售汇２６．３２亿美元，收付汇６８．３７亿美

元；通过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协助企业

借入１４０００万美元、对外放款１２０００万美元、归还

外债２７３７１．５６万美元，新增海关保函４亿元，有效

地支持了集团的经营。

公司全年累计发放贷款３２５．４７亿元，较去年同

期２０５．２２亿元上升５８．５９％，日均贷款５４亿元，同

比增长６８％，为东航成员单位节约贷款利息５５８４

万元，减免委贷手续费８０万元，减免保函手续费２６

万元，有力地支持了东航防疫工作和现金流稳定，降

低了成员单位财务费用和融资成本，保障安全生产

经营。

【规范开展业务，提升风险防控】

２０２０年，公司严守风险管理三道防线，始终秉

持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开展各项业务，针对不同的

风险采取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事后评价

等策略，保证了公司的稳健运营，整体经营风险可

控。公司注重塑造风险管理文化，倡导员工主动发

现风险隐患或问题，在公司范围内形成尊重规章、严

守规章并恪守职业操守的良好工作氛围。２０２０年

公司风险管理的重点工作内容如下：

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回头看”

工作，坚持自查从宽、他查从严、立查立改的原则，检

查要点覆盖公司治理到业务开展，做到全方位、规范

化检查。

开展规章制度全面梳理专项工作，２０２０年，公

司总共签发制度５４项，其中新增３１项、修订原有制

度２３项。

完成信贷业务系统升级、投资业务系统和流

动性风险监测系统上线，实现主要风险全覆盖，各

项风险管理措施得到细化，风险管理效果全面

提升。

深入开展数据质量治理工作，做到自查要点全

面覆盖，逐一梳理各项问题，制定整改计划，不断推

进数据质量有效提升。

做好每日流动性风险监控及流动性计划管理，

确保符合流动性监管比例要求，积极关注央行货币

政策执行情况和人民币同业交易市场价格波动，动

态掌握市场资金成本和市场流动性信息，特别加强

关注疫情影响下集团资金流动性安全情况，适时开

展压力测试工作。

做好日常市场风险管理，对投资业务严格进行

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评估，开展交易对手的准

入工作，定期评估交易对手资质情况，确保投资操作

符合授权、投资产品能够及时止损。此外，实时监控

外汇交易情况，对每笔外汇交易进行复核，确保头寸

无误、额度符合规定。

做好信用风险管理工作，对客户贷款使用和合

同执行等情况进行定期检查与监督，滚动评估其信

用情况，完善客户信用等级评估体系建设，并按季

度做好资产五级分类评估和减值准备计提等

工作。

严格内控管理工作，预防操作风险。分别按照

董事会授权和总经理授权做好各层级授权管理工

作；做好系统管理员角色，按照业务划分、内控要求

对权限及操作额度进行设置、变更和注销；对大额资

金的划出进行多道复核，确保资金安全。且定期开

展内控评价工作，梳理检视各内控环节，不断完善内

控管理。

利用反洗钱系统做好每日可疑交易排查及辅助

上报工作，采用量化分析模型进行系统筛查，减少人

工环节，进一步提高了反洗钱工作的有效性。

完成股东资质评估、股权治理、信息安全、合同

管理、非法集资、案件防控等方面的专项检查和各类

新业务的风险评估工作。

【创新金融服务，加大科技赋能】

公司扎实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部署，

精心筹备并通过验收获批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

和买方信贷业务资格，积极与主业系统对接，助推航

空主业发展。公司以融促产，加强创新，丰富开拓产

品线。与东航股份推进合作ＵＡＴＰ业务，成功举办

“东航账户Ｅ”上海地区首次推介会，试点东方航食

地面餐食项目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等，将金融服务领

域拓展至集团产业链下游的个人端和企业端。保障

主业全渠道退款、不正常航班赔付、Ｂ２Ｔ业务结算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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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亿，新接入行李自动赔付，创新业务的多点开花，

扩展了集团航空金融产业的布局，有效促进了公司

对客户服务的提升。

随着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公司加大科技赋能，

大力推进信息系统建设，开发机器人项目优化“自动

化结算支付”“外汇财企直联接口”等系统功能，提升

本外币结算效率。完成并上线投资交易系统及信贷

业务系统升级换代，做到投资交易审批、记账，闭环

风控管理线上化，新增信贷功能对接二代征信，加强

贷后管理落实受托支付监管要求。实施流动性动态

监测系统，动态及时监测流动性指标数据，实现可视

化管理。信息系统业务全覆盖，业务处理和管理水

平上新台阶。

公司将大数据分析技术引入买方信贷客户贷款

审批和金融保理的客户财务能力评估中，高效识别

和防范风险。探索便捷高效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借

助消费信贷产品开拓互联网运营新模式：线上机票

分期申请和放款实现自动化，运用本地化风控决策

引擎和预警系统，将风险管理模型以项目化方式进

行灵活管理，实现风险策略的自动化、智能化，激活

数据价值，提升评价效率。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２８．４７１６７．４３１１０．６２１１５．０９５５４．８６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１０２．２５１４１．３５ ８１．７７ ８５．５２５２７．４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２２．７６ ３７．９８ １９．３４ ５９．３１１１９．６５

净利润 ０．９５ １．４１ １．７ １．１３ ０．６８

不良贷款率（％） ０．７６ ０．４６ ０．９０ ０．１９ ０．０９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能财务”）

取得上海银保监局２０２０年度监管１Ｂ级评级结果，

经营状况良好，风险管理能力强。截至２０２０年末，

申能财务实现净利润４．９２亿元，总资产２８２．４６亿

元，净资产３２．３０亿元。各项监管指标执行情况良

好，不良率为零，符合监管要求。

【风险管理情况】

２０２０年，申能财务坚持合规发展的理念，不断

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积极探索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的各项措施。主要包括：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流动性风险管理相关制度。

公司制定并发布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定期完

成流动性压力测试工作，进一步提升预防流动性风

险的能力。

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新增流动性风险应急预

案，建立流动性预警机制及流动性补充机制。

公司定期开展信息系统风险事件的回顾机制，

建立信息系统上线、版本迭代的多维度评估机制，进

一步强化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措施，构建信息科技风

险常态化防控体系。

为正确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同

时结合相关监管的最新要求以及公司业务实际操

作，公司２０２０年开展格式合同梳理工作，建立标准

规范的业务格式文本，为业务开展保驾护航。

【服务实体经济情况】

（一）信贷业务

２０２０年，申能财务跟进集团重点能源项目信贷

需求，统筹组合自营贷款、产业链、银团、清洁基金委

贷等多种融资方式，做好项目配套信贷保障。２０２０

年末，已与１２４家贷款客户发生信贷业务，发放贷款

１５８亿元，公司绿色信贷投放占比６３％。公司切实

落实政策支持为成员单位提供抗疫优惠贷款１４００

万元，切实为成员企业抗击新冠疫情、复工复产提供

金融支持。公司积极应标新的银团项目，全年新增

银团放款总额３．４０亿元，在引入财政部清洁基金委

贷方面完成放款６５００万元。同时公司响应央行关

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改革要求，实现自营

贷款ＬＰＲ贷款定价全覆盖，为成员单位不同程度地

节约了融资成本。

（二）产业链金融

２０２０年，申能财务延伸产业链业务有序推进，

业务量达到一定规模，新增１５家供应商客户，实现

产业链放款近７亿元。财务公司积极营销集团内新

的业务板块，将其作为产业链核心企业目标客户，做

好业务场景的储备。除上游供应商外，与系统内燃

气企业针对下游直供用户天然气款的应收账款保理

模式也进一步得到了开拓，为实现产业链业务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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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延伸做好一定的铺垫。

（三）服务创新

２０２０年，申能财务完成“申财通”系统２．０版页

面调整及升级改版需求确认，开展“申财通”系统

２．０版升级改版用户需求调研，向集团成员单位发

放相关业务问卷调研表，征集实质性优化意见及建

议，作为本次“申财通”系统２．０版改版需求重要组

成内容。同时结合调研反馈情况，完成“申财通”系

统２．０版升级改版需求确认工作。

２０２０年，申能财务接入上海票据交易所电票业

务线上清算，真正实现了票据业务票据流、资金流、

信息流的“三流合一”。通过解决票据和资金不同步

交割所带来的资金风险，加快票据资金回流，有效提

升电子商业汇票资金清算效率和信息的安全性，使

公司票据服务能力和票据基础设施建设迈上新的

台阶。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集团成员单位累计签约开通电

子商业汇票业务４７家，全年累计办理各类出票共计

２１．２９亿元；办理电票贴现２１．１８亿元；再贴现业务

累计完成２１．３８亿元，其中３亿抗疫专项再贴现额

度，用于集团系统内保供支持复工复产行业的小微

企业。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正式开通上海票据交易所线上

清算业务，制定票交所资金账户备付金管理制度和

线上清算业务操作细则，通过“制度加科技”的手段

充分保障业务创新与风险防范并举，极大提升了公

司票据业务服务能级。

（四）外汇业务（公司金融部）

２０２０年，申能财务紧跟集团国际化发展战略，

发挥自贸区金融平台优势，推进集团跨境结算和海

外项目配套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完成代客结售汇

５６笔，公司主动对接有境外融资需求的企业，跟进

落实海外能源项目和转口贸易进展，拟通过政策研

究、同业交流等形式尽快落实提供全面的海外项目

跨境金融配套服务方案。

（五）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申能财务全力做好集团金融服务保

障，确保集团成员企业涉及供气供电供能的各项金

融业务顺利办理。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申能

财务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服务指南》。复工复产

后，快速恢复全面金融服务，积极响应客户业务需

求。针对新冠疫情特殊需求，为虹桥商务区能服项

目公司发放优惠利率抗疫支持贷款１４００万元，切实

为成员企业抗疫复工复产提供金融支持。公司开通

绿色通道，顺利完成西气东输款项的代理支付和天

然气款购汇划款等操作，确保申能集团资金支付结

算高效畅通，从而保障上海市天然气正常供应。

（六）资金业务

２０２０年，申能财务通过定期资金平衡例会机制

对资金进行余缺管理，在确保资金安全性的前提下

对不同频度的资金进行有效配置，兼顾资金流动性

和收益性，提升资金运用效率。２０２０年，申能财务

通过人行再贴现业务取得外部融资２１．３８亿元，用

于支持集团系统小微企业、绿色信贷资金需求；申能

财务年度累计拆入资金１９７．５０亿元，有效地补充了

日常流动性。另外，公司通过不断提升信息技术管

理水平，完善资金监测体系，实现对流动性指标实时

监控。

（七）信息化建设

２０２０年，申能财务信息化建设按照集团以及公

司年度重点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公司信息化工作开

展。在应用系统建设方面，配合集团共享中心建设，

完成共享服务数据平台的建设；配合央行ＬＰＲ利率

实施推进，完成新一代ＬＰＲ信贷系统的上线运营；

引入ＲＰＡ流程机器人技术，推进ＲＰＡ项目的实施

和应用；提升票据清算能力，完成票交所电票线上清

算功能；落实监管要求，实现业务线上流程化以及加

强数据应用；在信息安全方面，切实保障重要时期网

络安全，完成财企直联ＳＳＬＶＰＮ国密算法实施、安

全态势感知系统、数据安全云盘等各类安全项目的

实施。

（八）重大活动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１８日，根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

基金管理中心关于清洁发展委托贷款项目现场检查

的相关要求，申能财务分四批次接待了清洁基金委

托的第三方机构检查人员，赴青浦热电、液化天然

气、森兰外高桥、虹桥商务区新能源等公司项目现

场，协助借款人就项目建设进展、企业财务情况、生

产经营情况、企业信用状况等进行了现场检查接待

及资料准备工作。通过此次贷后检查，巩固了申能

财务与清洁基金的良好合作关系。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申能财务２０２０年度秋季论

坛成功举办。申能财务秋季论坛始终把握市场热

点，紧跟时代脉搏，已经成为申能财务与集团成员企

业，以及合作伙伴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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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９０．６６１６９．７５２１６．０７２２９．５１２８２．４６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１５９．５６１３５．７６１８６．９４１９２．５０２３５．９３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８６．４１１０４．４４１３３．１３１２３．４８１５８．８９

净利润 ３．５２ ３．９９ ３．７２ ３．８８ ４．９２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概况】２０２０年，中国电财华东分公司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

落实国网电网公司党组和中国电财党委各项决策部

署和工作要求，坚持党建引领，顽强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提质增效，严控风险，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能

力，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确保了良好发展态势。

【经营情况】 华东分公司实现考核利润１０．３２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１２０．７７％；存款日均余额

１２４１．１１亿元，同比（剔除东西帮扶）增长１０．５９％；

贷款日均余额４５９．８１亿元，同比增长５．２２％；资金

备付额度８４．４１亿元。无结算差错，无不良贷款、无

新增不良资产。

【提质增效精益化】 积极落实提质增效专项行

动工作部署，通过聚“六力”促“六效”行动、“党建＋

提质增效”工程、“提质增效当先锋，我为党旗添光

彩”党员承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宣传形式，超额完成

各项经营任务，提质增效工作干得出色、突出特色。

大力稳定存款，顶住压力坚守资金备付最低安全底

线，紧抓主业存款拓展这个牛鼻子，做好余额“双监

测”工作，大力推动补充医保账户挂接和“稳利金”产

品推广，全年新增“电利金”存款５３．８０亿元，有力地

稳定了存款规模。加大循环贷款、票据贴现业务的

办理力度，及时满足客户融资需求，全年累计发放循

环贷款１１５亿元，办理票据承兑４０．８５亿元，办理产

业链贴现１５．９１亿元。建立财务综合评价体系暨财

务情况通报机制，加强区域内银行存款利率管理，组

织实施区域银行存款定向配置方案。

【服务建设体系化】 加快“１＋５”区域新型客户

服务体系建设，打造“３３８”重点工程，完善重点工作

沟通机制，推动关键信息共享三项年度重点工作取

得实效。组织辖内安徽业务部完成５亿元流动资金

贷款受托支付工作，实现中国电财受托支付先行先

试。配合中国电财加快统一客户服务电话知识库试

点工作，组织完成知识库评审验收和场景手册编制

工作。稳步推进产业链金融业务，开展票据贴现业

务流程优化研究。积极组织落实英大集团“电ｅ金

服”产业链金融平台推广应用，推进辖内福建分公司

０．８亿元“票融通”试点工作。

【依法治企规范化】 坚持依法从严治企要求，

全面提高企业合规合法管理水平。开展结算风险案

例编制和应用工作，梳理历年资金安全检查问题清

单，提升结算检查闭环管理实施效果。加强票据业

务风险防范，编制华东分公司承兑业务到期流动性

风险应急预案，确保合规经营。以中国电财组织的

反洗钱工作、征信业务、贷款及保函业务专项审计为

契机，全面排查和整治存在问题，依法治企水平得到

显著提高。建立华东分公司授权采购工作机制，编

写采购工作操作手册，明确权限、流程，为规范采购

工作并提高工作效率打下基础。全年１１０４报表和

ＥＡＳＴ标准化数据报送工作保持“零差错”的良好

局面。

【党建引领特色化】 抗击疫情党旗飘，华东分

公司党委高度重视新冠疫情防控，靠前指挥，充分发

挥党的领导作用，确保职工零确诊、零疑似“双零”目

标。大力推进“初心领航”党建品牌建设工作，形成

“省级机构—支部—品牌”。以“基层党建巩固提升

年”为抓手，持续推进标准化建设，完成国有企业基

层党组织工作条例对标自查。丰富岗位实践形式，

开展“我是党员我承诺，防控疫情我先行”“做好电力

先行官、架起党群连心桥”等多项主题党日活动。增

强党建互动交流，赴国网华东分部、上海电力公司开

展党工团交流学习。参与地方区域化党建“共建、共

治、共享”，获得“扶贫先锋”称号。

２０２１年，华东分公司将以国家电网公司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目标

为指引，以争当落实国家电网战略的金融服务排头

兵为方向，坚定不移地落实中国电财“三位一体、绿

色发展、全面创优”的发展思路，在“初心领航”党旗

引领下，奋楫扬帆，行稳致远，开启“十四五”“新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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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工程，坚定地走好能源电力金融特色的高质量发

展道路。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概况】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

“上海分公司”）是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驻沪

分支机构，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１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成立上海代表处，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９日经中国人民银

行批准成立上海办事处，２００７年４月经中国银保监

会批准，７月１９日正式挂牌更名为上海分公司，注

册营运资金１亿元。

【业务范围】

分公司业务范围：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

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内部转账结算；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协助成员

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

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经批

准的保险代理业务；经公司批准的属于财务公司经

营范围内的其他业务。

【特色服务】

目前，分公司根据上海银保监局的核准和总部

的授权，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内部转账结算、吸收存

款、发放贷款、票据贴现及转贴现等。按总部业务区

域划分，为上海、浙江、福建三地中石化集团持股

２０％以上的各石化成员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共有开

户企业１８０家，业务涵盖石油化工行业上、中、下游

各类企业。各项业务的开展接受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及上海银保监局的领导、监督、检查、管理及指导。

【主要业绩】

２０２０年，分公司全年资金总流量达３．９５万亿

元；实现营业收入１６９７３万元；实现利润９９７４万元；

全年日均贷款２６．０９亿元；日均存款１９．６４亿元。

【金融文化】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石化为加强

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集团资金使用效率而设

立，为中国石化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

行金融机构。作为分支机构，上海分公司围绕“立足

石化，服务主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使命和宗旨，

坚持行稳致远的总要求，促进集团优化资源配置、节

约财务成本、保障资金安全、提升运行效率。２０２０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和严峻的外部环

境，上海分公司根据集团公司年度工作会议和财务

公司党委工作安排，严格遵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

行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的行

业监管，积极响应集团公司“百日攻坚创效”“持续攻

坚创效”行动，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进一步增强金融

服务意识和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积极稳妥开展市场

化业务，持续强化风险防控和内部管理，多项措施并

举，主动为成员单位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探寻

经营发展新契机，为集团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

服务，助力集团主业发展。

【信贷业务】

深化“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坚守功能定位，深化

产融结合，积极服务集团“一基两翼三新”产业格局，

分公司通过持续加大企业走访力度，了解企业的经

营情况及最新的动态，根据不同客户特点，量身定制

金融服务方案，加大差异化服务、个性化服务力度，

提高精准服务水平。在服务好集团主业的同时，充

分利用集团上下游一体化优势，大力开展产业链票

据贴现、应收账款保理等产业链金融业务，２０２０年，

新增产业链备案客户９６家，办理产业链贴现７７１

张，金额１６．０８亿元，同比增加了６．４３亿，增幅

６６．５４％，增强集团成员单位对产业链的影响力和黏

性，有效缓解了产业链客户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较重

客户的资金困难，提升分公司产业链金融服务水平

和效率。

【风险管控】

坚持加强内部管理，始终把风险防控放在突出

位置，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持续强化全面风险管控，

严格落实各项监管要求，依法合规开展各项业务，确

保风险始终受控，未出现任何风险事件。有效发挥

稽核监督作用，常规稽核工作与业务同步开展，稽核

人员参与走访企业，加强现场调查力度，从源头上把

好客户准入关，持续关注服务区内重点企业的复工

复产及经营情况，紧盯贷款企业和开票企业的资金

情况，关注其资金流向及货款回笼情况，杜绝发生流

动性风险。加强员工的“自我约束”和“尽职监督”控

制，在分公司内部形成良好的合规文化氛围，组织全

员合规培训，开展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警示教育，不

断提高全员合规意识能力，为规范经营管理、加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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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防控发挥积极的作用。

【党建工作】

上海分公司始终坚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着

力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创

建有自身特色的党建工作模式。一是抓政治建设，

提升思想引导力。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基础上，

结合专题研讨、辅导讲座、网络教育、微党课等多种

方式，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深化党建引领，凝聚发

展合力。２０２０年，上海分公司与辖区内企业开展党

建共建，做到资源互享、经验互用、优势互补，达到以

党建促业务的“多赢”效果。三是抓作风建设，弘扬

风清气正。紧紧扭住作风建设不放，深入抓好贯彻

执行八项规定精神，使党员干部切实树牢红线意识，

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４３．５９ ５７．５３ ７２．７２ ８３．８６ ７６．３１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１７．９６ １９．４４ １５．０９ ４４．８５ １２．６４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２５．０１ ３９．１７ ４９．７４ ４０．９７ ３８．７４

净利润 ０．６７ ０．６ ０．５ ０．３５ ０．３５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情况】

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ＳＡＩＣ

ＧＭＡＣ）成立于２００４年８月，总部设在上海，是中国

银监会批准成立的全国第一家汽车金融公司。公司

由上汽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ｏｔｏｒ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和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合资组建。截至２０２０年末，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６５

亿元。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公司已成为一家

覆盖范围广、业务品种丰富、服务水平一流的汽车金

融公司。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公司资产总计为人民币

１４４３．７９亿元，净资产１９３．９４亿元，零售存量合同

数超过２４９万笔，已为超过７４０万零售客户提供了

汽车消费信贷服务，并与全国３３５座城市中超过

９０６８家经销商建立了良好的零售信贷业务合作关

系。截至１２月末，公司管理的信贷资产规模达到

１５１７亿元（含服务类资产２３１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１０．９６％。批发业务方面启动了３０２个城市中的

１３６７家经销商，全年累计为上汽通用汽车提供新车

融资超过１１８．４万台，为上汽通用五菱提供新车融

资２．０万台。与此同时，公司信贷资产质量持续向

好，批发业务继续保持零损失，零售净损失实现历史

新低位，损失回收率不断提高。

【主要风险管理】

（一）信用风险

公司自成立以来，各零售品牌风险管理情况良

好。２０２０年末，不良贷款总余额４２４０２．９７万元，较

上年增加９５３９．１５万元，占贷款余额总额的

０．３３％，较上年增加０．０４个百分点，低于行业平均

水平。公司密切关注外部欺诈风险趋势变化，迅速

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措施控制风险，保证公司的资产

质量。公司非常重视不良贷款的处理工作，依据不

同客户情况，提供多种解决方案。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公司批发信贷资产未出现不

良，风险可控。批发信贷业务由于其单户金额高、监

控难度大等特点，成为公司风险控制及管理环节的

重中之重。公司以控制风险为核心，建立全面的风

险管理体系，不断创建及完善风险控制流程，构建缜

密的风险防范手段，包括日常风险管理措施，建立及

完善风险预警体系，以及对潜在风险及早发现和

控制。

（二）流动性风险

按照１个月内到期的资产和负债来统计流动性

比例，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流动比率为１９４．３９％。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央行实

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半年，随着疫情有效控

制，流动性较上半年有所收紧。公司始终致力于融

资渠道多元化，通过银行借款、发行资产证券化、金

融债等多个渠道获取不同定价和期限的资金，有效

分散融资集中度。

（三）操作风险

针对操作风险的控制，公司从基层抓起，各部门

制定及采取严格的交叉检查制度，保证每一重要工

作环节都有第二人校对。操作风险的控制也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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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部门及内审部门监督、测试和审查的重点。

【服务实体经济】

根据人民银行政策指导，为进一步支持优质中

小微经销商业务发展，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计

划通过接受其他担保方式降低经销商保证金要求

（例如接受经销商自有展厅抵押），为经销商释放更

多流动性，帮助其更好地发挥核心渠道作用。

融资难、融资贵是中小微企业发展中普遍遇到

的问题，而汽车经销商绝大部分都属于中小微企业。

扶持中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是公司批发信贷业

务的宗旨。一直以来，公司批发信贷业务为经销商

的生产经营和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融资支持。公

司与汽车生产厂商共同提供的新车批发融资息期优

惠商务政策在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缓解中小微企业

的资金压力、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公司开业至今，已累计为经销商超过１５２２万台

车辆提供了库存融资，累计发放贷款超２１０４４亿元

人民币。２０２０年当年，公司为经销商发放贷款金额

１９６５．７７亿元人民币，共计１１９４９１１笔，贷款余额

３４２．２８亿元人民币。从客户结构来看，公司批发信

贷在３０２个城市中的１３６７家经销商，主体为中小微

企业，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其占比已稳步增长

到了１００％。

实体经济与金融同生共荣，公司始终贯彻“以产

促融、以融助产”的经济模式，不断提升品牌渗透率，

促进中国汽车销量。２０２０年全年，别克、雪佛兰、凯

迪拉克和上汽通用五菱总销量超过２８８万台，同时，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公司各品牌的渗透率分别为，雪佛

兰５３．４６％，同比增长６．９１％；别克４５．７１％，同比增

长１．５９％；凯迪拉克３７．５４％，同比降低３．７７％；五

菱品牌为２９．９５％，同比增长９．６４％。

【产品和服务创新】

为响应国务院“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培育新供

给新动力”的号召，公司基于１０多年的汽车金融经

验，稳妥推进产融对接工作，积极推动新消费及绿色

经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下发的《关于加

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银发［２０１６］

９２号），依托汽车贷款融资范围拓宽，以及二手车与

新能源车首付比例降低两大利惠政策，公司在得到

监管认可后，第一时间将对应产品投向市场。公司

附加品融资业务于２０１６年４月下旬正式启动，目前

该业务已经实现所有经销商渠道的全覆盖。２０２０年

１—１２月，公司共发放涉及附加品汽车贷款７４４１８５

笔，同比上升１１．３１％（该业务开展至今已累计发放

涉及附加品汽车贷款２１２００６６笔）。为更好支持客

户附加品贷款需求及响应经销商附加品销售实际操

作困难的诉求，公司自２０１８年第二季度开始调整了

附加品贷款受托支付凭证收取要求，对于经销商销售

的附加品（除购置税和保险外），贷款额以车价发票金

额的１５％或３万元孰低为上限，可以提供发票或者是

收据与客户签字经销商盖章清单明细作为凭证。新

能源汽车是未来汽车市场发展的重要方向，汽车金融

公司作为对实体经济的有效补充，能够通过加强对新

能源汽车绿色信贷的扶持，推动新能源车的有效推

广。公司不断创新，积极探寻、研究支持新能源车贷

款发展的有效实现方式。截至２０２０年四季度末，公

司累计发放该类贷款６０５０５笔，累计贷款金额２８．６２

亿元；贷款余额１３．７６亿元，同比增加５４．４５％。

二手车汽车贷款方面，公司自２０１２年下半年通

过市场调研与准备，开始逐步推出二手车零售贷款

业务和二手车批发融资业务。在二手车零售业务

中，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公司已累计发放二手车贷

款４４３９２笔，累计发放金额约３０．４５亿元。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公司二手车贷款余额约为７．１９亿元，贷

款余额同比２０１９年上升２１７．５０％。

免抵押汽车贷款方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汽车贷款管理办

法》，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６月正式开展免抵押汽车贷款。

在业务初期，公司仅在一、二线城市中选取部分优质

经销商进行试点向优质客户提供。截止到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底，公司免抵押汽车贷款２０２９４９笔，贷款余额

９１．０６亿元，占公司贷款余额的７．０８％。

【重大活动】

２０２０年３月９日，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完成了公司第十五单信贷资产

证券化产品“融腾２０２０年第一期个人汽车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的发行。本次发行金额为人民币３０亿元。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６日完成了公司第十六单信贷资

产证券化产品“融腾２０２０年第二期个人汽车贷款资

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本次发行金额为人民币１００

亿元。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１日，公司完成了“２０２０年上汽通

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债券”的发行，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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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的第八单金融债券。本次金融债券发行金额为

８０亿元人民币。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１日完成了公司第十七单信贷资

产证券化产品“融腾２０２０年第三期个人汽车贷款资

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本次发行金额为人民币７０

亿元。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７７７．６５ １０６４．４５ １２１４．６５ １２１７．４５ １４４３．７９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４．８６ ７．１０ ８．３６ ４．６２ ４．７０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７２３．１３ ８７２．１３ ９９９．５７ １０９７．４５ １２４５．３７

净利润 ２１．９９ ２６．０４ ２９．２４ ３１．５２ ３３．１３

不良贷款率（％） ０．１７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２９ ０．３３

（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在零售业务方面，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东

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共在全国３９７个城市开展

了业务。目前共有１６３６家经销商开始使用该公司

的零售金融产品，累计零售贷款车辆共３１８８５６０

台。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个人零售贷款合同余

量为１２５２５１２个，机构（非经销商）零售贷款合同余

量为８９１５个，经销商零售贷款合同余量为６个。零

售贷款余额为人民币５５７．７１亿元。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附加品产品贷款（包

括延保贷款、保险贷款、购置税贷款、ＶＰＳ贷款及汽

车装潢贷款等）余额为９６３０７．０１万元；新能源汽车

消费贷款余额为３３８０５．６７万元；二手车消费贷款余

额为７４４６．２７万元。

在库存融资业务方面，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共

有８５７家经销商在使用该公司提供的信贷额度，８５７

家经销商核准的授信额度为１４９．３４亿元。截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对经销商的总贷款余额为

８２．２８亿元。

信用风险方面，公司管控的方法妥当，虽然

２０２０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公司已积极有效

地采取了应对措施。总体而言，信用风险可控。

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水平相对较低。公司在

市场跟踪定价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公司的成本结构

和期望利润水平制定产品的价格。２０２０年，公司落

实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机制，存量合同和新签

合同均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执行。总体上，市场

利率变动对公司产品价格的影响较低。另外，公司

目前没有外汇业务，因此不存在汇率风险敞口，基于

利率和汇率的市场风险水平低。随着资产规模的增

大，公司不断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目前，直接融

资方式如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债已经成为公司的常规

融资渠道，短期融资渠道包括线上同业拆借等可满

足短期资金的需求，公司一直高度关注并监控流动

性管理，制定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及流动性应急

计划。公司整体流动性风险较低。

关于操作风险，由于内控梳理，公司及时制定并

修改了相关政策流程和操作手册，每年进行两次全

公司范围的操作风险自查，操作风险属可控范围。

关于战略风险：公司作为股东方共同出资设立

的汽车金融公司，鉴于目前的经营模式，业务战略的

制定与实施是基于与股东方下属品牌主机厂的密切

合作、捆绑形成的双赢盈利模式，使得由单方面决策

失误引发的战略风险相对较低。

从汽车金融的作用而言，汽车金融作为产业链

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终端销售有直接的刺激作用。

汽车金融能够为消费者提供灵活的金融服务产品，

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提供资金支持，它和汽车产

业相结合，互相配合，在拉动汽车销售的同时也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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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居民及机构消费。今后，公司将继续响应国家号

召，不断改善零售汽车贷款金融服务并加大对中小

微企业及经销商购车融资的支持。

零售金融方面，２０２０年，公司继续联合东风日

产、东风启辰、东风英菲尼迪和郑州日产主机厂开展

零售金融促销活动，为个人购车客户、机构购车客户

提供贷款服务，包括为东风日产品牌推出“安享贷”

“缓供贷”“至友贷”“增益贷”等产品，为客户提供更

丰富的贷款产品、助力经销商改善收益；为东风启辰

品牌推出“缓供贷”“定额贷”“无忧贷”、灵活还款产

品、赠送精品等产品。为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公

司为东风日产轩逸纯电和东风启辰 Ｄ６０ＥＶ、

Ｅ３０ＥＶ、Ｔ６０ＥＶ等车型配套了多种金融产品，客户

不仅能享受国家补贴政策，而且得到金融提供的支

持与便利。为推进二手车业务发展，公司开发了多

款二手车贷款产品，满足不同客户的贷款需求。

库存金融方面，公司继续为合作的主机厂、经销

商提供库存融资服务，针对东风日产、东风启辰实施

库零联动方案，针对郑州日产实施“轻松贷”、大客户

延迟还款库存融资产品，助力经销商更便捷地获得

库存融资支持，降低经销商的融资成本，帮助经销商

改善库存管理。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４７．７８４４３．０５５３２．５４６４７．４２６８３．２２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８１．９４１０６．９４１３５．５３ ８８．３７１０２．１４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３２４．００４０６．５２５０２．６１６０９．１０６３９．９９

净利润 ９．５０ １２．０１ ９．５２ １５．４２ １７．８９

不良贷款率（％） ０．０７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资产总额８４３．４６亿元，同比增长８．４８％，１—

１２月日均资产总额５６７．３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０８％；负

债总额７６８．９９亿元，同比增长９．２５％，１—１２月企业日

均人民币存款４７７．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１７％。２０２０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１６．８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９％。

２０２０年，公司牢牢把握服务集团主业的功能定

位，坚持让利主业、支持主业，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作用。２０２０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８．４０亿

元，通过存款利率上浮、贷款利息折让等措施服务集

团让利实体经济５．６７亿元，金融服务集团主业作用

进一步凸显。

【风险管理情况】

一是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事前、事中、

事后和前台、中台、后台全覆盖多层级的全面风险管

理体系，做实事前尽职调查，优化事中评审机制，重

视事后审计监督，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风险

管理体系，有效管理公司各类风险。充分发挥“第三

道防线”监督作用，构建全方位、分层次的违规经营

投资责任追究体系和经济责任审计体系，并将新业

务及高风险业务作为审计重点，实现主营业务全覆

盖。二是提升依法治企能力。建立定期学法机制，

在把法治学习纳入党委年度学习计划的同时，将法

治教育纳入各级领导干部年度学习培训必修课程。

健全法律审查机制，以制度形式确立了合同全面法

律审核制度，２０２０年，公司规章制度、重要决策、经

济合同“三大事项”法律审核率均达１００％。三是强

化关键人员履职回避管理。在上海银保监局的指导

下，制订《公司履职回避管理办法（试行）》，并对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人员开展履职回避

摸排工作，将履职回避作为公司合规文化、廉洁文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

【服务实体经济】

（一）服务主责主业，降低集团主业成本

一是信贷投放大幅增长。公司运用降低融资利

率、减免手续费、提供专项优惠贷款等组合措施，增

加信贷投放。２０２０年１—１２月，公司平均贷款规模

１８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８％。二是加大信贷优惠力度。

通过减免保证金和手续费等多种手段为成员单位办

理承兑汇票２４６亿元，同比增长９％。２０２０年，公司

贷款平均收益率３．１％，同比降低２２％，为成员单位

减少利息支出２．２亿元。三是降低集团有息负债。

协助集团有计划有步骤置换外部银行贷款，充分发

挥对集团内部资金的配置作用。全年为成员单位置

换外部贷款５５亿元，每年可为集团整体节省财务费

用约２．１亿元。四是降低集团汇兑成本。加强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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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积极为成员单位争取最优惠的结售汇报价，全

年为成员单位降低交易成本约１８２４万元，同比增长

８％。五是降低全集团保费支出。完成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度保险供应商及部分统一采购险种招投标工作，

保险费费率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平均下降幅

度超过１０％。

（二）支撑集团财金管理，发挥司库管理职能

一是完善账户管理系统。优化线上审批流程，实

现了全级次成员单位账户、资金分布可视，提升了银

行账户管理效能。二是建设集团资金管理平台。实

现对大额资金、票据等资金支出、收入、流转的监控，

逐步建立全面动态预警等监控体系，实现对资金风险

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管控。三是降低集团外

汇风险敞口。引导并协助成员单位在较高价位锁定远

期汇率，抓住２０２０年市场结汇有利时机，有力保障了

全集团汇率风险敞口锁定比例超过７０％，规避了２０２０

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带来的损失。

（三）服务集团产业发展，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一是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设立新冠肺炎防

疫专项优惠贷款，贷款利率相较同期限ＬＰＲ下浮超

过５０％；因疫情影响延期还款资金不计罚息；主动

联系各大金融机构，增加结售汇授信额度，平抑了成

员单位外汇资金风险并确保了资金的合理安排。二

是服务集团产业升级。完成绿洲环保医疗废物焚烧

炉项目和６１１所大型邮轮薄板生产流水线优惠贷款

发放，密切跟踪沪东重机ＬＮＧ加注系统双创项目，

为集团应用产业、科技创新和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低

成本融资支持。三是提供个性化外汇方案。探索推

出多种外汇创新服务，满足成员单位个性化需求。

办理掉期理财通业务１．０３亿美元，办理违约及差额

交割服务１１．５亿美元，办理超长远期结汇业务（３～

５年）３．９８亿美元。四是协助集团处理重大理赔。

发挥专业优势，为沪东重机有限公司货运险沉船案

获得理赔金额１８３２万元，有效降低企业风险。五是

协助开展首台套业务。协助成员单位申请成功２０

个项目的首台（套）保险，保费金额共计２．９９亿元，

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了有效的风险保障。

（四）强化创新发展，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一是大力拓展产业链金融业务。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获批后，公司当年开展“一头在外”贴现业务４５５６万

元。２０２０ 年，公司的 “一头在外”贴现发生额

１２０９１０．２万元，同比增加２６倍，有效服务造船产业

链各类供应商合计６０家，其中５９家为中小型企业。

２０２０年，公司“一头在外”平均贴现融资成本为

３．１１％，较一年期ＬＰＲ下浮近２０％，切实降低了产

业链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随着产业链金融业务的

逐步拓展，公司的业务模式不仅在供应商之间形成

了一定的口碑效应，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获上海市

小微金融创新案例优秀奖。

二是落地首笔代开国内信用证。创新设立代开

类信贷产品，协调合作银行在免收保证金且不占成

员单位综合授信的情况下为成员单位开立信用证，

代开类创新产品不但为公司综合金融服务提供了新

思路和新工具，也拓宽了成员单位的融资渠道。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５６６．３４９６．６６４８７．２４ ７７７．５８４３．４６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５０５．８１４３２．８９４２６．８８ ６９７．６７５６．７６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８２．６８１８０．７５１３８．２９ １６３．１２０６．０７

净利润 ７．３５ ８．５８ ９．９９ １０．３３ ５．９８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情况】 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宝武财务公司”）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生产经

营、整合融合、改革发展等各项工作，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９亿元，利润总额３．２亿元，年末资产规模３６４

亿元，净资产４２亿元，在岗员工１００人。继续保持

优良监管评级（１Ｂ级），获中国金融出版社组织的

“企业文化年度案例奖”、上海市浦东新区颁发的“经

济突出贡献奖”。

【资金结算和资金归集】 作为中国宝武的结算

主渠道，加快新技术应用，不断提升结算效率，形成

７×２４小时结算服务能力。全年办理结算流量６．５

万亿元，业务量２０２万笔，同比分别上升２１％和

２０％。现金平台覆盖成员单位２９３家，归集资金４４６

亿，融通资金２９２亿，支持核心企业资金管控更有

力，资源配置更优化，资金使用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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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监控服务】 借助银财直连和ＳＷＩＦＴ通

道，推进境内外账户的可视化管理，年末归集账户和

直连账户超过５２００个，有力支撑中国宝武实施穿透

式监督。２０２０年升级资金监控手段，新增电票管控

平台和夜间支付监控、代办事项监控、异常处理优化

等功能，充分发挥集团内部资金监控平台的功能。

【公司金融业务】 配合集团去产能和两金压

降，推进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差异化信贷策略，优

化信贷结构，满足成员单位资金需求。全年累计发

放贷款超过２４０亿元。将绿色信贷作为重点探索方

向，聚焦宝武清能、宝武水务、宝武环科等成员企业，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依托ＣＲＭ系统（客户关系管

理系统）推进客户精细化管理，为信贷业务定价、个

性化精准营销、金融服务报告等奠定基础。

【供应链融资业务】 加大产品创新力度，率先

实现通宝全流程线上融资。以生态化协同理念，开

展产业链条上财务公司之间深度合作，扩大财财合

作“圈友”。全年供应链融资发生额３６８亿，同比增

长１６％；服务产业链客户近１３００家，其中小微企业

占比超８０％。

【票据业务】 为核心企业搭建票据管理平台和

票据在线监控系统，支持核心企业实现体系内票据

资源共享，提高票据使用效率，加强票据风险管控。

积极扩大票据转贴现、再贴现额度，增强资产盘活交

易能力，全年转贴现发生５４．１４亿元，再贴现发生

３２．７５亿元。

【投资业务】 自营投资坚持谨慎原则，提升固

定收益品种的投研能力，引入组合管理的理念，形成

组合稳定收益的能力。在流动性管理方面，扩大交

易对手，提升交易能力，抓住关键时点灵活开展多级

备付资金的组合运作。

【国际业务】 外汇线上支付项目２０２０年６月

底上线，解决线下操作工作量大、单据传递慢、结算

效率低等痛点，大大提高结算效率。推出线上代开

信用证服务，实现国际信用证开立、付款、赎单线上

操作，疫情期间为八钢等核心企业正常开展海外采

购业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年累计开证３６笔。积

极拓展结售汇业务，扩大结售汇服务覆盖面，全年累

计办理结售汇折美元７．２亿元。

【服务与创新】 作为开户机构和融资机构，与

上海票据交易所、欧冶金服合作推出“供应链票据”，

成为传统票据和通宝的有益补充。联合江苏银行发

行“苏银宝钢财务２０２０年度第一期标准化票据”，成

为上海地区和钢铁行业首单标准化票据业务。

【整合融合】 ２０２０年６月，宝武财务公司吸收

合并武钢财务公司，注册资本金变更为２６亿元人民

币（含３０００万美元）；８月，武钢财务公司解散注销；

１１月，公司更名为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在武

钢财务公司整合过程中，不断推进业务融合、团队融合

和文化融合，为后续整合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风险管理】 参照中国宝武制度体系，完成制度

树建设，并常态化推进。结合“风控合规年”建设，加大

合规风险培训力度，月月有培训，季季有考试，参训员

工超过１０００人次，提升员工合规意识。针对新冠肺炎

疫情和经济下行影响，对供应链业务的实质风险进行

排摸，加强应急预案的实战性演练，提升应急能力。

【信息化建设】 实施金融科技和数据治理三年

规划，加大科技投入，驱动业务创新，推进“四个智

慧”项目（智慧中台、智慧营销、智慧决策、智慧风控）

开发，引领金融服务向数字化、线上化、智慧化转型。

加强数据治理和数据应用，挖掘数据资产价值，支撑

公司数智化高质量发展。提升系统整体应急能力，

保障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５１ ２０２ １６７ １９７ ３６４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１２５ １７０ １３５ １５５ ３０３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７５ ８１ ９９ １１６ １８０

净利润 １．２７ ２．０６ ２．５８ ２．７６ ２．４２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日立（中国）财务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日立（中国）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日立财务”）以积极进取、开拓务实的态度，秉承依

托集团、服务集团的宗旨，提高服务理念、开拓创新

积极寻求新的业务发展点，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在

与同行业各财务公司通力合作下，克服了国际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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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金融政策复杂多变而难以预测所带来的影响，

高质量发展业务，保持了稳健的经营态势，取得了来

之不易的成绩，为日立财务今后的事业拓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２０２０年度，日立财务在合规经营、风险可控的

原则下积极开展各项业务，在本年度中，日立财务开

展的业务主要集中在资产负债业务与中间业务，包

括主要开展了存款业务、贷款业务、委托贷款业务、

支付代理业务、跨境资金池业务这五大业务。本年

度在集团母公司的支持下，日立财务积极进取，进一

步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联系，积极吸收成员单位的

存款，存款总量保持稳定状态，同时，在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发放贷款的总量保持稳定，在经济形势复杂

多变的２０２０年很好地加大了对成员单位的支持力

度，扩大了日立财务在集团内的影响力。截至２０２０

年度末日立财务吸收成员单位人民币存款余额为

４５亿元，比去年末增加９．２６％，人民币流动资金贷

款余额２２亿元、减少１４．０４％。

２０２０年度的最终经营业绩为盈利１４０１．３５万

元，比去年的盈利减少５４．８９％，净利润减少的主要

原因是本年度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且同业存款

利息一路走低，金融机构往来利息净收入较去年减少

４１．１２％。导致营业收入中利息收入减少较多。

【风险管理情况】

对各类风险过程中，对风险的识别、计量、限额

分配、跟踪、控制、处置由哪些部门、管理层级分别执

行，加以简要叙述和评价。

日立财务在现阶段业务中需要直面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

险、战略风险等风险，其中，２０２０年度日立财务需要

面对的主要风险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

和操作风险。在风险管理中，日立财务加强对公司

风险文化的建设，确立了以全员风险管理意识与风

险管理理念为基础，以稳健、精确、时效的风险识别

和监测评估为前提，以全面健全的风险管理制度和

高效、及时的风险管理措施为核心，以审慎的审计监

督为保障，以适合公司自身的信息系统和畅通实时

的报告交流渠道为依托的风险管理体系，实施了卓

有成效的风险管理。

在公司日常运营时，以规范经营、防范风险为首

要考虑因素，管理层严把决策、审批关，根据公司章

程及规章制度的议事规定科学决策开展业务特别是

新业务时，能够做到制度先行、风控优先，审慎地进

行经营活动。

日立财务关注公司业务逐步开展，资产规模扩

大后对于内部控制和人员素质提高方面面临的问

题，通过制度建设、培训等手段避免发生违规操作事

件，减少操作风险。同时在目前国内国外经济环境

的变化因素较多、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下，要

加大对于国际金融形势与国家政策的关注，特别是

对于汇率和利率变动所引起的市场风险要引起足够

的关注，同时继续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

以缓解在流动性方面的压力，减少流动性风险。

日立财务风险合规科、管理科和业务科主要承

担风险识别、风险计量、风险监测的重要职责，而高

级管理层承担风险控制、决策的责任。具体操作业

务人员如在具体业务中发现问题时，及时向上级反

映问题，并了解和分析开展业务中可能发生的风险

原因，发现其潜在风险，做好第一道风险防范。同时

风险合规科人员向高级管理层提供比较完整的经营

风险管理报告的方式，使高级管理层及时了解风险

水平及管理状况，以便董事会制定更加完善的风险

管理的战略和政策。

【业务创新情况】

虽然本年度日立财务并未开展新业务，但在新

业务的开展方面，公司管理层将规范经营、防范风险

放在首要位置，严把决策、审批关，审慎地进行经营

活动。同时，按照“先制度后业务”的合规要求，首先

制定好相关业务制度及业务流程，综合分析业务风

险点、业务费用及收益、做好系统准备的基础上，开

展具体的业务操作。

同时，日立财务在新业务合规风险管理上，继续

保持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合规与监管部门有效互动。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６．４５ ５０．１２ ４７．４０ ４７．２５ ５１．２９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３１．７７ ４４．８５ ４１．８１ ４１．５８ ４５．４３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２０．１５ ２６．１９ ３０．８５ ２５．３４ ２１．７８

净利润 ０．２９ ０．１８ ０．３５ ０．３１ ０．１４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日立（中国）财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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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金融服务公司

华杰资信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概况】 华杰资信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杰公司”）于１９９９年４月在北京成立，是以资

信评级业务、贷款监管业务、商业调查业务为基础的

综合性、全国性的经济服务机构。注册资本金人民

币５２３５万元。

华杰资信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涵盖企业

信用评级、金融产品评级、企业综合评价、资金监理、

财务顾问、投融资咨询、商业调查、商账催收等。华

杰资信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的各项业务取得了稳步的

进展，公司先后五次获得“上海市贷款企业评级先进

集体”称号，并获得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度、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信用服务机构质量控制

先进集体称号。

近几年中国传统行业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阵痛，

公司主要业务资信评级业务和监管业务等完全市场

化，伴随着中美贸易争端加剧、中国承诺的金融开放

加快实施、外资评级企业的准入使外资评级巨头已

经或正行进在入华的大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华

杰公司全体员工在董事长和总经理的领导下，团结

一致，励精图治，瞄准市场需求，努力保持公司业务

稳定发展。

【资金监管】 华杰公司从事资金监管业务已经

超过１５年时间，投融资资金监管业务已成为华杰公

司的强项业务之一。华杰资金监管业务：一是为银

行、信托、基金、保险等各大金融机构服务，对其发放

的项目贷款资金流入、流出进行监管。二是为基金

和企业的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等项目的资金投

入和回收进行监管。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事前审

核、事中控制、事后检查的工作，并对资金使用以及

项目营运过程中出现的违反合同约定现象，以及可

能发生的风险及时披露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华杰资信从事资金监管业务以来，经营状况保

持稳定，累计受托监管项目逾６７０个，累计监管项目

资金超４２００亿元，与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上海银

行、上海农商银行、恒丰银行、华宝信托、安信信托、平

安养老险、华宸未来资产、禾晖投资、鉅派投资、寰球

投资等多家金融机构、房地产基金和投资咨询管理公

司等一直有项目资金监管业务合作。目前正在进行

的监管项目近６０个，监管资金合计４００余亿元。

在资金监管业务中，项目经理查票据、跑工地，

理清资金脉络，跟踪工程进度，既快速满足企业工程

用款的合理需求，又确保资金的按期收回。发现问

题及时与企业与银行沟通，共同商议提出解决问题

的方案。高效率、高质量的工作保证了企业的工程

进度和银行的资金安全，获得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等

的好评。

【资信评级】 资信评级是华杰公司业务的另一

个重要板块。作为人民银行最早的、１９９９年授权的

贷款企业评级机构，经过二十多年的耕耘，积累了大

量的数据，建立了自己完善的评级数据库，培养了一

批既有专业资质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为政府部门

选优、大型项目招投标、金融机构评估融资对象等需

求，提供了企业的信用状况和偿债能力等方面的分

析，并出具资信资质证书。

近几年资信评级业务已完全市场化，但是资信

工作始终是信用社会的基石，是经济金融健康发展

的基础，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

因此，华杰公司始终不渝地坚守这一阵地，并根据总

经理室的要求予以深化：进一步优化评级流程、评

级软件；利用同花顺大数据和自身长期积累的大数

据，进行深度的行业和细分行业的分析，为资信评级

奠定良好的业务基础；选取典型案例进行解析讨论，

不断提升评级质量。２０２０年在上海市信贷市场评

级业务量继续下滑的态势下，华杰公司仍然保持了

领先的市场份额。

【数字化转型】 为了全面提升资金监理的整体

效率，保障资金监理业务的质量，根据风险管理委员



会制定的一系列资金监理业务内部管理制度，华杰

公司开发了从业务流程到报告发布等标准化、电子

化管理“资金监理业务管理平台”，提高了资金监理

业务效率。华杰公司开发的三期监理系统，目前已

正式运营，新系统进一步提升了监理业务的电子化

程度。

１．监管工作中的数据全部数字化和云端储存，

通过严格的权限控制，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最

大程度提升了报告查询及内部数据调阅的速度。

２．监管业务流程系统化，通对ＴＥＡＭＳ的深度

定制，实现了ＰＣ端及移动端流程的处理和通过，可

进行手机端移动办公，提升了业务人员的工作效率。

３．每篇报告从底稿到最终生成均在封闭的系

统内完成，所有版本均通过ｏｆｆｉｃｅ３６５进行版本管

理，修改轨迹可以追溯。

４．内部采用微软最新ｔｅａｍｓ进行交流，可进行

音频、视频会议，并通过软件进行共享ＰＣ端、手机

端屏幕，全程录制沟通过程，提升项目沟通的效率和

效果。

５．对项目的核心数据构建了项目数据库，深度

挖掘项目异常数据与风险之间的潜在关系，构建风

险系图，提示潜在风险。

至此，华杰业务系统与办公系统进入云端。如

今业务流程、审批、公告、打卡、培训、消息互通、点对

点联系等都可以在移动端进行，无论你在何时何地，

只要移动端有信号的地方都可以工作、都会得到响

应，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不仅仅是在办公数字化

方面，而且在市场营销方面也将向人机交互、智能世

界的数字营销迈进。

【人才培养】 华杰公司员工团队以诚信、专业、

稳健、创新的理念，勤勉尽职的敬业态度，为金融机

构和企业提供资信评估及信用管理等相关金融服

务，为客户规避风险、创造价值。从业人员具有多年

资金监管从业经验，多为会计师、经济师等专业技术

人员。公司每年根据政策、法规的变化以及委托单

位的要求，对从业员工进行财务核算、税务改革、工

程款核定等方面的培训。公司党团支部经常组织大

家参加各类培训与文化讲座，全面提升素质。华杰

党支部从２０１０年开始，每年获中共上海市信息服务

业行业协会委员会的“先进党支部”称号，在工作中

发挥了先锋模范的作用。

（华杰资信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资信有限公司

【概况】

上海资信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９年，是根据时任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意个人信誉公司在上海试点”

的批示，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办函〔１９９９〕３２２号文批

准，组建的全国首家从事个人征信业务的机构。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年，上海资信分别出具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大陆地区首份个人信用报告和首个个

人信用评分。２００９年，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正式

成为上海资信的控股股东。

上海资信办公地址位于北京东路２８０号，下设

上海资信征信有限公司和上海中誉企业信用咨询有

限公司２家全资子公司。共有员工２００余人，大多

为金融、财会、数理统计和计算机等专业，具有银行

及会计师事务所的从业经验。

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上海资信先后得到了各

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中央领导温家宝、韩正、俞正声、

华建敏，人民银行领导周小川、苏宁，上海市领导冯国

勤、屠光绍等先后莅临公司视察指导，对公司在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作为人行征信中心下属公司，上海资信始终秉

承“征信为民”服务理念，以非银信贷征信需求为导

向，不断探索服务小微领域的征信新模式，在防控金

融风险、促进小微融资、支持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

境等方面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

【企业文化】

通过党工团组织成立阅读小组、摄影小组等兴

趣小组，举办党建知识竞赛、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团

建拓展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员工生活。注重员

工成长，不定期开展各类培训，提高员工综合素质。

定期举行“一日捐”，关注脑瘫、自闭儿童，积极践行

国企责任，提高员工社会责任感。

【资质荣誉】

公司任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监事长单位、

上海市信用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获得“上海市劳模

集体”“上海市巾帼文明岗”等称号，具有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ＣＭＭＩ３级

证书、等保三级认证证书等。完成企业征信业务经营

备案、资信评级机构备案、证券市场资信评级机构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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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金融征信系统犖犉犆犛】

２０１３年受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委托建成上线，主

要为消费金融、小额贷款、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机

构提供行业信息共享服务、资信评分、特征变量、反

欺诈服务等产品与服务；已帮助２６家合作机构接入

央行征信系统，在网贷行业风险防范、政府部门行业

监管、互联网风险整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

了征信服务的覆盖率，成为央行征信系统的重要补

充，提升了“白户”人群获得公平信贷的机会。曾先

后获得上海市金融创新成果二等奖，入选“上海十大

信用典型案例”。

【商业信用征信系统犆犆犛】

２０１４年建成上线，主要为尚不满足接入央行征

信系统条件的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小额贷款、融资

性担保等机构提供合规高效的征信服务；累计合作

机构２８１家，建立了高效非银信息采集机制，整合多

维合规企业公开信息，有效缓解了小微金融机构强

烈的征信需求。２０２１年成功接入“长三角征信链”，

全面实现企业征信报告上链及应用。

【信用评级】

从产业环境、企业素质、履约情况、财务结构、偿

债能力、经营能力、发展前景等方面对评级对象的违

约风险及履约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出具相应的评级报

告。包括债项评级、借款企业信用评级、担保机构信

用评级、小额贷款公司信用评级、融资租赁公司信用

评级、保理企业信用评级、银行类金融机构评级、非银

行类金融机构评级、商业票据评级、应收账款评级。

【政府专项评估】

受政府相关部门委托，或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

在其行政审批、资格认定等工作环节中提供企业信

用评估服务。包括海关专项评估、政府采购招投标

专项评估、商业企业信用评估、科技创新类企业信用

评估、合同能源企业信用评估、监理企业专项评估、

建筑类企业专项评估等。

【资金监管】

受金融机构委托，按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对

专项资金的使用与回收进行监管。定期向委托方及

合同所涉利益人反映资金的流向，及时提示资金收

支过程中的相关风险。包括房地产项目预售资金监

管、项目贷款资金监管等。

【行业研究】

以行业生存背景、产业政策、产业布局、产业生

命周期、行业特征、竞争态势、市场进入与退出等要

素为核心，研究行业内部各企业间相互作用关系、行

业发展、行业间互动联系等，分析行业在不同条件下

及成长阶段中的竞争策略和市场行为模式，揭示各

类行业风险，向投资者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并出具研

究报告。

【咨询服务】

根据企业整体战略目标，受托对企业的信用控

制体系做出诊断和分析，设计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案

并出具咨询报告，对信用交易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各

个阶段实施信用风险监控管理。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承担国企责任，协助开展信用系统建设，协助多

个省市开展信用系统建设咨询、方案设计、系统实施

等工作。参与国家发改委“双公示”第三方评估项

目、金融风险防范服务项目等，为省市政府部门履职

提供服务，积极发挥征信行业的先锋模范作用。参

与政府部门制度建设，积极参与信用体系建设相关

法律法规性文件的意见征集、起草及专家论证工作，

助力信用制度建设。

（上海资信有限公司）

上海国利货币经纪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公司经纪业务共撮合成

交各类交易７３２５１４笔，合计成交量约１２６．８８万亿

元人民币，营业净收入９．９３亿元人民币，完成全年

预算的１２０．８８％；实现净利润约３．２３亿元人民币，

完成全年预算的１２４．４９％。公司在董事会、管理层

以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

绩，并继续在行业排名上保持综合第一。

【风险管理】

一是夯实“第一道防线”建设，建立自查自纠能

力。通过建立合规专员机制，细化各部门内部控制

自评价、对部门负责人主观题测试等方式，强化“第

一道防线”主动合规管理及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初

步建立各业务部门内部自查自纠与监督反馈能力。

二是贯彻“制度先行”理念，对标监管新规、股东

方审计要求开展内控制度梳理，修订完善客户资质

审核、招标采购、服务采购、物资管理、履职回避和轮

岗强休、薪酬风险金等制度流程，将制度约束贯穿公

５４１四、 金融服务公司　



司经营管理全过程。进一步细化内控评价要求，针

对不同部门的主要工作职责，个性化设计评价指标，

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完善内控体系。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３．６１ ３．９５ ５．２５ ８．１７ １０．９３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 — — — —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 — — — —

净利润 １．２１ １．４０ １．８３ ２．６１ ３．２３

不良贷款率（％） ０ ０ ０ ０ ０

（上海国利货币经纪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２０２０年，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方上海市分公司”）在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克

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迭加宏观经济增速下行等多种

因素影响，迎难而上应对挑战，奋力拼搏勇于担当，

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工作情况】

２０２０年，中国东方上海市分公司深入贯彻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

障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年内获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全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

单位”称号，获评上海市银行业２０１９年综合评价Ａ

类机构，也是四家在沪资产管理公司中唯一一家获

评Ａ类评价的机构。一年来，分公司一方面科学部

署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络；另一

方面，坚持防疫经营两不误，聚焦主责主业，加大不

良资产业务投放力度，努力夯实存量资产质量，牵头

召开集团在沪机构协同业务座谈会，对新投放项目

进行廉洁风险体检，持续提升内控管理水平，超额完

成了年度预算利润目标。

【业务经营】

２０２０年，中国东方上海市分公司向管理要效

益，大力推动业务开展。一是结合上海地区特点，立

足“积极拓展单户不良资产市场，努力探索区域差异

化发展路径”的业务定位，重点攻坚总部在上海的金

融机构，着力推进单户金融与非金不良资产业务开

展。组织开展“战疫情 促发展 强生产”主题劳动竞

赛，在分公司内部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努力

稳定发展格局。二是积极跟踪资本市场动向，寻求

实体经济中的市场化债转股、资本市场兼并收购等

方面的业务机会。通过市场化债转股参与企业改

制，支持实体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和转型发展。抓

住金属与矿业资源行业中产业链整合的机会，通过

与产业龙头（并购方）的合作，探索介入问题企业和

风险机构重组处置的业务模式。此外，利用上海地

区的地缘便利，努力发掘资本市场中的业务机会，探

索各类金融工具和交易结构下的不良资产创新业务

模式，多渠道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三是大力做好存

量资产处置，提高处置类资产效率，加大内生不良处

置力度，成立重大项目领导小组和风险项目处置化

解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应对方案，督促企业提前

还款实现部分压降，采取多种措施降低项目风险，全

力以赴推动风险项目化解，全力推进业务良性循环，

【风险管控】

中国东方上海市分公司坚持将风险防控放在工

作首位。一是对典型项目进行复盘，认真总结经验

教训，梳理还原风险形成及化解全过程，为存量项目

管理提供思路；围绕存量资产紧盯客户经营动向，密

切关注项目进展，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应对方案，必要

时引入代建方加强项目管控，多措并举扎实做好风

险防控。二是通过校园招聘、内部培训和社会招聘

打造形成业务素质高、责任意识强的风险管理队伍，

充分发挥外部研究力量把握行业与市场趋势，借助

中介机构专业能力夯实尽调，进行信息交叉验证，严

把项目准入关，从源头入手提升管控质效。三是进

一步强化投后管理力度，增加全封闭监管项目数量，

设立专门的投后管理与监督团队，不断发现并改进

项目管理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四是定期研判集团客

户风险，避免单一客户集中度过高或单笔投放过大

导致的集中度风险，根据“三重一大”事项规定，将相

关项目报党委会集体研究审议，加强审核管理，严控

增量项目风险。

【队伍建设】

一年来，中国东方上海市分公司持续深化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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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不断凝聚发展合力。一是切实贯彻新时代好

干部标准，将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人用人原则

有效结合，严把选人用人的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

作风关、廉洁关。二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有针对

性地对员工进行职业教育，针对新冠疫情影响聘请

专家学者进行宏观经济专题培训，组织开展一系列

实体行业培训，定期举办案例解析研讨会，积极参加

总部各项业务培训，持续提升员工的专业知识和专

业能力。三是关心、关爱员工，在疫情防控期间，积

极调动多方资源，准备必要的防疫物资，对办公区域

全面消毒；顺利完成部分办公场所维修，初步缓解员

工工位紧张的问题；组织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集

体活动，进一步凝聚团队力量，激发工作热情。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７４１四、 金融服务公司　



五、 银行自律组织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立足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定位，紧密结合上海“五个

中心”和“三大任务一大平台”各项建设安排，积极发

挥平台和桥梁作用，推动上海银行业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会

员单位总数增至２３８家。

【提高政治站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

一是当好金融行业疫情防控“引导员”“协调

人”。先后发布《关于上海银行业积极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的相关工作的倡议》《关于上海银行业保险

业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相关工作的倡议》

《齐心协力 抗击疫情 上海市银行保险业致全体市民

的一封信》，制定《上海银行业营业网点复工复产疫

情防控指引》。

二是持续深化银税互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开展“上海银税互动信息服务平台”三期升级优化工

作，平台共享数据从原来７０项增加至１６２项。联合

市税务局举办７场“非接触式”小微金融服务云直播

活动，支持企业办理线上申贷业务和银行线上办理

疫情期间复工复产相关业务。

三是开展“百行进万企”活动。发布《上海银行

业建立“百行进万企”长效机制倡议书》，编印《上海

银行业“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工作优秀案例汇编》。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上海地区共有８３家银行参与

融资对接工作，已授信企业２１１５８户，授信金额

１２３５．０８亿元，贷款余额６５５．６６亿元。

四是推动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先后发布

《上海银行业支持临港新片区重点产业领域发展金

融服务倡议书》《上海银行业“稳外贸、稳外资”金融

服务倡议书》，加强主体扶持，兜住底线，守好基本

盘。完成《关于在沪总行信用卡中心联席会议助力

疫情防控及相关建议的报告》《疫情时期银行内控与

合规风险的整体分析与警示》等专题报告。

【守住风险底线，切实履行行业自律和维权

职能】

持续做好联合授信试点企业机制运行情况的监

测及组织协调工作。强化联合授信信息共享机制，

开展联合授信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做好辖内数据信

息的收集汇总。

做好债委会协调服务工作。持续做好债委会组

建工作，搭建债委会议事协商平台，向上海市政府作

《银行债委会制度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化路径》提

案研究报告，争取市政府、司法等部门对债委会工作

的支持。

破解执行难问题，坚决打击逃废银行债务行为。

商请市高院在全市开展涉金融债权重大疑难案件专

项执行行动，取得阶段性进展。

做好“上海银行业押品处置信息平台”二期升

级和应用。平台二期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上线试运

行，与上海市拍卖行业协会公拍网达成合作协议，

银行可通过平台上架商品并同步推送至公拍网招

商或线上竞拍。同时，建立押品处置辅助服务机构

目录库。

推动合规专业化建设。开展合规专家评聘工

作，组织开展“上海银行业合规管理示范区”“上海银

行保险业合规能力建设”问卷调研工作，配合人民银

行上海总部推进境外反洗钱和制裁案例编译工作，

召开主题为“高质量发展与银行合规能力建设”的第

十三届银行业合规年会。

促进银行卡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推动行业落实

《信用卡逾期催收自律公约》及相关实施细则，规范

收单市场，强化ＰＯＳ专业化服务公司管理，优化支

付环境。

作为唯一一家金融类行业协会入选上海市人民

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



【践行普惠金融，提升社会民生金融服务】

创新金融宣教方式，提高公众金融知识普及率。

组织开展“上海银行业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

周”“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等活动，组织上海银行业金

融辅导志愿讲师开展广播媒体和云宣教网络直播活

动，开展《上海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白皮书》编撰工作。

推进窗口服务建设，提升行业服务水平。完成

２０２０年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单位达标评估工

作，修订《２０２０年上海银行业敬老服务网点评选标

准》，组织开展敬老服务网点和敬老服务标兵自查自

评工作，举办窗口服务手语培训班，持续推进上海银

行业无障碍环境建设，与上海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

联合编撰《２０１９年度上海银行业金融投诉处理及纠

纷调解案例》。

发布《２０１９年度上海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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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证 券 公 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市国资委和董事

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经营班子带领全体干部员工

努力拼搏，锐意进取，改革创新，取得了良好的经营

业绩。２０２０年，实现营业收入３８２．２０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０８．７５亿元，总资产６９４０．７３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１５３４．４８亿元，主

要财务指标保持行业前列。在证券公司分类评价中

获Ａ类ＡＡ级。

【积极推进各项金融创新】

积极推进监管部门主导的各项创新。公司获

得上市基金主做市商资格、利率互换实时承接业务

资格、利率期权业务资格、深交所质押式报价回购

交易权限，并完成标准债券远期入市；子公司海通

资源管理获得首批上证５０ＥＴＦ股票期权主做市商

资格及深交所沪深３００ＥＴＦ股票期权一般做市商

资格。

继续加快自主创新步伐，为客户提供创新的

业务解决方案。以中芯国际、中微公司、沪硅产

业、芯原微电子等行业龙头企业为基础，在集成电

路领域建立突出的投行保荐品牌优势，并打通产

业链上下游，同时，完成复旦张江、君实生物两家

Ｈ股回Ａ项目，树立了公司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市

场影响力；持续保持债券业务创新活力，完成多

项市场首单业务，包括首单以券商为存托机构

的“供应链票据＋标准化票据”、首单深交所新

规下公募短期公司债券、首单以疫情防控 ＡＢＮ

（资产支持票据）为标的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

等；海通资管顺利完成首只公募大集合产品“海

通核心优势”发行；海通国际证券澳大利亚子公

司成功获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ＡＳＩＣ）颁

发的金融服务牌照，进一步推动了海通的国际

化进程。

【金融科技创新工作在集团内部广泛开展】

公司秉承“科技引领”发展战略，持续加大科技

投入，２０２０年投入１６．７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４％，保

持行业前列，累计获得３３项软件著作权、５项国家

专利，引领行业多项科技创新。主要有以下方面：

自建的张江科技园正式启用，建筑面积超４万

平方米，承载机柜超３０００个，已成为证券期货基金

公司中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管理最智能的数据中

心新标杆。

海通混合金融云平台继续保持行业领先，率先

建成基于ＡＲＭ架构容器集群和落地Ｗｉｎｄｏｗｓ容器

集群的容器云平台，获“２０２０中国国际金融展金鼎

奖”等荣誉。

自研的新一代核心交易系统二期工程顺利投

产，采用全新的“分布式、全内存、高并发、低延迟”技

术架构，端到端交易延迟控制在微秒级。

自研的一站式零售“ｅ海通财”ＡＰＰ和ＰＣ端，总

安装用户接近４０００万，月均平台活跃数最高超５００

万，继续位列行业第一梯队。

自研的机构“ｅ海方舟”智能交易平台，整合了

极速交易和极速行情，为专业投资者量身打造，２０２０

年，全年股基交易量近１．４万亿元。

建成了公司首个区块链金融平台，已应用超过

十多个业务场景，累计上链量超过１００万笔；机器人

流程自动化（ＲＰＡ）应用场景超过２４０个，涵盖了运

营、零售、财务、基金托管等十多条业务线，获中国计

算机用户协会云应用分会“最高成就项目奖”；债券

信用风险预警、智能文档分析等多个人工智能应用

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持续提升实体经济服务能力】

海通证券始终以“做深服务价值链，构建客户生

态圈”作为总体发展思路中的关键着力点，通过投资

业务、融资业务及保荐业务之间所形成的“投、融、

保”联动，回归投行本源，把握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

价值链的高端地位，持续提升实体经济全球综合金



融服务能力，促进产融结合。２０２０年，公司累计为

实体经济（含地方政府债）提供融资服务总额超过

６６００亿元，为上海企业（含地方政府债）提供融资总

额超过１４００亿元。

（一）支持科创企业发展

公司积极落实党中央关于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

重要指示，紧紧抓住科创板推出的历史性机遇，在半

导体、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众多科技创新领域深耕

细作，为科创企业提供上市保荐等服务，为我国科创

事业的蓬勃发展贡献海通力量。

２０２０年，公司成功助力中芯国际、思瑞浦、沪硅

产业、复旦张江等优质项目登陆科创板，助力科创企

业做大做强，２０２０年，科创板承销金额市场排名第

一。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海通证券保荐承销的科

创板企业已申报４５家（其中１４家已完成发行上市、

１２家过会待发行），储备项目合计６４家（其中２０家

上海企业、４１家长三角企业）。已完成发行上市科

创企业累计募集资金超过７００亿元；ＰＥ子公司投资

的科创板企业已申报１７家，其中，８家已完成发行

上市，已发行上市项目投资金额４．０３亿；在审项目９

个，在审项目投资金额５．１９亿元，总投资金额９．２２

亿元。

（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公司积极落实国家关于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

的相关部署，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通

过提供新三板挂牌、债券发行等直接、间接融资服

务，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

题，激发小微企业发展活力。

２０２０年末，公司共持续督导新三板挂牌企业

１２４家，年内申报４家企业新三板基础层挂牌、１家

精选层挂牌，通过定向发行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达

２．８４亿元。

（三）发展绿色金融

海通证券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资本市

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通过发行绿色债券、助力绿

色企业上市等金融服务，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

投入绿色产业，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２０２０年，海通证券主承销各品种绿色债券１７

期，发行规模３１１亿元，承销规模８７亿元，债券品种

涵盖企业债、公司债、债务融资工具、金融债、ＡＢＳ和

项目收益票据等主流品种。

（四）响应国家号召，设立纾困基金解决民营企

业融资困难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１１家证券

公司作为联合发起人，共同出资２５５亿，发起“证券

行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系列资管计划”。作为自有

资金出资最多的券商，海通证券出资５０亿元，设立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海通证券资管１号

ＦＯＦ资产管理计划”。海通证券还成立了民营企业

纾困基金专项工作小组，指导、督促各地分支机构与

当地政府、金融办等合作，支持民企发展，推动实体

经济健康发展。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公司与上海、安徽、福建、陕西、

河北、湖北、辽宁等多个地方国资平台展开合作，集

团纾困计划总规模达４７５亿元，实际出资规模约１３７

亿元。集团为３９家民营企业（总市值约４０２３亿，员

工人数超过２３万人）及其股东纾解流动性困难，总

投资金额约１０４亿元，有效缓解了民营公司的流动

性困难，而且纾困基金也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

（五）参与上海市政府重点项目“国企混改基金”

公司积极参与自贸区金融创新业务，认缴１０亿

元（已实际出资２亿元）参与上海市政府重点项目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并担任基金公

司监事，该基金已在临港新片区落地。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５６０８．６６ ５３４７．０６ ５７４６．２４ ６３６７．９４ ６９４０．７３

净资产 １２１９．５８ １２９６．９４ １３０１．８６ １４１１．１９ １６８１．２６

营业收入 ２８０．１２ ２８２．２２ ２３７．６５ ３４４．２９ ３８２．２０

净利润 ８９．３１ ９８．７６ ５７．７１ １０５．４１ １２０．３７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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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在经济社会方面的主要矛盾是新冠肺

炎疫情的冲击与其后的经济稳健复苏。资本市场方

面，延续健康可持续的基调快速发展。股票市场总

市值达到８０万亿元，政府债券融资存量规模近４５

万亿元、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存量超过２７万亿元。在

资管新规等政策指导下，证券行业资管业务转型立

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不断创新产品体系，积极加强

主动管理，证券公司通道类资管规模持续压缩，资产

管理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

２０２０年，资产管理行业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

革。公募基金迎来超级大年，行业规模首破２０万

亿；银行理财子公司加快设立，获批已超２０家；外资

机构来势汹汹，多家全球知名资管巨头已抢滩登陆

中国，竞争对手的扩围进一步加大资管行业竞争的

激烈程度。２０２１年是资管新规延长过渡期的最后

一年，去通道、降杠杆仍将是资管行业主旋律，券商

资管规模仍将持续收缩，通道类业务退出历史舞台。

未来行业“危”“机”并存、分化明显，公募业务成为券

商资管新的业务增长点，提升主动管理能力成为券

商资管转型的关键。

２０２０年，公司按照开展公募业务“站高望远”的

要求，放眼“大资管”竞争格局，重视战略管理对公司

经营的牵引作用，制定出台了三年发展战略规划，明

确未来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新三年发展战略规划

优化了资管公司的资源配置，破解制约持续健康发

展和长期能力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释放产

能，增强创新发展活力。２０２０年，公司为贯彻落实

集团战略和公司打造“本土领先、有全球影响力的现

代资产管理机构”的目标要求，为迎接进军公募对主

动管理能力提升的挑战，资管公司开展了一系列综

合改革，推动形成“强大前台、专业中台、集约后台”，

以提高经营管理运行效果和效率。完成组织架构整

体调整、市场销售体系优化、投研能力提升规划、开

展人力资源配套机制改革工作。

２０２０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２２４９０４万元，比去

年同期增加１９４９０万元，增长９．４９％；手续费及佣

金净收入１７３８１７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１７９４万

元，下降１．０２％；实现净利润７１８３４万元，比去年同

期减少１６４９万元，下降２．２４％。根据中国证券业

协会公布的１２月数据，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受托客户资

产管理业务净收入名列行业第四位。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

规模为５２５８．０２亿元，比２０１９年末减少１７１６．１０亿

元，同比下降２４．６１％。其中：集合资产管理业务规

模为９１２．７１亿元，比２０１９年末减少７４．５８亿元，同

比下降７．５５％；单一资产管理业务规模为３５３４．４０

亿元，比２０１９年末减少１８７８．６６亿元，同比下降

３４．７１％；专项资产管理业务规模为８１０．９１亿元，比

２０１９年末增加２３７．１４亿元，同比增长４１．３３％。主

动管理能力是公司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公司依托超

过１０年的资产管理经验，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主动管理

规模３６１８．７２亿元，主动管理比例达到６８．８２％，远

高于券商资管行业的平均水平。根据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公布的２０２０年第四季度统计数据，公司

私募资产管理月均规模名列行业第三、私募主动管

理资产月均规模名列行业第二。

创新能力是资产管理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公司

始终坚持创新，不断探索创新业务领域，通过创新创

造客户需求，促进业务发展。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结

合自身优势，积极推动产品创新，培育新的业务增长

点。２０２０年，公司继续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２０２０年初，公司响应国家号召，践行金融“抗疫”政

策指引，第一时间内高效发行约２０亿元“抗疫”主题

ＡＢＳ，为支持实体经济、扶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完成全国首单小微租赁疫情防控ＡＢＳ产品“国君—

诚泰租赁２０１９年小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疫情防控

ａｂｓ）”发行。此外，公司积极探索绿色ＡＢＳ产品发

行与创新，实现上交所首单“主体＋资产”双绿色

ＡＢＳ产品的发行，助力绿色内循环经济发展；完成江

西首单绿色ＡＢＳ产品发行，引领区域绿色经济示范

效应。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国泰

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６８１号），

根据批复，中国证监会核准国泰君安资管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资格。公司将在换领经营证

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后，开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业务。

总体而言，２０２０年，公司通过积极申请公募牌

照，拓宽公司发展路径；重塑投研框架体系，夯实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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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展基础；及时因应市场需求，优化产品渠道布

局；创新业务发展模式，多项业务取得突破；集团外

渠道开拓卓有成效；打通内部投研人才晋升机制，丰

富投资风格，向“本土领先、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资

产管理机构”全面转型。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根据经审计的财务数据，２０２０年，上海东方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２８．６２亿

元、净利润８．１０亿元，受托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

２４．４０亿元，排名行业第一位（数据来源：中国证券

业协会）。截至年末，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超３０００亿

元，同比增长３３％，其中主动权益管理规模约１４００

亿元，同比增长４２％。权益类产品和固收类产品长

期业绩均保持领先优势，近五年股票投资主动管理

收益率１６３．５９％，排名行业第一（数据来源：银河证

券基金研究中心———基金管理人股票投资主动管理

能力长期评价榜单）；固定收益类基金近五年绝对收

益率２７．６０％，排名行业第六（数据来源：海通证券

研究所金融产品研究中心———基金公司权益及固定

收益类资产业绩排行榜）。

【风险管理】

２０２０年，公司合规与风险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各项风控指标持续合规，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及重大异常事件。年内，公司稳步推进资管新规整

改和大集合转型工作，持续推动制度流程规范化，进

一步完善反洗钱内控制度及操作流程，持续加强风

险管理系统化建设，充分发挥全面风险管理机制，深

入开展合规文化建设，贯彻落实全员合规理念、廉洁

从业要求，全力保障公司各项业务合规、稳健开展。

【产品创新】

公司始终着眼于境内外金融市场前沿，注重对

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趋势和创新产品的研究，并结合

固有发展优势，持续推进业务创新工作。２０２０年

在巩固优势业务的基础上，公司进一步推进Ｓｍａｒｔ

Ｂｅｔａ指 数 基 金、养老目标基 金 和 海 外 业 务。

ＳｍａｒｔＢｅｔａ指数方面，在已成立一只基金的基础上，

新发布红利低波指数，并上报相关基金产品。养老

目标基金方面，完成３支目标风险型养老基金的发

行，并积极开发目标日期型养老基金的下滑曲线。

海外业务方面，获得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外投资２

亿美元额度的批复，为拓展国际业务做好储备。

【重大活动】

（一）公司精准扶贫工作开展情况

２０２０年，公司积极响应中国基金业协会号召，向

中国基金业协会定点帮扶的山西省汾西县定向捐赠

助学金２０万元，用于支持汾西县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二）爱·早餐助学计划

２０２０年，为了帮助贫困地区的学生缓解非义务

教育阶段的开支压力，上海市东方红公益基金会在

旗下“爱·早餐”助学稳步推进第四期资助项目，持

续面向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一中、赤水一中的１００名

贫困高中学生进行资助，以缓解部分学生的生活压

力。截至２０２０年年底，“爱·早餐”助学计划累计捐

赠计１００万元，共计捐赠学生３６０余名。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４．７９ ２８．９０ ３３．０１ ３１．６１ ４３．１８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３．９２ １３．１７ １９．５３ １５．６７ ２１．９４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０ ０ ０ ０ ０

净利润 ３．９０ ６．０１ ９．４２ ６．０１ ８．１０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２０２０年，公司继续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深刻

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在公司党委、

董事会、经营层的领导下，结合公司管理层的重组和

战略规划的出台，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坚持稳中求进

的工作总基调，积极理顺底层发展逻辑，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把握公司发展的市场和政策机遇，开源

节流，不断推动公司的各项业务向前发展。

【主营业务】

２０２０年，公司收入结构有所变化，以经纪业务

（财富管理业务线）为主，占比７６．１５％，投资银行业

务为辅，占比２２．５５％，资产管理等业务收入占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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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不到２％。细分来看：

１．财富管理业务。公司在全国设有４０余家分

支机构，业务辐射全国。２０２０年，公司财富管理业

务全年累计实现收入２５６９６．０９万元，同比增长

５．７９％。公司累计实现股票基金交易量４２４７．７０亿

元，同比增长７．８２％。

２．投资银行业务。公司投资银行业务主要包括

股权业务、债券发行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三方面。

股权业务方面，全年完成了均瑶健康主板ＩＰＯ、

法尔胜非公开发行股票、法尔胜重大资产重组、托普

软件股权分置改革等重点项目，累计实现收入

２９０９．２２万元。全行业ＩＰＯ项目排名并列４７名，增

发新股项目排名并列４４名。

债券业务方面，全年新取得发行批文８个，成功

发行债券１２支，发行规模合计达１１２．５亿元，累计

实现收入４７００．２１万元，同比增长１８５．６４％。同

时，公司在企业债发行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企业债承

销规模上半年排名上升至行业第十八位。

３．金融市场业务。公司金融市场业务主要包

括权益类证券投资、固定收益证券投资、新三板做市

三个方面。２０２０年，公司金融市场业务表现中规中

矩，权益投资资金年化收益约１６．９４％。

４．资产管理业务。２０２０年，公司资产管理业务

依然困难重重。因前期的风险事件持续发酵、业务

条线人事调整以及激励制度悬而未决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２０２０年未发行成立新的资管产品，并且迫于

监管要求主动缩减存量的通道业务规模。

【获奖情况】

由投资银行部申报的《注册制下红筹上市公司

直接回归Ａ股的法律冲突问题研究———以美国、中

国香港上市红筹企业为例》被评为中国证券业协会

２０２０年全国重点课题研究优秀课题报告优秀课题，

已连续两年获此殊荣。

【社会责任】

公司始终将履行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管理相结

合，坚守“诚信、稳健、开拓”的经营管理理念，推行全

面风险管理，倡导和推进合规文化建设，在实施严格

管理、稳健经营和规范运作基础上，积极稳步开展各

项业务的开拓与创新，将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依

法合规经营、创新产品及服务、促进员工发展等不同

维度的社会责任作为常态化工作。报告期内，公司

履行社会责任的重点工作包括：

１．疫情防控。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公司

高度重视，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上海市委、市政府、浦东新区以

及股东单位的重要部署，成立了以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为组长的应对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

一部署安排公司应对新冠疫情的相关工作。一方面

迎难而上，积极准备如体温计、口罩、消毒用品等防

控物资，落实公司内部消毒卫生防疫的工作，组织动

员全体员工积极了解健康知识、掌握防护要点，同时

积极做好应急处置安排，从而做足疫情防控的事前

准备；另一方面积极掌握员工的相关行程安排与身

体状况，加强对疫区接触人员的排查管理，建立异常

信息上报通道，落实“四个必报”制度，并对疫情重点

地区和重点关注地区接触人员严格落实执行相关管

控要求，以坚决守住疫情防控底线。此外在疫情严

重时期，公司还通过远程办公与现场办公相结合的

工作模式以及错峰上下班、严控来访人员等方式，在

确保各项工作能够正常开展的同时，尽量减少人员

密度，降低交叉感染概率。

通过以上措施，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顺利复

工，同时自疫情出现以来包括湖北武汉以及北京等

地区分支机构在内，未发生任何人员感染事件。

此外，在国内疫情形势好转，逐步解封之后，公

司依然对疫情防控工作常抓不懈，不断将国内局部

地区的疫情动态向全体员工进行通报，做好重点地

区人员情况的统计和排查，时刻提醒全体员工注意

自身安全防护，同时对上级单位的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进行积极全面落实，实现了对２０２０年疫情防控工

作的完美收官。

２．结对帮扶。公司积极推进结对帮扶工作，切

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动员全体员工向公司结对帮

扶县捐赠抗疫爱心善款１３万余元，开展英山县云雾

茶消费扶贫采购活动，协助推进英山县云雾茶自助

售茶机项目布局，助力当地支柱产业发展。开展“守

护希望、携手发展”教育产业帮扶第四期公益行活

动。响应上海市帮扶新疆等地经济发展号召，开展

消费扶贫，助力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难问题。

３．切实做到以人为本。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是公司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之一。报告期内，公司

按照国家劳动人事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与员工签

订劳动合同。同时，公司组织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

促进企业文化建设，注重员工人文关怀。报告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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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组织举办、参与各类文体活动１０余项，切实让

公司全体员工融入公司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公司

不断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力推进“职工之

家”建设，组织开展“爱建大讲堂”“心理加油站”等特

色主题活动，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增强企业活力，营

造和谐发展氛围。支持公司团总支组织团员青年参

与爱建老一辈口述历史工作，弘扬传承爱国建设

精神。

４．真心实意回报社会。公司的成长和发展离

不开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为回馈社会，公司

员工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动，涉及投资者教育服务、

社区发展等领域。通过走进社区街道、公司官网公

示、营业部投教园地张贴、咨询投诉专线的接听、投

资者教育讲座等现场和非现场方式，向广大投资者

开展系列诚信建设宣传活动、业务知识讲座等，告知

投资者如何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高自

己的风险防范意识。

５．倡导低碳环保。公司继续把节能环保、低碳

生活作为公司的发展目标之一，加快推进电子金融

服务建设，完善了网上营业厅等互联网金融平台，持

续建设微信公众号、微·财讯等移动互联网服务平

台，加快电子金融服务。升级办公系统，倡导无纸化

办公和运营，节省自然资源占用。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９２．０７ ８６．６９ ４４．３２ ４８．９５ ４８．６４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３３．２７ ２７．０３ ２０．９３ ２９．７２ ２９．８５

净利润 ０．４２ ０．２８ －１．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３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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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金管理公司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概况】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８日获中

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业的批

复》（证监基金字［２００３］６８号），并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３日

正式成立。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２亿元，是由山

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出资９０００万元）、江苏

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资６０００万元）、青岛国

信实业有限公司（出资５０００万元）共同发起设立的。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实施“好人举手”承诺

自律制度后，第一家以信托公司为主发起人的基金

管理公司。

泰信的三家股东均是其所在地的政府投资主

体，实力雄厚，经营稳健，业绩优良，在国内外资本市

场上保持着良好的信誉，设立泰信是三家股东长期

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为其今后的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支持。

【资产管理业务】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上

海锐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发行成立１２９支专项资

管产品，自成立以来资产管理总规模３２１．１９亿元，

累计服务２２００多位资产委托人。公司专户业务总

规模８．６４亿元。

【新系统】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信息系统，保证公司新业务

和新产品的发行，公司启动ＦＩＳＰ监管数据报送二

期、三期项目建设，并于２０２０年８月上线。中登新

接口整体系统改造项目实施，２０２０年９月完成。此

外，直销系统Ｖ３．８版本升级，２０２０年８月正式上

线。门户网站、网上基金销售系统ＩＰｖ６项目，２０２０

年４月完成改造。

【基金管理】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管理的公募基金

共２１只，管理资产规模合计１２８．９４亿元。自２００３

年５月成立至今，公司已经拥有泰信天天收益货币、

泰信先行策略混合、泰信双息双利债券、泰信优质生

活混合、泰信优势增长混合、泰信蓝筹精选混合、泰

信债券增强收益、泰信发展主题混合、泰信债券周期

回报、泰信中证２００指数、泰信中小盘精选混合、泰

信行业精选混合、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４００指数分

级、泰信现代服务业混合、泰信鑫益定期开放、泰信

国策驱动混合、泰信鑫选混合、泰信互联网＋混合、

泰信智选成长混合、泰信鑫利混合、泰信竞争优选混

合共２１只开放式基金，形成了较完善的基金产

品线。

【内部管理】

２０２０年，公司提高了对员工培训和企业文化

建设方面的重视程度。公司完善了员工培训制度，

配合企业文化建设目标建立了完整的培训计划。

一方面在行业监管制度的指导下，针对各部门业务

组织公司内部合规培训，并鼓励员工积极报名参加

行业各监管机构组织的交流培训会议，及时更新业

务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司活动，

培养员工积极进取、努力拼搏的精神理念，在团队

建设培训活动中丰富员工业余生活的同时增强企

业凝聚力。

【社会责任】

公司在以优秀的投资团队、优化的投资流程、优

良的投资品种帮助广大投资者实现财富梦想的同

时，积极投身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全方位履行与实

践各项社会责任。公司２０２０年社会责任预算经费

约为５０万元，由综合管理部和市场部提出社会责任

活动建议，总经理办公会审核批准，统筹兼顾，确保

经费的使用方向符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原则和方

针。２０２０年，公司在旗下基金持续营销期间，联合

银行、券商等线下销售渠道及互联网直播平台等线

上渠道，举办了超过５０场投资者教育活动，覆盖人

群２０００多人次。此外，在同业公会的指导下，公司



先后在官网、官微、官博上组织发布多个主题类的投

教活动，宣传反洗钱相关知识以及非法金融证券活

动的危害。同时，公司还不定期地邀请基金经理与

投资者进行交流，宣传价值投资理念。公司手机移

动端的微信订阅号泰友会设有“投教微课堂”专题，

每日发布投资理财常识。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８

日在上海成立，公司股东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柏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

秉承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投资工具和解决方

案、创造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的初心，华泰柏瑞坚

持特色化、专业化、精品化的道路，围绕主动权益、指

数投资、量化投资和固定收益四大板块进行深入建

设，搭建起特色鲜明的业务框架。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旗下基金分别为持有人赚取２１３亿元、２５３亿元的

基金利润，单位利润在千亿以上的基金公司中表现

突出（Ｗｉｎｄ，仅统计披露年报产品）。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华泰柏瑞累计获得金牛奖２４

座、金基金奖２１座、明星基金奖８座，包括“金牛基

金公司”“金基金·ＴＯＰ公司大奖”“十大明星基金

公司”等重量级奖项。２０２０年３月，公司斩获《中国

证券报》第１７届金牛奖的五项大奖，是业内获奖项

目最多的三家基金公司之一，其中量化团队更是三

度蝉联“量化投资金牛基金公司”，指数团队四获“被

动投资金牛基金公司”称号。

指数投资方面，华泰柏瑞不仅是国内首批的

ＥＴＦ供应商，更是多个“首只ＥＴＦ”的潮流引领者。

作为四届“被动投资金牛基金公司”得主（２０１６．３、

２０１７．４、２０１９．４、２０２０．３，《中国证券报》），长期以来

一直践行“指”做精品的理念，在产品布局、发行策略

及整体运营上追求精益求精，保持着ＥＴＦ零差错运

营的记录。截至２０２０年末，旗下非货ＥＴＦ管理规

模位居市场前列（数据来源：沪深交易所）。

量化投资方面，华泰柏瑞基金是市场上仅有的

连续三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量化投资金牛基金公

司”得主。团队成员拥有海外知名金融公司的实战

经验和世界一流高等学府的学历背景，具有量化投

资不可或缺的坚实金融工程功底和丰富的海外投

资经验，熟悉包括 Ａ股和港股在内的亚洲市场。

公司为量化投资团队配置了国际顶尖的优化器、

风险模型、程序化交易系统、数据供应和信息技

术。旗下产品线齐全，长期超额收益突出。

主动权益方面，华泰柏瑞坚持科学和制度化的

投资理念和投资方法，聚焦高质量投资机会，致力为

持有人创造长期、可持续的优秀回报。公司搭建了

专业、科学、高效的投资研究平台，为研究成果的迅

速转化和可持续的投资业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

前大咖云集、群星荟萃，形成了完备的人才梯队。据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统计，近十

二年旗下股票基金算术平均股票投资主动管理收益

率排名第九，长期业绩突出。

固定收益方面，华泰柏瑞基金拥有一支实力雄

厚的固定收益团队。团队投资风格严谨，在利率债

和高等级信用债交易方面经验丰富、体系成熟，对于

信用风险的识别与管理十分严格，团队成立以来未

出现过一例信用事件。据银河证券统计，截至２０２０

年底，公司近四年债券投资主动管理能力在５４家可

比公司中排名第三，中长期业绩靓丽。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

德邦基金以“修身、齐家、立业、助天下”为己任，

坚持坦诚沟通、学习创新、规范透明、创造价值、分享

发展的企业文化，秉持长期价值投资理念，坚守严谨

的风险控制底线，努力为客户增加财富，致力于成长

为国内最专业的、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最受尊敬的资

产管理公司之一。

自成立以来，德邦基金始终将投资者利益放在

首位，力争在获取持续、稳定超额收益的同时，实现

自身社会价值的不断提升。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始终心怀感恩之心，持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努力把德邦基金打造成为一个富有创新进取精神

的智慧生命体，更好地为社会及广大投资者提供优

质服务。

经过多年的精耕细作与用心沉淀，德邦基金构

建了较为健全的业务布局，产品线不断得到丰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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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基本涵盖了市场上的主流产品类型。截至

２０２０年四季度末，德邦基金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达

４１７．８８亿元，产品总数为６０只。其中，公募基金资

产管理规模为３１０．８１亿元，公募基金产品总数为３０

只；专户资产管理规模达１０７．０７亿元，专户产品总

数为３０只。历史业绩在同类产品中排名靠前，获得

了业内人士及广大投资者的认可。

公司的长期愿景是借鉴精品店模式，打造多策

略投资能力，走特色化发展之路，发展为行业领先的

金融科技型资产管理公司，努力打造成为中国“贝

莱德”。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４．９９ ６．７８ ８．４ ８．９２ １０．０３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不含同业存款）
— — — — —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 — — — —

净利润 ０．５５ ０．４９ －０．６８ ０．０８ ０．１２

不良贷款率（％） — — — — —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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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证券自律组织

上海市证券同业公会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证券同业公会（以下简称“公

会”）在上海证监局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指导下，在广

大会员的支持下，秉承“自律、服务、沟通”的宗旨，积

极引导和服务上海地区证券行业落实国家战略、合规

经营、有序竞争，保持市场健康发展。截至２０２０年

末，公会共有会员单位９８０家，同比减少２家。

【行业自律】 一是根据上海证监局要求，公会

对自律规则进行了梳理，其中，修订了４项自律规则，

废止了２项规则；二是继续做好每年一次的自律检查

工作，通过线上审查会员单位提交的自查报告和实地

检查两种形式开展自律检查。三是认真做好社会信

息公示工作，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公会秘书处通过公会网

站向社会公示，上海地区证券营销人员为１０５７９人，

累计登记金融产品数２６９５７５件，证券分支机构搬迁

信息１１８条，上海地区从业人员诚信信息３４条。

【服务】 一是紧扣市场热点和会员需求，免费

举办形式多样的培训、沙龙和交流等活动。全年组

织开展培训活动共计１４次，会员单位从业人员、投

资者等共计近７万人次参加。全年开展参访活动共

计３场，参与人数近１００人。二是切实做好日常纠

纷化解工作。２０２０年公会新受理投诉５３５起，已处

理４６７起，处理遗留１０３起。已处理的本年新收投

诉中，投资者索赔金额共计２１６９．７１万元，和解金额

５３２．８４万元。全年办理普通调解１９件，投资者诉求

３４１６万元，和解金额４３万元。三是有效推动小额

诉调工作，公会自２０１９年底开始推进小额诉调工

作，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上海地区２５家有签约

意向的法人证券经营机构和法人证券投资咨询机构

已全部完成协议签署工作。四是主动参与，配合监

管部门推动行业文化建设及助力上海金融人才队伍

建设等工作。２０２０年度通过建联系、做调研、办讲

座、促交流，推动建立行业文化建设机制；在上海市金

融工委和上海证监局指导下，启动建立上海地区证券

从业人员信息数据平台的计划，以全面准确地获取上

海地区证券从业人员基本信息、人才规模与结构、岗

位分布、人员流动趋势等数据。五是积极回馈社会，

２０２０年经上海市民政局推荐，公会参与了崇明区界

东村老有所养公益关爱项目———农村重病关爱患者

活动，定向捐赠１０万元人民币帮扶农村重病老人。

【沟通】 一是与各地协会同行开展同业间交

流，２０２０年，公会陆续接待北京、深圳、广东、西藏等

地方证券业协会来沪交流，增进协会间互相了解。

此外，为了解相关行业调解组织，公会秘书处相关工

作人员先后赴４地调解中心走访调研；二是为了解

行业需求、倾听会员心声，公会全年走访多家会员单

位，先后开展了４次不同主题的调研活动。

【投资者教育保护】 一是联合媒体，拓宽投教

宣传面。２０２０年，公会参与了由上海证监局与中证

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共同举办的“投保有道：细说

新证券法”活动及线上课程，节目通过媒体向社会公

众播出。二是紧跟热点，开展主题系列活动。２０２０

年３月，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公

会通过网站、微信、ＡＰＰ等平台开展宣传。同时举

办主题知识竞赛活动，证券从业人员共报名学习

３０５７８人、答题竞赛２３８３３人。此外，公会还举办了

４次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相关主题讲座、２

次秘书处内部培训和１次新《证券法》投资者调查问

卷活动。三是积极探索将投教工作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实践，２０２０年，公会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签

订举行产学研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在上海证监局

指导下与该学院联合开发编制证券实务案例相关教

材，预计２０２１年年底前完成。

（上海市证券同业公会）

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以下简称“公



会”）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加快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促进

复工复产为重心，以行业文化建设为引领，秉承“重

实务，促协调，守自律，拓发展”的宗旨，不断提升服务

质量，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共有会员

单位２６４家，其中，期货公司３４家，期货分支机构１７６

家，银行７家，软件公司８家，风险管理公司３９家。

【做好疫情防控　助力复工复产】

２０２０年春节假期，公会即通过官网、官微转发央

行、证监会、中期协等通知与倡议，发布“复工防疫建

议书”，提醒投资者警惕各类打着“疫情防控”的投资

骗局，通过一系列及时有力的举措协助会员单位平稳

运行。春节假期结束前，为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稳定，

公会向监管部门提出暂停夜盘交易等建议并得到采

纳。３月，银保监会《关于保险资金参与国债期货交

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公会组织会员单位认

真学习并及时反馈意见，最终得到采纳。公会广泛搜

集并大力宣传会员单位多方筹措、维护正常运营秩序

的案例，并在《期货日报》开展上海期货业防疫与助力

复工复产的专题报道；在市委统战部、市民政局、市工

商联组织的“政会银企”专题会议上，公会在落实疫情

防控与复工复产方面的得力举措被列入会议材料。

【树立行业品牌　组织投教宣传】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日，以“立足本源，创新发展”为

主题的期货机构投资者年会首次以“线上线下融合”

形式举办，通过各大直播平台累计吸引近１３．５万人

次观看。已举办了十一届的期货机构投资者年会社

会影响力逐步扩大，现场参会人数累计逾万，形成较

好的品牌效应，得到了来自社会的肯定和专业的认

可，有力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在“３·１５”“４·１５”“５·１５”“防非月”“普法宣传

周”等各项投教活动中，公会围绕主题组织开展上海

地区期货行业投资者教育与保护宣传活动，使广大

期货投资者进一步树立理性投资意识，有效提高风

险防范水平。公会在担任上海市证券、基金、期货业

纠纷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单位期间充分履职，

顺利完成调委会换届，全年共受理期货投诉、调解纠

纷４５起，其中涉及纠纷调解受理４件，受理的调解

全部达成和解并签署了调解协议；投诉纠纷４１件，

达成和解８件，未和解３２件，解释说明１件。

【践行社会责任　投身公益慈善】

２０２０年，公会连续第１２年汇编上海地区期货

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反映各家期货公司在公司治理、

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等诸多方面的履责情

况，并刊登于《期货日报》，进一步提升期货经营机构

内在价值，促进合规诚信发展。

在市民政局的支持下，公会积极投身“三区建

设”，向“崇明区专项行动民生奖励项目”进行公益捐

赠４．５万元，并先后与失独家庭及自闭症儿童开展

联欢、慰问活动，通过开展一系列公益捐助与暖心活

动，展现行业正能量。

【依托联席会议　做实会员服务】

２０２０年，公会举办了２次首席风险官联席会、１

次信息技术负责人联席会（简称“ＩＴ联席会”），并创

新形式在ＩＴ联席会上增加闭门会议环节，会议上邀

请长三角地区期货公司技术负责人参与主旨演讲和

分组讨论，充分进行交流。联席会议也逐渐成为交

流行业热点、探讨合规前沿问题、通报监管动态、集

中学习交流的平台与品牌。年内，公会还配合监管

部门对上海地区６家期货法人机构及１家分支机构

进行现场校验检查。

【立足行业文化　开展各类活动】

公会围绕行业文化建设开展一系列活动：一是

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公会原创短视频经上海证监

局推荐，入围全市作品评选，同时通过开展全行业网

络安全培训与竞赛，选拔人才组成行业联队，获得

“观安杯ＩＳＧ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大赛”三等奖。二是

开展行业技能比拼，先后组织会员单位参与金融职

工立功竞赛系列活动、行业趣味运动会、大商所“期

乐杯”知识竞赛———棕榈油国际化路演竞赛，以竞赛

促发展、强技能，丰富员工生活。三是不断加强对外

交流，组织会员单位负责人赴大商所、郑商所、上期

所、中金所交流座谈，深入探讨会员服务等内容以及

下一步合作方向。四是做好各类培训，包括联合交

易所举办培训调研、围绕企业文化组织培训与走访、

结合国民教育培养后备人才、向高校学生开展期货

行业知识普及公益讲座、举办夏令营等。五是通过

所在联合党支部开展联学联建，组织线上专题授课、

讲座。六是公会综合信息管理系统２期上线，并通

过等保测评，有力提升工作效率，更好服务会员。

（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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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寿保险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２０２０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

公司（以下简称“国寿上分”）认真贯彻集团公司、总

公司的决策部署，上下齐心，抢抓发展机遇，统筹推

进“重振国寿”战略，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高质量发展成效凸显】

一是经营业绩稳中有进。２０２０年，国寿上分总

保费收入６４．７７亿元，同比增长８．２％。其中，首年

期缴保费１１．１５亿元，突破１０亿元大关，首年标保

３．９６亿元，１０年期缴保费４．０８亿元，大短险１３．２５

亿元，保障型业务２．５６亿元，和行业内主要竞争对

手对标的比值有所提升。二是业务结构持续改善。

坚持以标保为统领，全面向长期期缴和高价值业务

转型。实现保障型业务占１０年期业务比重的６４％，

同比增长８％，续期业务保持系统领先。三是队伍

质态持续提升。坚持有效的队伍驱动业务，营销渠

道季均有效人力２１６８人，同比提升２９％；月均长险

举绩人力１５９９人，同比提升３１％。收展渠道季均

有效人力９７５人，同比提升５．１％；长险举绩人力

８０８人，同比提升４．７％。

【支撑能力全面增强】

一是运营管理能力不断提高。无纸化件均审核

时效在６．５小时内，双录质检时效在Ｔ＋１天内。无

纸化投保率、理赔ｅ化率、个人业务出险支付时效等

多项职能指标均达考核满分，死亡重疾指数达考核

满分。二是客户服务能力取得突破。投诉处理的及

时率、保全时效均达考核满分；新单犹豫期回访成功

率９９．９９％，年度接通率９９．１７％，保持行业领先；非

正常退保率显著下降，全年未发生重大、群体性事

件。三是科技支持能力不断加强。依托ＰＡＣ体系，

自主开发抽奖程序和数据报表，实现全流程线上管

理。创新开发上海学平险（职团开拓）线上短险缴费

系统，坚持以科技赋能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

【央企担当得以彰显】

一是牢记使命，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推动“一带

一路”保险服务，成立境外人身保险业务管理团队，

为集团战略客户和区域重点客户提供人身风险保障

方案。二是回归本源，保障社会民生。全年赔付金

额１５．８亿元，平均每分钟服务３位客户，平均每天

赔付超３８６．８５万元。全年累计借款金额１７．５８亿

元，同比增长１２０．７２％。大力发展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全年服务客户３．７３万人次，累计赔款１．０２亿

元，同比增长１５．９６％，未发生投诉案件。三是创新

服务，开发新型健康险。结合长三角区域特色医疗

资源，为糖尿病前期及２型糖尿病的人群开发首款

“国寿长三角糖安宝医疗保险”。最高保额达２０５万

元，在线投保无需体检，增加“因糖尿病导致的特定

疾病住院治疗０元免赔额”“特定疾病住院定额给付

医疗保险金２００元／天”“保险期间免费健康管理服

务”及“每年一次的免费门诊陪诊及协助住院安排”

等服务。

【风险防控扎实有效】

一是积极作为，有效消除风险隐患。全年开展

内外部大小销售风险排查、大额保单借款排查、风险

预警系统排查等各类风险排查共计９４次，检查率达

到１００％全覆盖。二是苦练内功，提高风险防控能

力。加强风险管理委员会统筹领导，定期审议风控

形势，优化销售风险管理组织机构，强化事前防控、

事中管控和事后监督，不断推进风险管控向前端延

伸。三是守住底线，扎实开展内审工作。聚焦重点

风险，扎实开展反洗钱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积极推

进审计整改，确保整改到位。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或“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年，在全市设有４５个营业网点，外勤销售团队

超过２２０００人，内勤团队近千人。２０２０年，突袭的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威胁了人民的健康安全，同时也

对保险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公

司积极探索线上经营模式，在上半年采取宽松的营

销员考核政策，降低特殊时期代理人收入所遭受的

影响。在监管部门与总公司的指导下，以“产品＋”

“科技＋”的战略为指引，令公司在艰难的环境中依

然实现了价值的稳健增长，全年实现保费总收入

１６６．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１％，其中新单保费５０．４亿

元，同比增长２．２％。

【理赔服务升级】 面对新冠疫情，平安人寿上

海分公司依托智能ＡＩ技术，实现“零接触、云赔付”。

公司第一时间升级理赔服务，例如：７×２４小时线上

服务不间断、专人理赔辅助指导、开通理赔绿色通

道、启动特案预赔服务等；同时，取消药品限制、诊疗

项目限制、定点医院限制、等待期限制，取消免赔额，

对被保险人最大程度地给予人文关怀。２０２０年，平

安人寿上海分公司理赔获赔率９８．７％，平均理赔服

务时效不到１．５天，理赔客户服务满意度达９３．７％，

充分兑现服务承诺。２０２０年８月，重磅推出“智能

预赔”服务，将理赔服务前置到住院治疗环节中，实

现理赔金的提前给付，更大程度上缓解了客户在就

医时的经济压力。在赔付速度上，更是创造了“７分

钟到账”的最快纪录；“重疾先赔、特案预赔”项目通

过预付保险赔款的方式，全年累计为２５３名客户提

供了主动赔付服务，赔款达１３９４万元；“平安闪赔”

项目致力于持续为客户打造３０分钟内完成理赔的

极速服务，全年共有２．３万名客户感受到“平安闪

赔”的高效便捷。

【产品持续创新】 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持续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丰富“产

品＋”服务体系，积极拓展保障型产品线。２０２０年，

主力产品“平安福”升级并简化了产品形态：重疾险

可单独投保，附加险可自由选择，且重疾理赔后主险

原有的附加险仍继续有效，这让客户的保障更加全

面。同时，配合“平安ＲＵＮ（ｐｌｕｓ）”计划，鼓励用户养

成良好的运动习惯来提升保额，把保险从风险事后

补偿转变为事前干预与管理。

【持续回馈社会】 新冠疫情期间，平安人寿上

海分公司推出“Ｅ路平安”赠险计划，全年累计赠予

２７万余人保险服务，赠送的总保额超１０００亿元。

此外，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还向已投保公司业务的

客户赠送扩展责任或附加条款，组织全体员工捐款

１３．３万余元，并向浦东新区南码头公益基金会捐赠

了一批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支持上海打赢疫情

阻击战。公司还在教育、红十字、社群、扶贫等公益

项目上有所投入，连续１７年帮扶对口希望小学、采

购扶贫产品助力当地经济发展，持续反哺社会。不

忘初心，久久为功。未来，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将

始终以保障民生为核心，立足高质量发展转型，诚

信经营，专业服务，持续回馈社会，积极践行企业

责任。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２０２０年，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新华保险上海分公司”或“上海分公

司”）作为新华保险的重要发展机构，在总公司的统

一部署与战略指引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

展，坚持专业化发展格局，坚持市场化发展机制，坚

持渐进式发展模式，走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

上海分公司规模与价值两个维度均衡发展，稳步提

升自身综合实力。

２０２０年是新华保险公司党建基础建设年和“二

次腾飞”战略的开局年，在总公司的战略指引下，上

海分公司不断提高综合管理水平，走上全新的发展

历程。２０２０年，上海分公司全年保费收入２０．６６亿

元，同比增长１８．１４％，综合实力平稳增长，为消费

者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保险保障。

围绕“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新华保险上

海分公司着力打造全方位、多层级的保险服务，建立

起多元化的客户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理赔时效，全新

升级服务体验。２０２０年开通自助理赔、柜面受理、

业务员移动签收三条快速索赔通道，为客户提供便

捷服务，认真履行对每一位客户的保障承诺，关注生

命健康，传递保险力量。

新华保险上海分公司在坚持规模价值全面发展

的同时，始终不忘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通过一系列

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充分发挥保险经济补偿和社会

管理功能，积极参与社会和谐建设。

自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日落地上海以来，新华人寿

保险公益基金会开始向上海市５万余名环卫工人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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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保险。２０２０年，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继续向

上海市５３２２０名环卫工人捐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合计捐赠保额５３．２２亿元。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太

平”，于１９２９年在上海创立，是中国历史上持续经营

时间最为悠久的民族保险品牌，中国太平是管理总

部设在香港的中管金融企业，已连续３年入选《财

富》世界５００强。

太平人寿隶属于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是国内中大型寿险企业之一。公司总部设在上

海，注册资本１００．３亿元，总资产超７２００亿元，期末

有效保险金额超４３００００亿元。服务网络基本覆盖

全国，已开设３８家分公司和１３００余家三级及以下

机构，累计服务客户超５６００万人，支付理赔款和生

存金总额超１３００亿元。凭借稳健的财务表现，公司

连续６年获得惠誉国际“Ａ＋”（强劲）财务实力

评级。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分公司”）隶属于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是太

平人寿首批开设的省级分支机构之一，于２００２年４

月正式开业。上海分公司依托集团综合性、多元化

经营平台，不断拓宽个人代理、银邮代理、电话销售

与网络销售等服务渠道，提供涵盖人寿、意外、健康、

年金等多种类型的保险产品，基本形成覆盖客户全

生命周期的产品体系。上海分公司还通过多样化的

责任约定来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为客户提供周全

的保险保障和一站式、一揽子金融保险服务。多年

来，上海分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价值驱动

成长的发展思路，其核心业务和新业务价值持续健

康发展，业务品质保持行业领先水平。截至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上海分公司期末有效承保人次超１１６万，期

末有效保险金额３７８１亿元。

“国家所需，太平所向”，上海分公司致力于将

“共享太平”的理念转化为社会责任，推进税优健康、

税延养老业务，参与教育医疗、健康环保、扶贫帮困、

灾害救助等公益项目，在赢得客户、员工与社会支持

的同时，积极提升品牌形象和企业声誉。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２０２０年，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众人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砥砺前行，全力

践行社会责任，凭借在综合实力、客户服务、企业社

会责任方面的杰出表现，合众人寿获得了“保护消费

者权益信用单位”“抗疫杰出贡献奖”“年度经营效率

保险公司”“２０２０中国保险业精准扶贫方舟奖”“保

险科技创新奖”等多项荣誉。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分公司”）秉承总公司“回归本源，行稳致远”的

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个险渠道为核

心，持续推动业务、人力稳健增长。２０２０年，合众人

寿创办１５周年，分公司积极面对外部挑战，着力推

动新业务价值及队伍产能的提升，通过科技赋能及

创新平台深化客户经营、推进培训落地，实现稳步发

展。２０２０年，分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７００１７万

元，其中个人代理渠道实现保费收入６９２８６万元、个

险新契约保费收入２０７５７万元、个险续期保费收入

４８５２９万元；团险渠道实现保费收入５３７万元。

２０２０年，分公司累计赔付金额１０４５９万元，保险覆

盖面和影响度稳步提升。

合众人寿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核心，构建全

面保障产品体系，大力发展长期保障型和储蓄型产

品，适应居民健康、医疗、养老等消费升级的趋势。

２０２０年，分公司主打“传世臻爱”增额终身寿险，力

推“福禧人生”“福享金生”“鑫禧人生”等年金产品

和“合众壹号”“守护幸福”等重疾产品，同步满足客

户长期储蓄及健康保障的产品需求，同时持续推广

“微系列”两全险、“康系列”健康医疗险等多样产

品，满足客户重疾、医疗、意外等方面特定的保障

需求。

在客户服务方面，合众人寿坚持“推陈出新、以

客为尊、友善简单、扎实可靠、事捷功倍”的客户服务

理念，持续践行“合众保险、理赔不难”的服务承诺。

疫情期间，合众人寿第一时间作出响应，将服务前

置，推出“贴心核保，暖心理赔”两核服务举措，升级

理赔八大服务举措，进一步简化服务流程，７×２４小

时在线响应，持续为客户提供温暖、便捷的服务。

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合众人寿将重疾类

和意外类保险共计４２款产品的保险责任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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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为２月６日至４月３０日），同时启动应急预

案，开通了理赔绿色通道、预付赔款，提出“四减免、

四取消”，即免保单、免申请、免账户、免发票，取消医

保目录限制、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观察期、取消

免赔额等多项服务举措。

分公司将继续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秉承“源于

爱、传递爱”的品牌理念，遵循“尊重信任、开放包容、

创新服务、价值分享”的核心价值观，坚持价值经营，

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科技、养老与寿险双向赋能，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为客户提供

有场景、有温度、有创新的服务。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汇

丰保险（亚洲）有限公司和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合资成

立，双方各占５０％股权，公司注册资本为１０．２５亿元

人民币，总部设于上海，在北京、广东、深圳、天津、浙

江设有分公司。

公司主要营销渠道为银行保险渠道，主要合作

银行为汇丰银行及恒生银行。２０１９年公司开拓经

纪渠道，合作伙伴为美仕保险经纪。２０２０年７月，

公司私人财富规划师团队正式开展业务，依托集团

优势打造业内高素质、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私人财

富规划师团队，秉承“以客为本”的原则为客户提供

个性化的财富规划服务，团队已在上海、广州、深圳、

杭州开展业务。

２０２０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暴发，国内经济活动一时陷入停顿，并显著地影响了

居民的行为及消费习惯。公司面对突如其来的疫

情，快速响应防疫形势，启动业务应急预案，尽最大

力量保护客户及员工，并根据指示有序复工复产。

公司无员工感染案例，业务运营有序。同时，公司及

时推出客户关爱计划，提供额外新冠赔付和灵活的

理赔政策。公司还向社会福利基金会捐出１００万元

人民币开展“突发大型公共安全疫情防控机制”公益

项目，用于购买及运送必要的医疗物资；员工也自发

筹款为武汉医院捐助医疗物资，合计筹得超过１０万

元人民币，携手抗疫情，共度时艰。

２０２０年，公司原保费收入人民币１８．７亿元，同

比增长２．７％；规模保费收入人民币２６．４亿元，同比

增长２３．４％。公司内部主要考核的业务指标为新

单年化标准保费，２０２０年实际完成新单年化标准保

费较２０１９年同比下降约两成，增长受阻的主要原因

为上半年新冠疫情暴发对拓展新业务带来的负面影

响。但公司通过与合作银行加强合作，追赶新业务

的同时加强长缴产品和终身寿险产品的销售，全年

新业务价值率获得显著提升。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公司资产合计人民币１２９．１５

亿元，同比增长了２５％，增长速度稳健，公司的资产

结构维持在健康的状态。公司所有者权益基本与上

年末持平，经受住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

同时，公司还积极进行保险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２０２０年，公司为丰富高校大学生生活并加强金融知

识普及，支持开展高校大学生保险教育公益行动，在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六地４８所高校通

过开展系统的保险教育试点活动，展开线上金融保

险知识题库开发以及线下保险知识辩论赛等，促进

高校大学生对全球性问题、保险问题和跨文化知识

的理解和掌握。

公司遵循原保监会〔２０１３〕１８号文“中国保监

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发展规划管理指引》的通知”

之指引，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制定了未来３年发展

规划。公司在未来３年将致力于以财富规划为核

心，科技赋能、多渠道业务发展；为个人、家庭和企

业客户提供全方位健康保障，使公司成为外资寿

险市场和中高端客户市场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公司。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友邦人寿”或公

司）是友邦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友邦保险”）全资持

股的寿险子公司，统一经营友邦保险在中国内地的

寿险业务。友邦人寿拥有专业的保险营销员队伍，

并通过多元化销售渠道，为客户提供人寿保险、健康

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友邦保险于１９９２年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是改

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获发个人人身保险业务营业执

照的非本土保险机构之一，也是第一家将保险营销

员制度引进国内的保险公司。２０２０年６月，友邦

保险获批将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改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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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７月，友邦人寿

正式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外资独资的人身保险公

司。公司位于上海中山东一路１７号友邦大厦３—

８楼。

“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改建为“友邦

人寿”后，为保证业务发展和客户服务的持续和稳

定，总公司设立上海事业部，取代原上海分公司，负

责上海地区的所有业务经营。上海事业部在内部组

织架构、管理流程和人员岗位等方面，均直接沿袭原

上海分公司做法。友邦人寿副总经理、原上海分公

司总经理蔡伟兵继续担任上海事业部的负责人，管

理上海地区的所有业务经营。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友邦

人寿在上海地区下设有１３家营销服务部，拥有

６９２４名营销员、２８６名内勤员工。

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友邦人寿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及时启动紧急预案，开通保险理

赔绿色通道，开通２４小时热线受理理赔申请，简化

理赔程序。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出险客户，公

司实行取消理赔医院限制，取消住院方式限制，取消

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取消免赔额，取消等待期限制

等措施，使患者得到更优质、快捷的理赔服务。专款

支持微医互联网总医院为全国用户提供在线义诊，

减轻线下医院压力，减少交叉感染风险；通过合作伙

伴微医、爱德基金会，为武汉及孝感、黄冈等武汉周

边县市筹措捐助防护镜、消毒水、口罩等医用及社区

防护所需的紧缺物资；向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河

北等地医院的防疫一线医疗队以及２家非医院机构

赠送专属保障。此次提供的保障为友邦团险抗疫定

制产品，免费提供每人６０万元的专属保障，保障期

限一年。公司对所有持一年期及以上个险产品有效

保单的被保险人，如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则赠送

特别慰问金；因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幸导致身

故或全残，则给付２０万元。公司对友邦“全佑”系列

等疾病保险产品的新老客户提供保险责任扩展；若

被保险人首次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且临床分

型为重型或危重型，友邦保险将给付责任扩展额外

保险金予被保险人，其金额等于被保险人确诊时该

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３０％，同一被保险人的责

任扩展额外保险金给付累计以５０万元为限。公司

还推出各种防控应急业务方案，以保证公司业务有

序进行。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

民人寿”）注册资本金２５７．６１亿元，总部设在北京，

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旗下的重要成员，主要经营人

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业务

及上述再保险业务，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５个计划单列市设立３６个省级分公司，在２９４个

地市、１５９９个县（市、区）设立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

自成立以来，人民保险始终秉持红色基因，与人民冷

暖相守、朝夕相伴，走出了一条具有人保寿险特色的

发展之路，累计为３．３亿保险消费者送去人民保险

的温暖，成为推动中国寿险市场发展的一支重要力

量。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公司总资产５０００亿元，职工２

万人，营销员４３万人，实现净利润４５亿元。穆迪、

惠誉分别给予公司Ａ２、Ａ＋的财务实力评级。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市分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９

日，是总公司在全国设立的首批省级分支机构，业

务、财务实行集中管理模式，内控体系完善。分公司

总部坐落于上海外滩，选址黄浦江畔福佑路８号的

中国人保寿险大厦，目前下辖１１个分支机构，包括６

家支公司、５家营销服务部，服务网点覆盖全市，通

过柜面、电话、互联网、移动ＡＰＰ、客户端、银行合作

网点以及各渠道超过２０００多名销售人员为客户提

供“无忧”系列、“百万守护”系列、人保福产品组合等

２００多款保险产品和服务。

２０２０年，在复杂的经济形势、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上海市分公司在提高业绩、做

细业务、提升盈利能力、推进精细化管理等方面攻坚

克难，主要业绩指标良好，保持较高利润水平，取得了

建司１３年来最好成绩。其中标准保费、首年期交和

１０年期以上的完成率和增长率均在人保寿险系统

中位列前五；１０年及以上首年期缴保费在主要同业

市场中排名第五，呈稳定上升趋势；累计创费（佣）同

比增长５２．６４％，综合投产比（含专项）３０．７３％，同比

增长９．５２个百分点。客户服务方面，２０２０年，公司

共计为客户办理理赔案件１８．８５万件，理赔总金额

达１０７４５万元；简易和常规案件的理赔时效为２．０

天，批次案件的理赔时效为４．８天；同时，实施“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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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活动，以“让客户感知人民保险温度提升”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显著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为５００余

名客户提升服务，涉及保单数量６００余件。

上海市分公司肩负“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光

荣使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品质生活，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民生工程和公

益事业，全力以赴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２０２０年，为１００余家中小单位提供了新冠疫情专属

保障方案，涉及员工２万余人，提供风险保障金额超

４０亿元；累计赠送个人新冠肺炎保障方案近５０００

份，提供风险保障近１０亿元。未来，上海市分公司

将进一步响应党和国家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号召，

持续助力国家健康养老产业，为创造和谐社会贡献

力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周全的风险解决方案和

财务保全传承解决方案。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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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财产保险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财险上海分公

司”或“公司”）以人保集团“卓越保险战略”为引领，

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业务发展，落实“六稳”

“六保”，为国家担当，对社会尽责，全年保费规模９０

亿元，市场份额位居前三；全年承担风险责任金额

４１．７万亿元，处理赔案７２万件，支付赔款５０．７９亿

元，纳税金额６．６３亿元，坚定践行中管金融央企的

初心和使命。

坚持“为党工作”，切实践行“央企初心”，改设

“虹桥商务区营业部”“临港新片区支公司”等机构，

主动参与长三角一体化、虹桥商务区、临港新片区规

划建设，全力推进“保险机制助力上海市政府职能转

变”服务清单的建立；设立中国人保上海区域工委，

加强与地方党政的合作，研究制定专属金融综合服

务方案；注重党建引领，加强社会责任引导，向医护

人员、公司客户赠送新冠肺炎责任保障，覆盖约２０

万人次；组建青年突击队，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为旅行社、运输车辆等客户免费顺延保险期限，

等同减免保费７００余万元；开发和推进７款复工复

产专项保障方案，总保障金额超过５６亿元。

坚持“为国经营”，坚定护航“国之重器”，全力服

务实体经济，为上海机场、振华重工等区域龙头企业

保驾护航；全力服务社会治理，与高校、企业联合建

立人工智能联合研究中心，升级ＩＤＩ拓展平台实现

保费１．９３亿元，深度参与医疗、校园、食品等领域，

实现保费３．１４亿元；全力服务模式创新，完成电梯

卫士系统与上海市智慧电梯管理平台对接，落地７

个新模式试点；全力服务科技创新，出资３０亿元设

立科创基金，科技保险产品已纳入“长三角科技金融

创新圈”目录范畴，全年审批通过科技履约贷承保项

目７２个，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承保融资１．６５亿元；

全力服务绿色产业，加快风电产业布局，新保江苏华

威启东、协鑫如东等海上风电场，承保风电船船壳

险；全力护航国之重器，新保大型首台套项目５３个，

实现保费１．８２亿元，年度补贴通过率８３％。其中包

括承保亚太６Ｄ卫星发射险、外高桥船厂豪华邮轮船

建险等标志性项目；深化与上海电力、上海建工等大

型海外总包企业合作，开拓了上海电气巴基斯坦塔

尔煤矿与电厂工程险等新业务。

坚持“为民保险”，深入推进“温暖工程”，拓宽

“保险＋期货”服务范围，覆盖３个交易所、８个产

品，中标“保险＋期货”项目２０余个，为３２万户农户

提供风险保障１２．５５亿元；实现大病保险新突破，拓

宽商业健康险覆盖面，成功中标杨浦区民政局社保

项目，再次成功中标上海市大病保险经办项目，推进

上海市医保账户购买商业健康险项目；落地人伤“到

家调解”，针对老年客户及伤者提供“到家调解”１６

次；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制度体系，２０２０年

ＮＰＳ值５０．０１％，同比提升１４．１５个百分点；持续推

进“雷霆行动”，打击欺诈修理厂１３家，处理各类违

法违纪人员６３人，深化反欺诈平台应用，与黄浦警

方配合破获欺诈团伙；推动“温暖工程”落地，加大宣

传力度，发布“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主题广告，

推出“温暖”号申城观光巴士，深化品牌输出，切实践

行做“有温度的人民保险”的承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产险上海分公司”或“公司”）是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设立的二级机

构，成立于１９９４年。自成立以来，平安产险上海分

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根据银保监统信数据显示，自

２０１０年起，公司保费规模持续位居上海财产保险市



场首位。同时，公司积极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客户体

验，不忘初心，回馈社会。

公司经营业务范围涵盖车险、财产险、工程险、

货运险、责任险及意外健康险等一切法定产险业务

及国际再保险业务，近年又适时开发推出了诉讼保

全责任保险、建筑质量保证保险、出口贸易信用保

险、关税保证保险、建设工程履约保证保险、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个人借款人综合保险、专利

保险、网络安全保险、银行卡持卡人意外保险、网络

订餐配送人员意外保险、预订取消类保险、医疗美容

意外保险、驾乘人员意外保险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新

险种，目前经营的险种已达２００多个。

平安产险上海分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不断探索创新理赔服务模式，持

续提升客户理赔体验。在车险理赔方面，公司再次

突破传统理赔流程，通过智能机器人、ＯＣＲ等技术

实现定损、审核等环节流程自动化与智能化，推出

“一键理赔”服务，打造简单、便捷、透明的全流程线

上理赔新模式。同时，公司聚焦不同客户在不同场

景下的服务痛点及需求，通过智能决策引擎分客群

场景匹配服务产品，搭建前置化、智能化的“客户理

赔服务”专属应用体系，打造“一客户一场景一服务

一模式”的精准服务，客户满意度达８８．２％。财产

险理赔方面，公司创新推出了财产险人伤医疗案件

ＯＣＲ自动识别，并将ＯＣＲ、ＡＩ、核赔三者结合，建立

“基于ＩＣＲ的人伤智能核赔风控系统”，不断加强新

科技应用，提升客户体验。同时，公司基于行业、业

务、场景特性预设埋点，迅速识别风险单位及场景，

通过迅捷风控引擎，建立精准、细化、完善的专属风

控体系。

平安产险上海分公司坚持合规发展、守法经营，

以专业的技能、优良的服务在上海地区树立了良好

的形象，先后承保了一大批在上海地区乃至全国有

影响的、社会效益显著的重要项目：上海铁路局车

险、宝钢车险、上海邮政车险以及上海中心大厦、长

江隧桥上海段、上海金茂大厦、浦东国际机场、上海

迪斯尼园区、上海地铁轨道交通等一大批上海著名

标的以及上海市中小学校方综合责任险、高校校方

综合责任险、专业运动员综合意外险、上海海关综合

意外险等重大保险项目。

凭借突出的市场业绩和服务创新，平安产险上

海分公司在２０２０年斩获多项荣誉。获２０２０上海市

单用途预付卡行业“抗疫奉献”标兵企业、２０２０年上

海市交通安全公益宣传倡议单位、第十四届上海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洽谈会暨论坛优秀参展机构。在第

二十七届“蓝天下的至爱”慈善活动开幕式暨第六届

“上海公益微电影节”颁奖典礼上，作为公益支持企

业参与的《上海之光｜有侬很安心》获最佳公益微电

影三等奖。在“上海保险行业发展论坛暨第十一届

上海保险行业年度大奖颁奖典礼”上，“平安爱宠医

保计划”获“最佳创新保险产品年度大奖”。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４年９

月，是中国第一家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总部设立

在上海。２０１９年３月，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安信农险上海分公司”或

“公司”）成立。公司秉持服务“三农”使命，紧贴农

业、农村、农民的保险需求，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经济

发展，不断探索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发展

之路。

２０２０年，安信农险上海分公司实现总保费收入

１２．６２亿元，其中农险保费７．９０亿元、商险保费

４．７１亿元。面对上海地区农业保险发展瓶颈等问

题，公司直面困难，坚持开拓创新，深挖可保资源，有

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黑格比”台风等突发事件，贯

彻高质量发展，坚持有效益、可持续、精细化的经营

管理模式。

【坚持创新驱动】 年内共开发绿肥种植费用补

偿保险、耕地土壤病害防治费用补偿保险、优质稻米

价格保险、草莓价格保险等创新险种１２个，其中指

数类保险９个。创新“基本险＋商业险”，在生猪养

殖险、能繁母猪险迭加商业性生猪提标险、商业性能

繁母猪ＰＳＹ值保险、商业性仔猪保险、无害化转移

支付。同时，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推进“银行＋

担保＋保险”和“银行＋保险＋知识产权”，在支农和

支小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聚焦市场导向】 成功落地上海市安全责任保

险项目，市场占有率４２％；全面推广农村综合帮扶

保险项目，涉及低收入人群约６万人，获得广泛认可

与好评；试点开展“菜篮子”价格指数保险项目，帮助

解决物价周期性上涨对农村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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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同时，贯彻落实集团协同发展战略，与太保产险

上海分公司、寿险上海分公司通过融合发展，在多个

大型商业保险项目上互惠互通、合作共赢。

【服务社会民生】 ２０２０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严峻考验，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坚持业务经营

和疫情防控两手抓。公司积极探索保险助力政府应

对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新路径，量身打造“农供

保”专属方案，为农产品“保供稳价”保驾护航，聚焦

主粮、蔬菜、肉蛋奶和水果４类主副食品，覆盖生产

和流通环节，重点推出针对农业企业的复工复产保

险、农产品食品安全保险、蔬菜价格指数保险及菜篮

子物价指数保险等产品，保障惠及城市低收入人群、

疫情隔离人群、疫情感染人群三类人群。

２０２１年１月，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更名为：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未来，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将继续聚焦做优做强农险主业，充

分发挥公司创新发展基因，实现专业化转型发展，做

传统农险的示范者、农险创新的引领者、农险高质量

发展的实践者。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美亚保险为美国国际集团（ＡＩＧ）旗下成员，是

一家在中国注册的财产保险公司，目前在北京市、上

海市、广东省、深圳市、江苏省和浙江省设有７家省

级分支机构，其中包括美亚航运保险运营中心。美

亚保险也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外商独资财产保险公司

之一。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美亚上分”）成立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８日，是美亚财产

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亚保险”）在上海设立的

分公司。美亚上分在上海行政区域内经营的保险业

务主要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

证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通过ＡＩＧ广泛的全球财产责任险网络，美亚上

分为个人和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产品和服务，包括

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防损减灾及境外旅行保险

服务等。凭借其丰富的全球资源、广泛经验以及分

析洞察能力来满足当地市场需要，并实现在中国市

场可持续的长期发展。

２０２０年，美亚上分经营稳健，赔付率及综合成

本率指标良好，偿付能力充足。全年实现总保费收

入１１．１２亿元，净赔款支出３．３９亿元，综合成本率

４７．４％。

２０２０年，美亚上分业务发展稳定，按业务险种

划分责任险为第一险种，总保费收入７．２３亿元，占

比６５．０％；企业财产保险居第二，总保费为１．７４亿

元，占比１５．７％；信用保险位居第三，总保费为０．５６

亿元，占比５．０％。

【积极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２０２０年，美

亚上分继续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建设，

包括对产品开发、销售、售后服务的全流程开展消

费者权益保护审查；进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和知

识的宣传推广及培训；规范各销售渠道的销售行

为等。

【完善公司合规管理机制】 ２０２０年，美亚上分

秉承诚信合规的经营理念，进一步建立健全合规管

理制度，开展合规审核、合规检查、合规风险监测、合

规考核以及合规培训等一系列合规工作。

【注重企业社会责任】 ２０２０年，美亚上分致力

于宣传“守信用、担风险、重服务、合规范”的核心价

值理念，积极保障员工基本权益，通过制度建设和各

类培训，为员工提供平等发展机会。充分发挥员工

技能、经验、知识和热情，聚焦社会需求，通过共同抗

疫“守望计划”公益校招、向美亚保险希望小学捐资

捐物、慈善基金捐赠等活动，传递“保险让生活更美

好”这一美好愿景。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由国家出资设立、支

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

位的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８日正

式挂牌运营，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分公司”）作为中国信

保首批成立的一级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上海地区信

用保险工作。２０２０年，分公司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

分发挥“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性职能，迎难而上，勇担

重任，为助力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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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积极贡献，取得明显成效。

２０２０年，分公司支持外经贸规模达４１７．３亿美

元，为“六稳”“六保”作出了积极贡献；支持本市４６０

家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５７．３亿

美元，服务出口企业的广度、深度进一步提高，为

８９４１家企业提供信用保险及风险管理支持，同比增

长２４％，政策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帮助企业新开发

海外客户１．８５万家，批复买家授信额度１８１．７亿美

元，实现新增出口２７０亿美元；服务支持小微企业

７６８８家，主动实施阶段性降费，为企业降低成本

１７４２万元，稳定就业近２２万人；积极应对和化解风

险，充分发挥损失补偿和风险管理作用，多措并举帮

助企业化解近１１亿元的应收账款风险，有效缓解了

企业的财务压力，赢得市场的高度认同。

２０２０年，分公司先后获“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集体”称号、“上海金融‘五一’劳动奖章”等

多项荣誉。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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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互联网保险公司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

安保险”或“公司”）作为保险科技的开拓者和先行者，

始终坚持科技与保险深度融合，不断精进科技力、产

品力、品牌力。公司坚持有质量的增长，２０２０年实现

保费收入１６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４％，保费规模首次进

入全国财险市场前十，位列第九位。受益于坚持有质

量的增长及科技驱动的降本增效，２０２０年，全年综合成

本率１０２．５％，较２０１９年的１１３．３％下降１０．８个百分

点；承保亏损人民币４．１亿元，同比减亏１２．９亿元。

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众安保险“不

在一线，却一直在线”，陆续推出近２０项抗疫举措，

助力疫情防控。５月，众安保险响应国家发改委倡

议，成为首批国家数字化转型伙伴，支持中小微企业

数字化转型；２０２０年年底，公司完成了近１０亿美元

高级无抵押债券发行，创下全球保险科技行业最高

融资纪录；实现了Ｈ股全流通，为众安保险下一步

发展和战略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公司也在

不断拓宽发展新路径：２０２０年３月，众安银行成为

香港首家正式营业的虚拟银行；５月，众安人寿获香

港保险业监管局授予的全数码化保险公司牌照，并

于当月迅速开业。

２０２０年，公司的健康生态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

下保持高速增长，不断拓展健康保障范围，加速迭代

产品，５年来“尊享ｅ生”已经完成１９次迭代；在业务

质量上，健康险持续优化业务结构，通过采取减少赔

付率较高的健康险团险业务等经营策略，持续改善

赔付率。此外，众安布局“保险保障＋医疗服务”的

健康生态闭环，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在数字生活生态方面，众安保险迅速响应新冠

肺炎疫情对生活消费模式的改变，上线新冠肺炎特

别保障、新冠肺炎疫苗意外综合保险、营业中断险等

创新产品。此外，公司在大力拓展退运险业务的同

时也积极挖掘特色保障需求，进一步为用户提供宠

物、家庭财产、手机碎屏等风险保障服务。碎屏险保

费破亿元，宠物险已服务百万宠物主，并联合杭州市

政府、绍兴市政府推广智慧养宠服务。

在消费金融生态方面，２０２０年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及复杂的国际形势，众安保险主动收紧风控标准、

严格监控底层资产风险表现，并相应缩减业务规模；

通过精细化管理和高标准风险经营，持续增强后台

成本管控，优化风险管理水平，实现了赔付率的大幅

改善。

在车险生态方面，众安仍保持与平安的共保合

作模式，利用自身的互联网优势及合作方线下资源，

适应车险综改趋势，不断完善互联网销售和服务体

系，持续推动新能源车险、里程保险等车险创新产品

的开发研究，为车主提供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车险创

新产品。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四、 保险自律组织

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

２０２０年，在上海银保监局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各

会员单位大力支持下，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在规范

推进党支部建设、新冠疫情防控、发挥行业自律作

用、联动推进清廉金融文化建设、构建行业宣传平台

等方面较好完成各项任务目标。

【党建引领】

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组

织建设，把牢政治方向，压实工作责任，落实各项政

治任务：加强新冠疫情各项防控部署，巡察整改各

项要求，坚持勤俭节约、制止餐饮浪费任务，完成行

业降费让利任务。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内控合

规，完善民主议事决策制度，推进“双一流”发展。建

立健全各类工作制度，加强制度学习和制度执行，加

强纪律和作风建设，强化责任担当。三是监管、行

业、机构“三位一体”有效推动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在银保监局纪委办指导下，深入开展行业清廉金融

文化建设“一个理念、一个公约、一本文集、一堂廉

课”４个规定工作和“一个调研、一个竞赛”保险业专

属２项活动。

【服务行业】

一是加强自律，有效规范市场秩序。推动车险

综合改革和“代位求偿”落地，组建出租车共保体；推

动从业人员流动自律全渠道管理，修订严重违纪违

规通报管理办法、诚信服务承诺书签订规则等；加强

健康调查介绍信管理，建立上海保险业医疗健康调

查事务联络监督机制。二是深入维权，有效维护行

业及消费者权益。与市经侦总队签署新版“保险反

欺诈”工作交流合作机制协议，并共同开发“保险欺

诈风险研判系统”；在行业内开展航延险欺诈风险排

查和线索串并，助力上海警方捣毁４个诈骗团伙；信

访投诉调解、与法院诉调对接工作扎实有效；交警驻

点调解工作获肯定，获锦旗１１面、表扬信４封。三

是优化服务，提升会员满意度。在信息平台方面，与

公安建立建设反欺研判平台；建立“恶意投诉信息共

享”系统平台；深化“上海快处易赔”交通事故处理平

台的便民性工作，该平台已成为上海市快速处理交

通事故的重要工具。桥梁纽带作用方面，与监管、消

保委、税务、公安等政府部门建立对口联系及相关工

作机制，积极解决消费者关心的市场热点、难点。在

培训平台方面，创新打造“上海保险直播间”线上培

训新模式，联合税务、经侦、网安、检察院、高校等专

家学者等，全年举办１３期活动。在宣传平台方面，

开办《上海保险行业资讯》电子期刊；升级改造微信

公众号和网站，公众号２０２０年度关注新增人数近５

万人，涨幅超过１８０％；以“快处易赔”系统上线四周

年和“服务‘六稳’‘六保’大局 推动上海保险业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召开２场新闻通气会；组织记者团，

开展“保险服务进博会３．０版调研式采访”。通过

“线上＋线下”开展“３·１５”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周、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

等，大力弘扬行业核心价值理念。

（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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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中心）市场运行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主要工作及重要事件】

２０２０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

心”）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稳妥

有序、全面推进本外币市场建设。银行间市场经受

住了疫情冲击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考验，利率汇率

运行指标稳健，交易规模继续扩大，境内外市场参与

者稳步增长。

２０２０年，银行间市场累计成交１６１８．２万亿元，

同比增长１１．２％。其中，货币市场成交１１０６．９万

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０％；债券市场成交２４０．３万亿

元，同比增长１０．０％；外汇即期市场成交５９．０万亿

元，同比增长５．４％；利率衍生品市场成交２０．１万亿

元，同比增长８．０％；汇率衍生品市场成交１２１．４万

亿元，同比增长１．３％；外币货币市场成交７０．５万亿

元，同比微降０．８％。截至年末，银行间本币市场成

员３６９４３家，较上年末增加６５９７家；银行间外汇市

场会员７３５家，较上年末增加２４家。

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在新冠疫情

冲击下，货币市场利率中枢在１—４月份整体下行后

稳步回升，年末呈宽幅波动；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成效

显著，成交量同比大增；信用债违约事件爆发后，信

用利差年内两度走扩；利率衍生品市场成交规模稳

步上升，呈现Ｖ型走势的宽幅震荡行情。人民币汇

率先弱后强，三季度快速升值后盘整至年末；汇率政

策回归中性，基本面与资本市场共同影响汇率；双向

波动下汇率影响因素具有时变特征，不同阶段主导

因素迥异；外汇市场总成交量实现增长，外币对市场

保持较快增速。

银行间市场建设稳步推进，本外币市场发挥合

力高效服务全球投资者。现券交易时间延长至

２０：００，ＣＩＢＭＤｉｒｅｃｔ直接交易服务成功落地，推出特

殊结算周期和循环结算服务，汇兑流程进一步便利

化。新本币平台主体功能成功上线，系统性能大幅

度提升。搭建开放平台客户端，拓展ｉＤｅａｌ功能。完

善做市机制，不断创新Ｘ系列产品。ＣＦＥＴＳ同业存

款正式上线，编制发布高等级ＣＤＳ指数，优化多种

产品交易机制。外汇市场成功上线银企交易平台，

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坚持科技赋能，推进交易平台

接口建设。上线主经纪业务、外币对撮合交易，优化

外币回购业务清算结算流程，推出挂钩新国际基准

利率的外币产品。

（一）本币市场

１．扎实推进制度建设

２０２０年，交易中心在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继

续发挥重要作用，助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让利实体

经济，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具体而言，ＬＰＲ

改革方面，配合做好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

换工作，确保顺利完成。ＬＰＲ每月按时发布，报价

较年初下行。存款利率自律管理方面，压降不规范

存款“创新”产品，引导优化大额存单定价，监测并处

理互联网平台存款的不当定价行为，将结构性存款

保底收益率纳入自律管理。国际基准利率转换方

面，参与起草国际基准利率改革白皮书，制定转换路

线图和转换方案，形成基准转换协议模板。明示贷

款年化利率方面，制定计算规则和展示模板，基本完

成银行体系的贷款和信用卡业务的年化利率明示

工作。

２．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

２０２０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进程明显提

速，中国国债被全球三大主要债券指数悉数纳入。

境外主体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日益增多，利率互换衍

生品作为利率风险对冲的重要工具也从中受益，参

与主体进一步拓展。为更好地满足境外投资者交易

需求，交易中心将债券市场Ｔ＋１及以上的现券交易

时间延长至２０：００，便利更多时区的全球投资者参

与中国市场。推出特殊结算周期和循环结算服务，

满足多样化的交易结算需求。ＣＩＢＭＤｉｒｅｃｔ直接交



易服务成功落地，提升交投效率。通过ｉＤｅａｌ一级承

分销服务，便利境外机构跨境认购境内债券。

３．交易平台整体升级

本币新平台主体功能成功上线，系统性能大幅

提升。推出做市商报价和报价板，优化做市商客户

管理工具。推进开放客户端建设，拓展旗舰店模式；

推广交易接口，探索智能交易。

４．产品和交易机制创新发展

ＣＦＥＴＳ同业存款业务正式上线，推出ＬＰＲ利

率期权、标准化票据创设交易服务、农发标债远期业

务；发布“ＣＦＥＴＳ ＳＣＨ ＧＴＪＡ”高等级ＣＤＳ指数，

组织机构每日报价。拓展ｉＤｅａｌ功能：优化ＲＦＱ报

价、增加衍生品报价板，上线ｅＢｏｎｄ、兴业研究等机

构工作台应用。

完善做市机制，发布现券做市商业务操作指引。

实现国债、国开债做市支持双向、多券种操作，推出

做市分层报价和做市机构报价板。推出利率期权、

利率互换请求报价、质押式回购请求报价和分仓服

务；上线农发标债合约，新增同业存单路演，ｉＤｅａｌ推

出ＡＢＳ发行前服务。

不断创新Ｘ系列交易。推广Ｘ ｂｏｎｄ交易接

口，ＡＰＩ订单占比快速增加；债券匿名拍卖 Ｘ

Ａｕｃｔｉｏｎ常态化月拍和全流程线上化；创新债券匿名

询价机制 Ｘ Ｂａｒｇａｉｎ，受到机构欢迎。优化 Ｘ

Ｒｅｐｏ，调整盘前报价机构。Ｘ Ｓｗａｐ新增智能撮合、

聚合行情，Ｘ Ｌｅｎｄｉｎｇ上线意向转成交功能。

５．服务市场水平不断提升

配合金融支持防疫，为湖北市场成员减免费用；

开通服务绿色通道，主动解决机构难题。推出防疫

存单，支持１０９家机构成功发行１３６期防疫专项

存单。

搭建新型沟通平台，推出外滩夜话、外滩夜走等

精品项目。创新办会与培训形式，推出“本币云课

堂”“竹枝讲席”等内容。发挥微信公众号线上服务

功能，发布“应知应会”系列。

开展“服务于一线、问计于市场”活动，走访机

构、主动营销。优化境外投资者服务，加强对报价商

群体的服务。

（二）外汇市场

１．扎实推进制度建设

根据外汇局《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指引》修改

和发布计划，配合修订银行间外汇市场评优办法和

实施细则，完善考评指标和报表功能；协助外汇局完

成两年一度的做市商调整。

开发外汇交易后领域３４条报文，并通过中国金

融业通用报文库入库验证，成为首批与ＩＳＯ２００２２接

轨的交易后处理领域中国通用报文标准最佳实践。

推动制定外汇市场双边确认和货币掉期利息计算两

项新标准，进一步规范外汇市场交易后业务规则，完

善争议解决机制，提高业务效率。

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发布《外汇市场自律机制风

险信息共享工作指引》《外汇市场自律机制自律管理

措施工作指引》（修订版）、《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

成员自律行为评估办法》（修订版），进一步完善外汇

自律工作机制。

２．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

境外机构入市数量稳定增长。引入ＸＴＸ成为

外币对市场首家非银机构做市商，完成３家境外央

行类机构、５家境外参加行入市和１家清算行衍生

品入市，外币拆借市场新增１８家境外机构和３家自

贸区会员。

完善债券市场境外投资者汇兑流程。ＣＩＢＭ

Ｄｉｒｅｃｔ项下推出主经纪模式，提供接轨国际惯例的

交易解决方案；同时，扩展通过银行对客市场进行汇

率风险管理时的交易对手数量，境外投资者可作为

客户与不超过三家境内金融机构直接开展外汇交

易。债券通项下，投资者可选择不超过三家香港结

算行办理资金汇兑和外汇风险对冲业务。

３．交易平台持续优化

服务实体经济，成功上线银企交易平台。１１月

２日，交易中心正式推出银企外汇交易服务平台。

银企平台通过独立于银行间交易的专用模块为银行

对客结售汇业务提供电子化平台，支持实时询价、点

击成交等多种模式，提供风险管理、做市接口和数据

直通式处理等全流程服务。

坚持科技赋能，优化接口建设。在外币对市场

推出交易接口，支持即期、远期、掉期等品种。在期

权市场推出报价接口，支持机构对各货币对标准期

限、标准波动率品种进行持续双边买卖报价。

４．产品和交易机制不断创新

上线外币对撮合交易，覆盖外币对即期市场和

掉期市场。在ＥＵＲ／ＣＮＹ、ＪＰＹ／ＣＮＹ、ＨＫＤ／ＣＮＹ、

ＳＧＤ／ＣＮＹ和ＡＵＤ／ＣＮＹ五个非美货币对上线询价

点击成交功能，增加价格透明度，提高交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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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以境外外币债为抵押品的外币回购代收发

报文业务。参与机构通过外汇交易系统达成回购交

易后，交易中心根据机构授权代发结算指令报文至

相应境外托管机构，实现交易与结算的直通式处理。

拓展外币回购结算方式。与上海清算所合作，针对

跨币种抵押融资产品的难点，在尊重市场交易习惯

的基础上，推出外币质押式回购首期见款付券、到期

见券付款、券款对付（ＤＶＰ）结算，以及一揽子交易和

债券估值、结算状态等信息服务。放开外币回购首

期结算日期限制、提升外币买断式回购标的券数量

上限，外币回购市场参与者的交易结算灵活性显著

提高。

外币货币市场与新国际基准利率接轨。密切跟

踪基准利率改革进展，在货币掉期、外币利率互换中

的外币端增加美元担保隔夜融资利率（ＳＯＦＲ）、境内

美元同业拆放参考利率（ＣＩＲＯＲ）、英镑隔夜指数平

均值（ＳＯＮＩＡ）、欧元短期利率（ＥＳＴＥＲ）及东京隔夜

平均利率（ＴＯＮＡＲ）等新的外币浮动基准利率。

推动即时通信工具ｉＤｅａｌ向交易辅助工具转型。

在ｉＤｅａｌ上推出外汇经纪报价和外汇经纪一站式直

通服务，汇聚五家货币经纪报价，支持外汇远期和掉

期在ｉＤｅａｌ上完成交易全流程。丰富ｉＤｅａｌ信息行

情，在工作台中推出市场深度行情，支持图表分析。

５．服务市场出实招、显实效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摸排湖北地区会员的交易需

求，跟进复工进度。主动了解境外重点机构的交易

状况和困难，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

加强市场沟通，利用直播平台和集团公司合作

举办４场艺术沙龙活动，举办线上年度交流会和多

场线上座谈会。制定线上交易员培训方案，创新推

出线上培训交易员电子证书号，不间断提供银行间

外汇市场培训服务。

完善 银 行 间 外 汇 市 场 电 子 化 服 务 平 台

（ｉＳｕｐｐｏｒｔ）的功能，更新发布《银行间外汇市场入市

及服务指引》。

【市场运行情况】

（一）货币市场

２０２０年，银行间货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各品

种交投活跃，交易规模再创新高，利率中枢呈Ｖ型

走势，整体有所下行。货币市场成交进一步向质押

式回购集中，回购交易中利率债押品占比提升，存款

类机构间质押式回购利率（ＤＲ）波动较质押式回购

全市场利率（Ｒ）更稳定，大型商业银行资金融出占

比进一步提高，同业存单发行期限向短端倾斜，信用

利差走阔后收窄。交易中心一如既往推动货币市场

发展，创新性推出回购请求报价交易机制，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推出ＣＦＥＴＳ同业存单助力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推出存单路演完善存单全周期闭环服务。

１．市场稳中有进，规模持续提升

２０２０年，银行间货币市场全年发行、交易量合

计１１２６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４％；日均交易４．５万亿

元，较上年增加０．５万亿元。其中，质押式回购全年

成交９５３万亿元，在货币市场中占比８４％，规模较上

年增长１８％；信用拆借和买断式回购交易量分别为

１４７万亿元和９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３％和２６％；

同业存单发行量为１９万亿元，同比增长６％。在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银行间货币市场保持稳中有进

的发展态势，为货币政策有效传导和疫情防控提供

了有效支撑，为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适宜的金融

环境。

２．市场利率呈Ｖ型走势，整体有所下行

２０２０年，面对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人民银行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前瞻性引导利率下降。

２０２０年，存款类机构７天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

（ＤＲ００７）均值为２．１２％，较２０１９年降低４６个基点。

受疫情冲击、经济环境变化及货币政策调整等因素

影响，年内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整体呈Ｖ型走势。

其中，１—４月，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人民

银行通过降准、中期借贷便利及公开市场操作等为

银行间市场提供流动性，市场利率快速下行，４月

ＤＲ００７均值达到１．５４％，较１月下降９５个基点。随

着经济活动复苏和疫情影响减弱，货币政策调控回

归正常化，市场利率有所回升，１２月ＤＲ００７均值为

２．１％。从波动幅度上看，２０２０年ＤＲ００７日加权平

均利率的极差①扩大至１６５个基点，较上年增加３３

个基点；波动标准差②扩大至０．３４，较上年增加

０．１４。

（二）债券市场

２０２０年，债券市场平稳发展，市场规模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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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投资者不断扩容，产品类型继续丰富，市场机制

不断创新，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市场深度和广度进一

步提高，有效满足了各类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和各

类投资主体的资产配置需求，有力促进了实体经济

发展。截至２０２０年末，银行间债券市场余额达到９８

万亿元，占中国债券市场存量的８６％。

１．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２０２０年，债券市场总计成交２４１万亿元，同比

增长１０％。其中，现券成交２３３万亿元，同比增长

９％；债券借贷成交７．５万亿元，同比增长６３％；预发

行成交８９．５亿元，同比下降４５％。

２．参与主体进一步增加

２０２０年，市场新增法人２８８家，新增产品６３１０

个，截至年末，市场成员总数突破３．７万家。成员类

型更为广泛，涵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

法人机构和基金、保险、信托等各类非法人产品。

３．收益率呈现先抑后扬走势

２０２０年，债券市场收益率先下后上，在新冠疫情

期间有力支持实际经济融资需求。截至１２月末，１

年期、１０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收于２．４７％、３．１４％，

较上年末分别上行约１１ＢＰ和１ＢＰ，曲线趋于平坦

化。整体上看，市场全年走势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年初至４月末，受突发新冠疫情冲

击、央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市场避险情

绪抬升等因素的影响，收益率大幅下行。３—４月，

信用债净融资额创阶段新高，债券市场为实体经济

融资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阶段为５—１１月，受国内疫情防控得力、基

本面企稳预期升温、市场流动性宽松预期收敛、债券

供给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收益率整体上行。特别

是１０月下旬以来，信用风险事件导致投资者抛售债

券，１０年期国债收益率最高升至３．３５％，较年内低

点大幅上行８７ＢＰ；１年期国债最高升至２．９７％，较

年内低点大幅上行１８５ＢＰ。

第三阶段为１２月，债券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下

行。２０２０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政策“不急转

弯”的基调提振市场信心，加之央行大幅增加流动性

投放力度、ＭＬＦ续作规模创历史新高、隔夜回购利

率创历史新低等因素综合影响，债市做多情绪升温，

债券收益率大幅下行。

（三）外汇市场

２０２０年，外汇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市场成交量

小幅增长，人民币汇率先弱后强；外汇衍生品交易活

跃度与上年持平；外币对市场交易模式序列不断完

善，流动性持续改善；外币货币市场流动性充裕，美

元拆借利率大幅下行。产品服务持续创新，做市商

制度持续优化，市场对外开放力度持续加大，境内外

币利率市场平稳发展，市场自主定价和抗冲击能力

提升。

２０２０年，银行间外汇市场累计成交３６万亿美

元，同比增长２％。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人民币外汇市场

会员７３５家，较上年末增加２４家；外币对市场会员

２２５家，较上年末增加１７家；外币货币市场会员５９５

家，较上年末增加３８家。新增会员主要为境外机构、

非银机构和中小银行，市场参与者类型进一步丰富。

１．人民币外汇即期市场

（１）市场交易量小幅提升。２０２０年，人民币外

汇即期成交８万亿美元，日均３２５亿美元，同比增长

６％。分月度看，最高为１２月，日均成交５０８亿美

元；最低为２月，日均成交２１７亿美元。年初即期市

场交易量一度萎缩，３月中旬汇率“破７”后，交易量

并未显著放大，１１月以来伴随年末效应、汇率走势

企稳等因素，交易量升至年内高点。

（２）人民币汇率先弱后强。２０２０年，中美双边

关系变化及全球疫情发展两方面因素主导人民币即

期汇率走势，人民币汇率先弱后强。５月２８日，银

行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于７．１６００，为年内最弱；

１２月２５日收于６．５２４１，为年内最强，同时为２０１８

年６月以来汇率收盘最低；年末收于６．５３９８，较上

年末升值４２６４ＢＰＳ，同比升值６．５２％。全年银行间

人民币对美元加权平均汇率６．８６２４，较上年升值

０．６４％。年末，ＣＦＥＴＳ、ＢＩＳ货币篮子和ＳＤＲ货币篮

子人民币汇率指数分别收于９４．８４、９８．６８和９４．２３，

较上年末分别上升３．７８％、３．７８％和２．６４％。

２．外币对市场

２０２０年，外币对市场相继推出即期撮合及掉期

撮合模式，交易模式序列不断完善，流动性持续改

善，参与机构进一步扩容。全年，市场累计成交

８１０９亿美元，日均３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１％。年

末，外币对市场做市商２６家，较上年末增加２家；会

员２２５家，较上年末增加１７家，其中境外会员４家、

自贸区会员１家。

３．外币利率市场

（１）市场流动性充裕。２０２０年，境内外币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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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流动性充裕，外币利率市场交易增长迅速，累计

成交１０万亿美元，日均４２０亿美元，同比略降

０．４％。其中，外币拆借日均成交４１５亿美元，同比

下降１％；外币回购日均成交５亿美元，同比增长

２９％；外币利率互换成交２．１亿，同比增长１４．３９％；

外币同业存款成交１．１２亿，同比增长５．６６％。从交

易期限分布看，隔夜交易仍为主体，占比８７％，较上

年下降２个百分点；隔夜至１个月以内交易稳中有

升，占比１１％，较上年上升１个百分点；１—３个月中

等期限交易占比稳定在１％，３个月以上中长期限交

易占比０．６％，较上年略有上升。年末，外币利率市

场共有会员５９５家，较上年末增加３８家，其中境外会

员６６家、自贸区会员４家。

（２）美元拆借利率大幅下行。２０２０年，美元流

动性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长期宽松，境内美元拆借

利率大幅下行至历史低位。与境外相比，境内美元

拆借隔夜利率波动较小，且自６月起持续低于境外

利率，９月以来长期稳定于０．０１％低位，境内美元流

动性较境外更为宽裕；由于中长期限上成交较少，因

此中长期限利率易受高信用风险主体交易的影响出

现较大波幅。年末，隔夜、１周、１个月、３个月和６个

月银行间成交利率分别报０．０１％、０．０５％、０．１１％、

０．３％、０．３５％和０．５７％，较上年末分别大幅下行

１４３、１９１、１６７、２００和１７８个基点。

（四）衍生品市场

２０２０年，银行间衍生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利

率衍生品市场成交量稳步上升，人民币外汇衍生品

市场交易活跃度保持稳定。市场参与者对于信用风

险管理意识进一步提高，市场参与主体进一步丰富。

交易中心持续不断推动衍生品市场发展，完善银行

间市场产品序列，推出利率期权，持续优化标准债券

远期合约，支持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完善衍生品市场

交易机制。

２０２０年，衍生品市场成交量稳步上升。利率及

信用衍生品市场共计成交２０．１万亿，其中信用衍生

品各品种合计成交４７．５亿元。利率互换１年及１

年以下期限品种交易最为活跃，合约价格呈现先下

后上的“Ｖ”型走势，年内波幅较大。标准债券远期

期限结构分布更加均匀，５年期合约品种占比最高。

人民币外汇衍生品累计成交１７万亿美元，日均７００

亿美元，同比持平。

２０２０年，衍生品市场参与主体进一步丰富。利

率互换市场方面，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共有６０３家机构

通过交易中心系统进入利率互换市场，较去年底增

加１１６家。产品类参与者、城市商业银行及农村商

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入市较多，其中产品类参与

者２９７家，占比４９％；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

和农村信用联社１３３家，占比２２％。标准债券远期

市场和利率期权市场分别有７８家和１２１家入市机

构，涵盖银行、证券公司和非法人产品类等主要机构

类型。信用衍生品方面，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共有８８家

机构进入信用衍生品市场，主要参与者类型为证券

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基金公司的特定客户资产

管理业务。人民币外汇远期、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

市场会员数分别达２６６、２５９、２１３和１６３家。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上海黄金交易所

【黄金市场运行情况】

（一）上海黄金交易所市场运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上海黄金交易所（以下简称“上金所”）

有效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稳步推动业务开展，市

场运行平稳有序，清算、交割安全顺畅，交易规模持

续增长，市场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黄金、白银交易

量均居全球交易所市场第三位。

２０２０年，上金所总交易金额４３．３２万亿元，同比

增长５０．６６％。其中，黄金成交量５．８７万吨，同比下

降１４．４４％，成交额２２．５５万亿元，同比增长４．９１％；

白银成交量４２１．４７万吨，同比增长１３６．７８％，成交额

２０．７５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６．１９％；铂金成交量８４．３２

吨，同比增长９７．１５％，成交额１６４．８３亿元，同比增长

９１．４２％。上金所国际业务板块成交金额８．２６万亿

元，同比增长１２５．２４％。其中，黄金成交８０２８．８３吨，

同比下降２．０７％，成交金额３．０５万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５４％；白银成交１０４．６０万吨，同比增长３１６．９５％，成

交金额５．２１万亿元，同比增长３９５．３３％。

（二）清算、交割情况

２０２０年，资金清算量４５３２４亿元，日均清算量

１８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５９％。其中，自营资金清算

量３４７３５亿元，增长２６．２３％；会员代理１０５８９亿

元，增长８．５２％。

２０２０年，主板实物入库量共计４１０７．９５吨，同比

下降５．５２％。其中，主板黄金入库量共计１２８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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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同比下降２８．００％；铂金入库量共计４２．６０吨，同

比上升９９．４４％；白银入库量共计２７８４．７２吨，同比

上升 ９．３０％。２０２０ 年，主板实物出库量共计

３３５３．２７吨，同比上升１２．６９％。其中，主板黄金出

库量共计１２０５．３３吨，同比下降２６．５９％；铂金出库

量共计４１．３３吨，同比上升９５．９９％；白银出库量共

计２１０６．６２吨，同比上升６０．４９％。

（三）黄金投资性交易需求提升，实物交易需求

降幅较大

得益于市场行情推动投资需求增长以及手续费

优惠减免政策，黄金延期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但受

疫情期间实物需求大幅萎缩影响，黄金现货实物交

易量降幅明显，导致黄金竞价市场总体交易量微降。

熊猫金币产品的市场功能不断完善，做市商报价能

力持续增强，价格运行较为平稳，全年交易量

２９０．４０千克，同比增长１１７．３３％，共９６８０枚，成交

额１．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６．５９％。沪纽金延期产品

交投活跃，沪纽金延期合约全年成交量２０３．１６吨，

成交额８０３．１３亿元，日均成交量８３６．０３千克，日均

成交额３．３１亿元。

（四）黄金自营业务受疫情影响有所萎缩

黄金竞价交易主体中，自营成交１．１１万吨，同

比下降２１．１０％；代理成交量１．５６万吨，同比增长

１９．６３％，其中，代理机构成交量７０１６．８４吨，同比增

长１３．６０％，代理个人成交量８５９３．００吨，同比增

长２５．０５％。

【黄金市场价格分析】

（一）黄金价格创历史新高，国际金价年度涨幅

超过两成

２０２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冲击全球经济，

股票与商品市场普遍下跌，市场流动性短缺波及贵

金属市场，国际现货黄金价格最低下探至１４５１．１３

美元／盎司。３月，美联储连续推出开放式量化宽松

政策缓解全球流动性恐慌，低实际利率和通胀预期推

升现货黄金价格大幅反弹。８月上旬，国际现货黄金

最高触及２０７５．１４美元／盎司，国内现货黄金最高触

及４４９．００元／克，均创历史新高。四季度，受新冠肺

炎疫苗研发取得积极进展、市场不确定性下降等因素

影响，黄金高位回调整理。年末，国际现货黄金价格

收于１８９７．５３美元／盎司，比２０１９年末上涨３８０．３５

美元／盎司，涨幅２５．０７％。上金所黄金Ａｕ９９９９合约

年初开盘价３４１．９５元／克，全年最高价４４９．００元／

克，最低价３２７．６０元／克，振幅３５．６２％，年末收盘价

３９０．００元／克，同比上涨１４．４４％（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２０年国内外黄金价格走势图

　　（二）黄金、白银国内外价差走低

黄金国内外价差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正转

负，并徘徊在历史低位。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以来，国内实物金销售受到冲击，出现黄金现货

需求不足、供给相对过剩的情况，而国际市场受避

险需求和实物流通不畅等因素影响，对黄金的需求

比较旺盛，导致体现供求关系的敏感性指标“国内外

价差”走低，国内价格贴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

黄金国内外价差长期稳定在１～２元／克区间内，疫

情暴发后，价差于２月由正转负，并于８月１２日下

探至－２２．８８元／克的全年最低值。四季度，价差逐

渐回归，年末基本稳定在－５元／克附近。全年，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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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国内外价差平均幅度为－５．７７元／克，比去年

的２．４６元／克下跌了８．２３元／克。针对国内外黄金

价格出现历史上首次大幅倒挂情况，上金所调降延

期市场递延费率，及时采取窗口指导措施，积极发挥

银行的做市商作用，缓释市场价格倒挂风险，降低国

际极端行情对我市场的负面冲击。全年，白银的国

内外价差平均幅度为１２３．８２元／千克，同比缩小

１５６．４７元／千克，同比降幅５５．８２％。全年，铂金的

国内外价差平均幅度为８．７４元／克，同比扩大０．２６

元／克，同比增幅３．０７％。

【主要工作】

（一）防范疫情风险，促进市场稳健发展

一是抓紧新冠疫情防控，稳步推动业务开展。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上金所党委第一时间成立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靠前指挥、统筹谋划有效组织开

展疫情防控，并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动态调整防控策

略，及时优化工作安排，在确保有效防控疫情的前提

下，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实现了员工零感染和市场平

稳运行。二是加强组织领导，有效应对市场波动。

从全局视角开展风险控制工作，新设立风险管理

部，探索建立全风险报告机制。面对疫情影响，组

织召开２４次所领导市场稳定工作专题会，密切关

注市场行情，相机采取应对措施，多次调整延期合

约涨跌停板及保证金比例，适时约谈会员进行窗口

指导，实时统计个人客户风险信息，及时发布风险

提示，妥善处置极端行情和违约事件，有效应对市

场波动。

（二）深化争先创优，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一是提高站位，扎实开展模范机关创建。认真

贯彻人民银行模范机关创建工作部署，及时制定《关

于创建“让总行党委放心、让黄金市场满意”模范单

位实施意见》，全面部署创建工作，召开创建模范机

关推进会，按季确定重点工作，按月通报创建工作进

展，总结交流具体做法，确保创建工作落实见效。二

是统筹兼顾，持续深化文明单位创建。制定年度文

明单位创建工作计划，召开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

会会议、创建文明单位推进会，对照文明单位创建考

核评价标准，结合实际细化创建台账，有序推进创建

工作，顺利参评第２０届上海市文明单位。

（三）推进创新发展，丰富完善业务体系

场内产品创新不断深化，推动场内现货黄金期

权产品研发，形成黄金现货期权业务方案。２０２０年

年内实现３只传统黄金ＥＴＦ上市及首批４只上海

金ＥＴＦ上市，推动保险资金通过投资黄金ＥＴＦ参

与黄金市场。场外产品创新持续推进，履约担保型

询价产品实现技术上线，研究挂钩“上海银”询价衍

生产品，推动多边询价产品创新储备。

（四）坚守发展导向，着力服务实体经济

优化交易机制，提升运行效率。元旦起增加询

价市场夜盘交易时间，调整后询价业务整体交易时

段达１０．５小时。设定长期未发生交易的合约为不

活跃状态，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关怀

疫区会员。结构化降低延期和现货合约手续费率，

调降延期市场递延费率，降低投资者交易手续费及

持仓成本。减免湖北地区会员单位２０２０年度年会

费、席位使用费、交易手续费、仓储费、出入库费等费

用，降低疫区会员及相关机构运行成本。

【重要事件】

１月２０日，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为中国人民银行

认证的合格中央对手。３月１０日，上海市委常委、

副市长吴清一行到上金所调研。６月１２日牵头召

开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滨江党建 金融外滩”区域化党建

联席会议全体会议。８月２７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王卫东一行赴上金所调研。９月２５日，焦瑾璞

理事长当选２０２０“沪上金融家”。９月３０日，修订后

的《上海黄金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正式发布。

１１月２３日，上金所“沪纽金”延期产品、上海银定价

交易系统获２０１９年度上海金融创新成果奖二等奖。

１２月２４日，“上海金”金锭标准成功入选上海市首

批“上海标准”。

（上海黄金交易所）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主要工作】

２０２０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中金

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大”以来历

次全会精神，切实将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市场建设和

交易所各项工作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

步创新发展，加快推动长期资金入市，努力为投资者

提供安全高效的金融资产风险管理服务，服务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促进金融

市场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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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优化业务规则，推进银行、保险等更

多中长期资金入市

２０２０年，中金所持续推进各类中长期机构投资

者入市。推动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参与国债期货交

易，发展工、农、中、建、交五大行成为交易结算会员。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证监会、财政部、央行、银保监会发

布联合公告，允许符合条件的试点商业银行和具备投

资管理能力的保险机构，按照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

业可持续的原则，参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国债期货

交易。３月１日，中金所发布《关于商业银行参与国

债期货业务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修订《中国金融期

货交易所会员管理办法》《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

细则》等业务规则，积极推动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参与

国债期货交易。４月１０日，商业银行参与国债期货

业务正式启动。７月１日，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

参与国债期货交易规定》，修订了《保险资金参与金融

衍生产品交易办法》《保险资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规定》。

（二）落实国庆、中秋假期风险防控安排，实施

首次节假日交易保证金调整

基于市场情况动态调整保证金是境内外期货

市场的通行做法，也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

（ＰＦＭＩ）对中央对手方风险管理的要求，２０２０年以

来，中金所以假期保证金调整为契机，探索建立保

证金动态调整机制，并于国庆、中秋假期前后实施

开业十年来首次节假日交易保证金调整。节假日

保证金调整可以有效防范假期市场可能累积的潜

在风险，有利于期货市场的平稳运行。同时，通过

对会员、客户等层级的资金压力测试，充分分析和

评估可能对期、现货市场的影响，实现了保证金标

准调整前后金融期货市场的平稳运行，营造了良好

的发展环境。

（三）优化完善交易、结算应急预案，强化安全

生产体系制度建设

２０２０年，中金所持续强化安全生产体系制度建

设，累计实现安全运维２４３天，上市６９个期货合约、

９３２个期权合约（含波动生成合约４２２个），切实保

障交易运维“交易不断、数据不乱”，实现全年安全生

产零事故。一是安全生产理念一以贯之，全力保障

市场平稳安全运行。二是细致梳理业务管理和操作

流程，修订汇编业务操作流程。三是优化应急处置

流程、完善配套基础设施配置及系统准备。四是扎

实做好各项应急演练工作，持续优化完善交易、结算

风险应急预案，提升交易、结算风险应急处置能力，

健全中金所应急管理体系。

（四）推进数据中心建设，提升基础设施承载

能力

２０２０年，中金所稳步推进金融交易广场数据中

心和唐镇数据中心建设，建设标准、容量性能等各方

面实现大幅提升，不断夯实交易所ＩＴ基础设施承载

能力，打造数字驱动、智能融合的新一代数据中心，

为中金所未来业务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基础设施支

持。作为首个自主建设的数据中心，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金融交易广场数据中心正式启动试运行，形成了上

海同城一主二备三中心并行模式。

（五）落实科技监管转型，筑牢风险监测基石

中金所积极践行“数据让监管更智慧”的科技监

管愿景，以监管智能化为目标，聚焦系统建设、数据

建设和人才建设，大力推动“一平台多系统”监管应

用体系成型，进一步拓宽监管数据采集范围和应用

场景，稳步夯实中金所风险防范根基。以加强系统

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监察系统主平台迭代开发和

功能优化，有效提升风险技防能力。以强化风险监

测研判水平为主线，加大风险排查分析力度，深化市

场监控分析，显著提升线索甄别能力和排查效率。

（六）不断优化会员服务，深化市场推广和宣传

一是全力支持会员疫情防控及业务开展。新冠

肺炎疫情全面暴发后，及时了解会员公司在此次新

冠疫情中的情况和面临的困难，迅速采取相关措施，

对疫区会员开展调研及慰问。二是显著提升会员业

务办理电子化程度，大幅精简银行会员入会材料要

求。三是扎实开展会员检查，分区划片加强会员管

理。在疫情条件下安全稳妥开展年度会员检查，实

现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四是推动交易机

制优化完善，完成沪深３００股指期权交易限额调整。

五是与会员公司一起，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积极做好市场培育工作，推动改善金融期货市场

发展生态。

（七）研究推动金融期货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

持境外股权项目稳健持续发展

２０２０年，中金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部

署，研究推动金融期货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相关准

备工作。持续研究论证国债期货对外开放方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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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债券市场日益增长的投资和

风险管理需求。立足于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整体

布局，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深入推进巴基斯

坦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巴交所”）及中欧国际交易

所（以下简称“中欧所”）“一带一路”国际化项目发

展，促进双边市场实质性合作。协助巴交所理清后

续发展规划并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确保巴交所

及市场总体运行情况平稳，未发生相关风险事件。

积极支持中欧所业务发展和创新，推动落实第二次

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政策成果。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底，中欧所共有４３只现货产品挂牌交易，包括１只

股票、１５只ＥＴＦ，其余为债券类产品。

【金融期货市场运行情况】

（一）２０２０年金融期货市场运行情况

１．股指期货

２０２０年，沪深３００、上证５０、中证５００三个股指

期货产品总成交量为７４５０．３６万手，总成交金额为

８８．９３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３９．９１％、６２．２７％；日

均成交量、日均持仓量分别为３０．６６万手、４３．９７万

手，同比分别增长４０．４９％、４９．８５％；日均成交持仓

比为０．７０，持续处于较低水平。股指期货三个产品

期现货价格相关性高，沪深３００、上证５０和中证５００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收盘价和对应标的指数收盘价的

价格相关系数分别为９９．９１％、９９．８３％和９９．７２％。

图１　２０２０年股指期货每日成交量（单位：手）

数据来源：中金所

图２　２０２０年股指期货每日持仓量（单位：手）

数据来源：中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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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国债期货

２０２０年，２年期、５年期和１０年期三个国债期货

产品总成交量为２４０３．５１万手，总成交金额为

２６．３７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８４．４３％、７７．９８％；日

均成交量、日均持仓量分别为９．８９万手、１６．４７万

手，同比分别增长８５．１９％、５９．７２％；日均成交持仓

比为０．６０，持续处于较低水平。国债期现货价格联

动紧密，２年期、５年期、１０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

与现货价格相关性分别达到９８％、９９％、９９％以上。

２０２０年，国债期货顺利完成１２个合约的交割，共计

交割１５７１８手，平均交割率为３．１７％，交割平稳

顺畅。

图３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国债期货每日成交量（单位：手）

数据来源：中金所

图４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国债期货每日持仓量（单位：手）

数据来源：中金所

　　３．股指期权

２０２０年，沪深３００股指期权产品总成交量为

１６７４．２８万手，权利金总成交金额为１３６５．５３亿元；

日均成交量、日均持仓量分别为６．８９万手、１０．３６万

手；日均成交持仓比为０．６５，持续处于较低水平。

股指期权产品期现货价格相关性高，沪深３００股指

期权当月平值合约合成期货价格与沪深３００指数收

盘价的价格相关系数为９９．９３％，与沪深３００股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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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２０年股指期权每日成交量（单位：手）

数据来源：中金所

图６　２０２０年股指期权每日持仓量（单位：手）

数据来源：中金所

货当月合约收盘价的价格相关系数为９９．９９％。

（二）２０２０年金融期货市场运行的主要特点

１．股指期货持仓创新高，成交持仓比维持低

位，市场运行安全平稳

２０２０年，股指期货市场基本恢复常态化运行，日

均成交量和持仓量同比有所增加。市场总持仓量与

中证５００股指期货持仓量屡创新高，市场总持仓量于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１日达到最高值５２．５３万手，全年共２２

个交易日创新高；中证５００股指期货持仓量于同日达

到最高值２４．６９万手，全年共１７个交易日创新高。

日均成交持仓比为０．７０，相对稳定且维持在较低水

平。市场运行总体安全平稳，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

２．国债期货市场发展成熟度不断提升，市场功

能有效发挥

２０２０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国内金融

市场波动加剧，市场机构利率风险管理需求增大，国

债期货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在保障国债和地方债平

稳发行、促进债券市场对外开放、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０２０年，国债期货成交、持仓量明显增加，均创新

高，总成交量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达到最高值１９．２６

万手，总持仓量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达到最高值

２２．５１万手。２０２０年，商业银行、保险资金等现货市

场重要参与者获准参与国债期货市场，国债期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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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结构进一步完善。机构投资者参与度稳步提升，日

均持仓占比８５．６３％，较２０１９年提高１．５９个百分点。

３．股指期权市场发展节奏管控有效，市场功能

逐步发挥

２０２０年，为更好满足投资者风险管理需求，促

进产品功能有效发挥，沪深３００股指期权分别于３

月、６月，循序渐进调整交易限额。调整后交易热度

未出现明显上升，成交持仓比、期现成交比等关键市

场运行指标均维持在调整前的较低水平，市场总体

呈现出交易热度适中、运行平稳有序的良好发展节

奏。同时，产品持仓量全年保持稳步提升，随着持仓

规模平稳增长，产品功能逐步发挥。其中作为下跌

“保险”的看跌期权，其成交量占比为４３％、持仓量

占比为４７％，股指期权合约对应股票现货日均受保

市值近２００亿元，已逐步成为投资者管理股票风险

的重要工具，特别在行情大幅波动的交易日，为投资

者提供了有效的避险途径。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上海产权市场主要工作及重要事件】

２０２０年，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海

联交所”）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国资两委的领导下，立

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之下，坚

持实施“一体两翼多平台”业务发展战略，紧紧围绕

“服务国资国企深化改革、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服务实体经济投融资需

求”的使命任务，坚持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强基固

本、提质增效，推进平台功能的持续优化和专业服务

能力的不断提升，平台业务发展实现新突破。

（一）立足服务央企和上海国资改革，做好做强

主营业务

２０２０年，上海联交所积极服务央地国企混合所

有制改革、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促进治理结构

调整和创新发展，助推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

混合所有制改革，服务“双百行动”“区域性综改试

验”“科改示范行动”继续有序推进，在央企和地方国

企调整资本布局、加速资源整合、不良资产处置等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共完成中央企业各类项目成交

９７３宗，同比提高３０％，成交金额９９４亿元，同比提

高１７．６７％；积极推动混改项目，实现混改增资业务

同比增长３０％。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国资

改革创新，积极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的重要理念，

落实“深化服务国资国企改革、服务城市功能提升”

的“双中心”发展战略，开展不动产租赁、混改服务、

品牌服务、城市更新、酒店租赁、两区服务“六大行

动”，有效发挥产权市场助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服

务上海城市功能提升的作用和优势。

（二）加快创新业务布局，服务国际金融中心和

科创中心建设

１．大力发展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坚持业务品种

创新研发

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围绕“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的战略目标，加快落地各类非标金融资产流

转业务，包括企业供应链债权、融资租赁资产、私募

基金股权、特殊资产转让、跨境信贷资产等非标资产

交易。结合上海自贸区创新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

积极探索在上海开展基建信贷资产跨境转让的业务

试点，尤其是新基建、“一带一路”项目等重大项目建

设；通过跨境业务、离岸业务的积极探索，进一步搭

建金融特殊资产跨境交易等各类子平台，为境内外

各类要素资源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市场化配置

提供综合服务。

２．创新服务模式，升级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

服务平台

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创新服务模式，以拍卖、市场

竞价等多种形式为科研院校、国央企客户提供服务，

并立足长三角资本市场，探索平台金融服务功能，为

科创发展提供专业支撑。打造国际知识产权枢纽

港，举办第十七届国际知识产权论坛分论坛暨第二

届中知路知识产权国际运营论坛，发布《ＩＣＴ产业创

新发展白皮书》。建设多个专业联动平台，促进高端

技术成果转化，如协助建设完成“中知路”线上线下

一体化知识产权国际运营交易平台，与上海市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共建“公卫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完成

２１宗“新冠”相关技术成果（知识产权）转化服务项

目，转化服务额近４亿元等。

（三）新兴业务板块协同发展，创新突破成效

显著

１．积极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助推绿色金融和

低碳发展

积极推进全国碳市场筹建工作，推动上海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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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重组升级为全国碳排放交易机构，基本建成全国

碳交易系统并完成配套制度建设；围绕国家战略，助

推绿色金融和低碳建设，提出“碳普惠”“碳中和”共

同发展的工作思路，加快推动碳普惠平台和上海碳

普惠体系建设以及碳中和机制研究。２０２０年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共同研发绿色股票指数产品，引导市

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进行绿色投资；全面推进氢能

业务发展及氢能交易平台建设工作，以碳普惠建设

为切入点，推动长三角环境权益市场一体化发展。

２．推动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升级改造，平

台建设初步完成

依据《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升级改造工作

方案》，开展“一网三平台”建设工作，目前平台初步

建设工作已完成。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一网交易”总门户

正式上线运行，综合服务平台的核心功能模块已完

成功能开发，综合交易平台中的机电招标系统已完

成内外部测试，综合监管平台已可以开始进行交易

全流程监管。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目前已具备数据

对接、交易、服务、监管以及大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

同时，已完成了《平台服务标准》《平台数据规范》《专

家管理办法》和《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配套的制度

体系建设工作。

３．体旅板块全面对接国家体育总局，交易品种

实现突破

文体旅资源交易平台全面对接国家体育总局经

济司，通过联合举办峰会、体育赛事等，体现平台集

聚效应发展合作伙伴。同时，交易品种实现突破。

２０２０年完成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运

营权公开招募，是上海产权市场服务全国单项体育

协会实体化改革的首个成功案例；以６１００万元的价

格组织完成了王者荣耀ＹＴＧ电竞俱乐部的席位转

让，是全国首个电子竞技职业联赛席位通过产权市

场公开转让的成功案例。

４．探索农村产权交易品种创新，嘉定区实现首

单突破

２０２０年５月与安信农保合作，在金山区试点开

展农地经营权流转“公开交易＋履约保险”创新业

务，累计完成农地经营权流转成交宗数１４６２宗，同

比增长８９．８７％，成交金额１．５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５．３３％。上海农交所依托于联交所分层级对口联

系的工作机制，积极对接各区政府及部分涉农区域，

围绕农村产权交易中的痛点问题进行多轮沟通，实

现嘉定区首单交易进场，并拓展了一批意向进场的

项目。

５．成立非公产权交易平台，服务民营经济投融

资需求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联交所成立非公产权交易平台，

针对中小企业提供投融资市场需求，积极推进非公

股权、债权、物权、租赁权等各类交易业务，并在此基

础上，研发“产融通”业务，助力中小企业改革发展。

与上交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深交所Ｖ ＮＥＸＴ

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完成对接，通过“非标市

场”和“标准市场”双向赋能，共同打造多层次资本

市场。

（四）推动高水平开放合作，提升产权市场辐射

带动力

１．强化区域合作，打造长三角一体化云服务

平台

为服务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积极推进

服务长三角产权交易市场一体化，完成《长三角产权

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编制工作，明确长

三角产权市场一体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完成长三角

一体化信息发布平台，发布各类项目信息２１１３７条；

构建长三角体育资源交易子平台，发布各地文体旅

项目３３宗，推动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通过该平台与

安徽等１８家长三角交易机构开展信息发布、项目推

广、业务联动等方面的合作。

２．多渠道联动强化宣传，持续提升平台影响力

举办“２０２０世界并购大会”，发布“２０２０中国并

购综合指数”，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通银行、国家绿

色发展基金签约建立合作关系；成功推动３１６宗项

目在“央企混改推介会”上发布，引入社会资本超过

１８００亿元，助推央企民企协同发展；成功举办“２０２０

中知路国际知识产权运营论坛”，助力全球知识价值

实现。上述大会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对提

升上海联交所的平台影响力，优化上海产权市场未

来发展布局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推动交易系统上线，助力产权市场数字化

转型

上海联交所新一代交易系统于２０２０年１月正

式上线运行。新系统建设聚焦安全和服务两个方

面，以打造“数字化联交所”为目标，对标“安全如券

商、便捷如电商”的总体要求，具有前中后台分离设

计、完整用户体系、三大模块与集团直连等多个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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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能够实现高效便捷的线上竞价、开放智能的市场

服务、丰富新颖的信息发布和先进可靠的云平台设施

等功能。新一代交易系统目前已实现与上交所、深交

所系统对接，建立了与证券金融机构的信息沟通机

制，为下一步深度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打下基础。

（六）优化健全制度体系，打造产权市场核心竞

争力

对标证券市场成熟做法，优化内控管理体系，打

造受理审核、登记结算、市场服务、会员管理、合规风

控、信息保障“六大基础制度体系”，打造产权市场核

心竞争优势；优化受理审核流程。一是改革审核模

式，采用无纸化受理审核模式；二是优化受理审核流

转沟通环节，统一审核标准并进行公示；三是出台会

员管理办法，提出新型会员服务管理模式，和会员建

立良性合作关系，提高市场参与度，促进上海联交所

和会员单位组成产权市场发展的共同体。

【上海产权市场总体运行状况】

２０２０年，上海联交所全年完成各类产权交易项

目２２１４宗，同比增长６．７５％；竞价率２２．１３％，同比

增长３．４０％；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１．７亿元，资产总额

８５．６５亿元，所有者权益１８．０６亿元，同比增长

３．６％；实现利润总额１．５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５．３％，

净资产收益率９．１％，同比增长５．３％。

（一）产（股）权类项目交易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产（股）权类项目共成交６３４宗，同比

增长３．０９％；成交金额９９０．９５亿元，同比增长

０．１２％。其中，中央企业产（股）权交易成交３０４宗，

成交金额５８４．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４１．４２％。

产（股）权转让项目中，中央企业的转让宗数、成

交金额占比分别为４７．９５％和５８．９９％；上海国有企

业的转让宗数、成交金额占比分别为３０．６０％和

２２．７９％；异地国有企业的转让宗数、成交金额占比

分别为１．５８％和０．８５％；非国有企业的转让宗数、

成交金额占比分别为１９．８７％和１７．３７％。

上海联交所助力国有资本运作统筹谋划，提高

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积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要求，

协助相关央企通过产（股）权转让的形式，逐步从酒

店、医院、房地产等非主业领域和钢铁、煤炭、电力等

产能过剩领域退出。２０２０年，上海联交所协助广西

中铁交通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完成企业５１％股

权及对应债权的转让，成交金额达９９．４５亿元。有

效盘活中铁交通资产，助力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低

资产负债率、保障后续高速公路建设资金供给，推动

多方共同赋能、合力打造央企高速公路专业化投资

运营平台。

（二）资产类项目交易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资产类项目成交１４４０宗，同比增长

６．６７％；成交金额１９４．４４亿元，同比下降１５．７２％。

其中，中央企业资产转让项目成交５９９宗，同比增长

３４％；成交金额８４．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６．４７％。非

国有资产转让项目成交３０５宗，同比增长２７．０８％；

成交金额２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５倍。

资产转让项目中，中央企业的转让宗数、成交金

额占比分别为４１．６０％和４３．２３％；上海国有企业的

转让 宗 数、成 交 金 额 占 比 分 别 为 ３２．９２％ 和

４０．７６％；异地国有企业的转让宗数、成交金额占比

分别为４．３１％和１０．９０％；非国有企业的转让宗数、

成交金额占比分别为２１．１８％和１４．９１％。

上海联交所助力国有企业盘活存量资产，去产

能，去库存，推动上海烟草、上海药材、中华棉花集

团、上海国际港务（集团）、中铁集团、华润电力等国

企完成不动产转让，成交金额达１２３．５７亿元；推动

国电集团、中海油气、上海宝钢、中铝集团等央企完

成相关机械设备，成交金额达１３．７５亿元；推动南方

航空通过上海联交所完成国内首批老旧Ａ３３０ ２００

飞机的资产转让，成交金额达２１．５７亿元。２０２０年

资产成交项目中，私企、个体企业受让方投资金额达

７２．１８亿元，外资受让方投资金额达９．５３亿元，进一

步实现了国有企业资产结构优化升级。

（三）增资类项目交易情况

２０２０年，上海联交所增资类业务累计成交１２５

宗，同比增长３２．９８％；成交金额为５４５．３０亿元，同

比增长０．６３％。其中，国有企业增资业务规模稳定

增长，成交金额为５２４．６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６．９４％；

上海本市国有企业增资业务成交金额为２０７．２３亿

元，同比增长２．６１倍。

２０２０年增资项目中，中央企业的转让宗数、成

交金额占比分别为４７．２０％和５７．５０％；上海国有企

业的转让宗数、成交金额占比分别为２４％和３８％；

异地国有企业的转让宗数、成交金额占比分别为

０．８０％和０．７１％；非国有企业的转让宗数、成交金

额占比分别为２８％和３．７９％。

２０２０年，上海联交所助力南方航空货运物流

（广州）有限公司集聚优质产业资源，建设现代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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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新平台，成功募集资金３３．５５亿元，推动南航货

运从基础物流服务商向现代物流综合物流服务商转

型升级；协助中钢洛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混促

改激发功勋企业再发展，成功引入５家外部投资者，

同步完成员工持股，新增股东合计持股３６．８１％，募

集资金９．５亿元，助力中钢洛耐提高核心竞争力，拓

展市场规模，加快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耐火材料企业”；协助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引入战略合作伙伴，成功募集资金８５．６亿元，

加速“国网芯”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为打破国际市场

垄断、降低核心技术对外依赖、解决“卡脖子”核心技

术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

际先进能源互联网企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协助双百

行动与混改“双试点”企业的鞍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以增资扩股方式成功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实现

员工持股，共计募集资金４．４亿元，为下一步企业体

制机制创新、产业布局优化、建设具有国际一流创新

型综合技术服务商创造了有利条件；协助上海燃气

有限公司引战促改革，成功引入城市燃气行业领军

企业作为战略合作方，募集资金４７亿元（超募２．２４

亿元）；协助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成功

募集资金２８．４亿元，引入产业高度契合的优质民企

资源实现股权多元化改革，增强企业发展活力，进一

步加强研发投入，全面开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的新篇章。

（四）新兴业务板块交易情况

上海产权市场各类要素交易平台建设成效凸

显。２０２０年，上海碳市场现货累计成交量２６９３万

吨，同比增长２２．２５％；累计交易金额４．３１亿元，同

比增长５０．６４％。其中配额累计成交量５９１万吨，累

计交易金额２．３４亿元；ＣＣＥＲ累计成交量２１０２万

吨，累计交易金额１．９７亿元。２０２０年，上海碳市场

现货产品各年度累计总成交量在全国排名前列，

ＣＣＥＲ成交量多年稳居全国第一。

国家知识产权国际运营（上海）平台完成知识产

权交易项目１２８宗，交易运营额１０．５亿元；积极组

织Ｇ６０科创走廊知识产权服务，创新知识产权交易

服务形式，承办第二届Ｇ６０科创走廊科技成果拍卖

会，拍卖活动现场成交３０宗项目，交易总额为１．３９

亿元；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共建“公卫知识产

权运营中心”并启动运营，完成２１宗“新冠”相关技

术成果（知识产权）转化服务项目，转化服务额近４

亿元，完成４０００多万元的交易项目。

体育产权交易中心交易规模显著提升，２０２０

年，体旅产权板块完成２５宗项目的市场公开招募，

交易量１．７８亿元，同比增长６００％，竞价增值率超

１５％，成交项目包括体育场馆经营权、体育赛事承办

权和电竞资源交易等。助力优化体育资源配置，推

动上海市仙霞网球中心５年运营权转让项目顺利完

成，成交金额２３５０万元，增值１０％。该项目是首个

通过产权市场完成的上海市属体育场馆运营权转让

项目，实现了交易过程规范化、场馆运营市场化、社

会效益最大化，成功探索出利用产权市场提升体育

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可行路径。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上 海 清 算 所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清算所”）成立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是中国银行

间市场唯一一家专业化集中清算机构，也是中国三

大债券发行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之一，以建成“规范

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专业清算和托管机构为发展

目标，为金融市场直接和间接的本外币交易及衍生

品交易提供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交割、保证金管

理、抵押品管理，以及信息服务、咨询业务等。２０２０

年，上海清算所同步推进清算和托管双支柱业务发

展，持续在银行间市场拓展以中央对手清算为主的

集中清算，现已建成中国场外金融市场统一、专业的

集中清算服务体系，覆盖债券、利率、外汇、信用及大

宗商品五大类产品；同时创新发展并不断完善债券

发行登记托管结算服务，现已建成中国信用债托管

中心，为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券、货币市场工具、

凭证类信用衍生品提供招标发行、登记托管、清算结

算的全流程、一站式服务。上海清算所严格对标《金

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ＰＦＭＩ）国际标准，构建了完整

高效的风险管理体系，被中国人民银行认定为合格中

央对手方，并在多次国际监管评估中获得较好评价。

【经营情况】

（一）清算业务

２０２０年，上海清算所持续做好利率、外汇、信用

和大宗商品等领域的集中清算业务产品创新、服务

优化和功能完善。全年清算业务总量达４１７．０８万

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９％（详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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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上海清算所清算业务发展概况

数据来源：上海清算所

１．中央对手清算业务

一是外汇中央对手清算业务。进一步拓展外

汇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的清算期限和清算品种，将

Ｔ＋１日交易以及外汇期权组合交易纳入中央对手

清算范围，同时拓展双边清算服务，推出外币回购

清算业务、券款对付（ＤＶＰ）结算等多项优化功能，

为交易结算安全提供有力保障。２０２０年共完成外

汇中央对手清算１８３．１万笔、９２．２８万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２２．５％和４．８％。其中，外汇即期清算量

４０．９５万亿元，外汇远期清算量２３２７．４３亿元，外

汇掉期清算量５０．０６万亿元，外汇期权清算量１．０２

万亿元。

二是利率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积极服务

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研发ＬＰＲ利率互换集中清

算，推进衍生品市场开放，成功引入境外投资者参与

利率互换集中清算业务；推出农发债标准债券远期

业务，研发实物交割功能。２０２０年共完成利率衍生

品中央对手清算２７．８万笔、１９．５０万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１５．７％和６．４％，其中，利率互换中央对手清算

２７．２万笔，清算名义本金１９．０５万亿元，同比增长

６．５％；标准债券远期中央对手清算６３６６笔，清算名

义本金４５３２．３０亿元，同比增长３．８％。

三是债券中央对手清算业务。不断优化债券集

中清算服务功能和优化系统功能，实现中央对手方

累进优惠功能自动化，提升计费效率和安全性，便利

会员自助查询优惠金额、下载单据；发挥清算托管联

动优势，优化通用质押式回购业务系统功能，提升交

易便利性和结算安全性。２０２０年共完成债券中央

对手清算５．３万笔，清算面额１５．０７万亿元。

四是信用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业务。持续完善

“ＣＦＥＴＳ ＳＨＣＨ ＧＴＪＡ高等级ＣＤＳ指数”运营工

作，助力构建完善的信用风险曲线；研发以民企为参

考实体的信用违约互换（ＣＤＳ）指数，搭建民企信用

风险价格风向标；与外汇交易中心ＣＤＳ业务接口上

线，首次实现ＣＤＳ交易清算直通式处理。

五是大宗商品中央对手清算业务。创新市场培

育及推广路径，结合后疫情时期的新常态，灵活运用

新媒体手段推进化工、铁矿石掉期等衍生品市场营

销；积极推进衍生品研发及储备，推动人民币纯苯、

精对苯二甲酸（ＰＴＡ）、对二甲苯（ＰＸ）掉期研发，推

进碳排放等绿色金融产品、能化掉期、铁矿石掉期产

品储备，全面丰富产品序列。２０２０年共完成大宗商

品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３．１万笔、８４．３３亿元。

２．其他集中清算业务

一是积极推进债券全额清算，服务公司信用债

市场活跃发展。持续推动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有序

推进跨市场交易结算，研发创新型银行间市场可转

让债券基金及跨市场交易所交易债券基金。拓展担

保品运用场景，制定全业务担保品违约处置业务制

度，推出本币多标的券买断式回购业务。研究支持

机构开展债券柜台业务创新。优化外币回购业务，

推出券款对付结算等新功能。２０２０年共办理债券

全额清算３８２．８４万笔、２９０．２２万亿元。其中，现券

６２．９４万亿元，本币质押式回购２２３．６６万亿元，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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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断式回购５９１６．２３亿元，外币回购５６９２．６７亿

元，其他①２．４６万亿元。

二是推出大宗商品现货清算（即“大宗商品清算

通”）业务，有力服务实体经济需求。研发大宗商品

清算通业务，持续推动打造国内外连接、期现联动的

大市场和大平台，满足实体企业安全交收、风险对

冲、产业链融资等综合需求。同时，积极服务绿色金

融，探索基于清算通业务的碳配额跨境清算服务，持

续推动场外大宗商品市场创新发展。

三是创新信用衍生品逐笔清算服务，探索信用

衍生品双边清算增值服务。实现首单基于外资参考

实体的信用违约互换（ＣＤＳ）逐笔清算；研发推出信

用违约互换（ＣＤＳ）指数逐笔清算业务，为上海清算

所作为独立第三方为ＣＤＳ指数提供交易清算结算、

估值等服务做好充分准备。２０２０年共完成信用衍

生品逐笔清算６２笔、３１．１１亿元。

（二）发行登记托管结算业务

１．业务规模

一是债券发行登记业务。２０２０年，上海清算所

共为３．８１万只债券提供发行登记服务，债券发行总

额２８．６６万亿元（详见图２）。其中，公司信用类债券

发行量８．５３万亿元，同业存单发行量１８．９７万亿

元，金融类债券发行量１．１０万亿元，标准化票据发

行６１．１８亿元。上海清算所债券发行量占全市场债

券发行总量的５０．０％，占银行间市场发行总量的

５９．１％。

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上海清算所发行登记托管业务发展概况

数据来源：上海清算所

　　二是债券托管业务。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上海清算

所共托管各类债券２．８８万只，托管余额２４．５２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８．１％和９．７％（详见图２）。其中，

公司信用类债券托管余额１２．３９万亿元，同业存单

托管余额１１．１５万亿元，金融类债券托管余额

７７９６．５０亿元，标准化票据托管余额２８．９２亿元。

上海清算所债券托管余额占全市场债券托管总量的

２１．０％，占银行间市场债券托管总量的２４．３％。

２．积极推动债券业务创新

成功支持国开行试点绿色金融债多市场同发，率

先落地并持续优化理财子公司多级托管业务，支持结

算代理人探索向托管行转型。支持首批民营企业集

合短期融资券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成功试点、首单住

房抵押贷款资产支持证券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创设，为

首单支持民企集合短期融资券发行的信用风险缓释

合约提供逐笔清算服务，为标准化票据提供登记托管

服务。推出直接面向国际市场发行的“玉兰债”。

３．提升服务质量

推进债券发行一级认购试点，支持投资者直接

参与发行。支持进出口银行金融债券弹性招标发

行，实现政策性金融债发行服务全覆盖。全面优化

发行人服务平台和债券账户直通处理系统，推出承

销费代理支付、发行缴款线上化、持有人名册定期推

送、账户申请批量处理等便利服务。深化跨境互联

互通，持续优化完善“债券通”交易结算安排，面向境

外投资人推出现券循环结算自动结算和灵活结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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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Ｔ＋Ｎ）服务，落地现券延时交易结算服务等安排。

【风险管理】

（一）完善风险与违约处置制度建设

推出《银行间市场集中清算业务违约处置指

引》，大幅提升违约处置高效性与实操性；针对疫情

等极端场景，首次设计并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违约

处置演练，验证并提升违约处置流程有效性；推动有

抵押授信方案的落地实施，扩充流动性资源，保障极

端市场情形下的金融市场稳定。

（二）优化风险管理机制和措施

创新制定ＬＰＲ利率互换双曲线估值方案；扎实

开展外汇业务“期权组合、Ｔ＋１接单、交易撤单退出

及冲销、接单自动化”拓展项目风控研发；国内首创

推出大宗商品中央对手清算组合保证金管理，最高

可实现６０％跨期保证金对冲折扣，有效降低市场成

本。拓展估值和指数服务，新发布６只指数，与基金

公司合作新发行２只指数基金，顺利达成市场首笔

代理客户使用基金份额充抵保证金业务。

（三）提升运营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在已有的独立数据中心、“两地三中心”灾备等

应急保障机制基础上，创新思路建设资金支付应急

备用通道，实现了以央行支付系统为主通道、商业银

行支付为应急备用通道的“双通道”建设，防范和化

解资金支付风险。

【重大活动】

（一）支持国家开发银行成功试点多市场同发

“应对气候变化”绿色金融债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上海清算所支持国家开发银

行以公开招标的方式，成功完成绿色金融债券多市

场同发首场发行。首场发行的债券规模为５０亿元，

期限为３年，参考收益率为２．４９８４％，认购倍数达

１５．５２。同日，上海清算所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业务

合作备忘录，开启全面合作新篇章。在上海试点“应

对气候变化”绿色金融债券多市场同发，有利于促进

债券市场发展、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支持上海打造更

加开放的金融市场、塑造更具竞争力的金融功能、营

造更有活力的金融生态。

（二）参与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云会场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谢众董事长出席第二届外滩金

融峰会“新冠疫情下的中央对手方发展与监管”云会

场，与国际嘉宾就中央对手方（ＣＣＰ）应对新冠疫情、

ＣＣＰ监管动态、ＣＣＰ服务拓展等主题，深入探讨交

流。谢众董事长向国际嘉宾介绍了上海清算所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特别是得益于高起点、严标准

风控制度建设，ＣＣＰ业务稳健高效运行，经受住了实

战检验。谢众董事长指出，下一步上海清算所将前瞻

思考增强风控韧性、积极推动跨境监管协调、深度参

与全球行业治理，确保中国ＣＣＰ机构建设高质量。

（三）参加第三届进博会“普惠金融建设和数字

化发展”论坛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谢众董事长应邀参加第三届进

博会“普惠金融建设和数字化发展”论坛的分论坛

“疫情冲击下普惠金融的机遇与挑战”主题讨论，介

绍上海清算所作为银行间市场清算和托管基础设

施，将着力提升普惠金融在内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扩大各类产品业务广覆盖、易获得的高质量供给，依

托大宗商品现货清算通创新业务、拓展专业清算服

务和风险管理机制。

（四）与欧洲清算银行合作推出“玉兰债”业务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上海清算所成功举办与欧洲清

算银行签约暨“玉兰债”业务启动仪式，正式推出“玉

兰债”业务，并将以“玉兰债”业务为基础，继续优化

业务机制，探索多样化跨境合作模式，进一步便利境

内外金融市场参与者。

（五）加强国际行业标准体系建设

上海清算所积极参与制定并主导推动全球中央

对手方协会（ＣＣＰ１２）发布的《ＣＣＰ１２量化披露实务

标准》（“上海清算标准”），作为唯一一个金融团体标

准成功入选首批“上海标准”。上海清算标准是全球

中央对手清算机构落实国际监管组织有关要求、定

期披露金融衍生品市场业务运行和风险管理等关键

量化信息的清算行业国际标准，切实提高了全球衍

生品市场的透明度。

（六）积极参加国际交往

上海清算所全力夯实国际合作基础。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ＣＦＴＣ）在其官方

网站发布公告，延长上海清算所的不行动函期限，并

将可清算产品范围全面拓展至上海清算所提供集中

清算服务的所有互换类金融衍生产品。同时，上海

清算所主动参与高级别政府对话机制等渠道，发挥

上海清算所在跨境金融国际合作中的作用，从服务

金融开放的角度，积极为中法、中德、中俄等高级别

政府对话机制建言献策。

（上海清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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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要工作及重要事件】

一是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力支持实体经

济恢复发展。２０２０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经济

社会和交易所工作带来不少挑战。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在证监会党委的统一领导下，

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极端困难，缜密筹划、精心组织

实现市场如期开市和平稳运行。同时，特殊时期特

殊施策，允许受疫情影响的上市公司延期披露年报，

放宽相关业务办理时限，支持线上办理债券发行上

市业务，充分体现监管温度，最大程度减轻疫情对市

场主体的冲击。上交所大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开

设“疫情防控债”发行绿色通道，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

年共发行疫情防控债券１６１５亿元；加强对疫情防控

相关科创企业的审核保障，３家企业成功登陆科创

板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恢复发展；免收湖北上市公

司和证券公司相关费用１６３２万元；组织开展募捐活

动，合计捐款３３００余万元。

二是聚焦重大改革，强化科创板集聚示范效应。

２０２０年是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改革的第二年。上交

所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创板建设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坚守科创板定位，支持与鼓励“硬科技”

企业上市，以中芯国际、寒武纪等为代表，一批极具

“含科量”的企业陆续登陆科创板，红筹企业上市实

现突破。２０２０年，全年受理３２７家，发行上市１４５

家，首发融资２２２６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６０％、

１０７％、１７０％。其中，ＩＰＯ总额接近Ａ股同期的一

半。此外，严把科创板“入口关”，从源头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全年开展现场督导２３家，威慑其中１９家主

动终止发行上市申请，审议否决２家，终止注册３家；

加强科创板持续监管，开展对董事长等“关键少数”的

专题培训，督促科创板上市公司聚焦主业，将募集资

金主要投向科技创新领域，持续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是深化注册制改革，完成了注册制下首单公

司债发行，推进退市新规落地。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６日，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成注册制下上交

所首单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簿记发行。作为产业链龙

头，该公司在募集资金中将安排不少于１０％的比例

以预付款形式向其上游供应商及相关物流企业支付

采购货款和运输费用等，带动配套企业增强协同复

工复产动能。该项目从申请受理、审核、注册至簿记

发行历时仅１１个工作日，公司债券审核注册效率大

幅提升，债券发行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全年共

受理首批注册制下公司债发行上市申请５９２只，注

册生效３８７只。注册制的平稳实施为债券市场的高

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资本市场的重要部署，严格落实新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精神，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上交所发布《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

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市公司重新上市

实施办法》（以下合称“退市新规”），退市新规自发布

之日起实施。此次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退市指标、缩

短退市流程，加大市场出清力度，提升退市效率，有力

促进形成上市公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生态。

四是监管与服务并举，守住风险底线，持续防范

化解各领域风险。推动构造“简明友好型”规则体

系，规则层级进一步精简，业务规则和指南总量减少

２５％，提升市场获得感。落实“放管服”要求，厘清交

易所监管职责和服务事项，向市场公布权责清单，推

进“阳光监管、友好服务”。公开监管事项执行标准，

清理“口袋规则”，明确市场预期。持续深化分类监

管，提升监管效能，率先发布信息披露分类监管指

引。围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制订三年行动计划，着

力开展三省一市六辖区上市公司专项服务，形成证

监系统、地方国资委和金融局五位一体的联动工作

机制，化解３８家高风险公司风险。与各方合力推动

１１０余家沪市高风险公司化解风险，高比例质押公

司数量压降５０余家，两者降幅均超过３０％。

【市场运行情况】

（一）股票市场

一是股票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截至２０２０年底，

上交所上市公司数达到１８００家，其中，主板公司

１５８５家，科创板公司２１５家。股票总市值为４５．５

万亿元，同比增长２８．１％，其中，主板市值４２．２万亿

元，科创板市值３．３万亿元。上市公司总股本

４２６０１亿股，流通股３７５０１亿股。根据世界交易所

联合会（ＷＦＥ）排名，上交所股票总市值在全球交易

所中位列第三位，仅次于纽交所、纳斯达克。

二是股票市场运行平稳。２０２０年，上交所股票

累计成交８４．０万亿元，日均成交３４５６亿元，同比增

长５５％。其中，主板成交７７．４万亿元，科创板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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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万亿元。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ＷＦＥ）排名，上

交所股票成交额在全球交易所中位列第五位，仅次于

纳斯达克、纽交所、ＣＢＯＥ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深交所。

２０２０年，上证综指开盘３０６６．３４点，最高３４７４．９２点，

最低２６４６．８１点，年底收于３４７３．０７点，涨幅１３．９％。

上证５０指数开盘３０７３．９３点，最高３６４６．７５点，最低

２５１７．３０点，年底收于３６４０．６４点，涨幅１８．８５％。上证

１８０指数开盘８９２５．３８点，最高１０６９６．４７点，最低

７４９１．９４点，年底收于１０６８５．４１点，涨幅２０．３６％。

三是股票融资结构继续优化。２０２０年，沪市股

票累计筹资９１５２亿元，同比增加１９％。完成首次

公开发行（ＩＰＯ）２３３家，募集资金３４７７亿元，均较上

年增长８９％。其中，主板新上市公司８８家，募集资

金１２５１亿元，分别增长６６％、２３％；科创板新上市

公司１４５家，募集资金２２２６亿元，分别增长１０７％、

１７０％。再融资３５４家，募集资金５６７５亿元，同比减

少３．０％。根据ＷＦＥ排名，上交所股票ＩＰＯ数量和

ＩＰＯ筹资额均位居全球首位。

四是上市公司质量持续提升。２０２０年，上交所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

见要求，制订发布《推动提高沪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

计划》，提出３９项具体措施。在增量上，以注册制和

科创板建设为抓手，严把“入口”质量关；在存量上，

积极支持上市公司充分借助资本市场做优做强，同

时畅通市场“出口”，抓好退市制度改革落地。全年，

共有６０家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金额２５００

亿元，其中，生物医药、高端设备制造、电子信息技术

等科技创新产业超过８００亿元，占比达到３２％。

（二）债券市场

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有效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上交所债券托管量１３．２万亿

元，同比增长３０．６％。债券挂牌２．０万只，同比增长

３２．６％，品种涵盖国债、地方债、金融债、企业债、公

司债、可转换公司债和资产支持证券等。全年债券

市场融资总额６．６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５％。其中，

公司债券发行３．８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１．７

万亿元，资产支持证券发行１．１万亿元。全年债券

累计成交２７１．１万亿元，日均成交１．１万亿元，同比

增长２２．７％。其中，现券成交１１．４万亿元，回购（包

括债券质押式回购、协议回购、三方回购和报价回

购）成交２５９．７万亿元。此外，根据证监会整体部

署，上交所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领域公募ＲＥＩＴｓ试点

落地，完善规则供给，加强市场组织，做好技术准备。

（三）基金市场

基金规模持续增长，财富管理功能日益显现。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上交所基金挂牌总数３８０只，市值

总规模９１９５亿元，占境内基金市场的７７％。全年

累计成交１０．８万亿元，同比增长５７％。ＥＴＦ市场

规模稳居亚洲第二，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上交所共有２６０

只ＥＴＦ，市值规模９００４亿元，分别较２０１９年底增长

３５％和５１％。沪市ＥＴＦ累计成交１０．７万亿元，占

国内ＥＴＦ市场总成交额的８２％。其中，权益型

ＥＴＦ（含跨境ＥＴＦ）成交４．８万亿元。沪市持有ＥＴＦ

的账户数约４３８万，较２０１９年实现翻番。

（四）衍生品市场

２０２０年，股票期权市场运行平稳，规模稳步增

长。全年股票期权累计合约成交９．８亿张，日均成

交４０４．３万张，同比增长５８．４％。日均持仓４６５．２

万张，同比增长３５．５％。日均成交面值１５１５．４亿

元，同比增长１０６．６％。日均权利金成交２９．５亿元，

同比增长１１２．３％。目前，上证５０ＥＴＦ期权和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期权已成为全球主要的ＥＴＦ期权品种。上

证５０ＥＴＦ期权合约累计成交５．２亿张，日均成交

２１３．４万张，日均成交面值６７０．７亿元，日均权利金成

交１３．１亿元。沪深３００ＥＴＦ期权合约累计成交４．６

亿张，日均成交１９０．９万张，日均成交面值８４４．７亿

元，日均权利金成交１６．４亿元。截至２０２０年末，上

交所期权投资者账户总数为４８．９７万，年内新增７．６４

万户。随着市场规模增加，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使用期

权进行保险和增强收益，期权经济功能逐步发挥。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２０２０年，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与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坚持“四个敬畏、一个合力”，围绕新发展格

局支持金融体系结构性调整，全面落实服务实体经

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等任务。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坚

守岗位、有条不紊地做好春节后开市准备及应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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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远程保障湖北地区券商、发行人业务顺利开展，

完成１８４家湖北地区发行人业务收费减免共计

１２４８万元；开通营业大厅“绿色通道”，提供材料预

审服务；积极拓展在线业务范围，践行“让投资者少

跑路”，充分利用在线业务平台与在线培训平台，体

现服务温度，保障服务连续性。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存管各类

证券２３２９５只（其中Ａ股１７９６只、Ｂ股４８只、债券

２０５６７只、基金等８８４只），证券总市值６１．６７万亿。

代扣代缴Ａ股交易印花税８３８．８１亿元。

表１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沪市证券登记结算业务概况表

业 务 类 型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同比增长

新增投资者数（万） １６０５．２６ １４９９．３１ ７．０７％

期末投资者数（万） １７６７０．０１ １５８７１．１６ １１．３３％

登记存管证券只数（只） ２３２９５．００ １７９７５．００ ２９．６０％

登记存管证券总面值（万

亿元）
１８．２８ １４．８３ ２３．２６％

登记存管证券总市值（万

亿元）
６１．６７ ４８．０１ ２８．４６％

非限售市值（万亿元） ５４．１２ ４２．５５ ２７．２０％

结算总额（万亿元） １２６６．８７ １００４．８９ ２６．０７％

结算净额（万亿元） ５２．２３ ４１．１３ ２６．９８％

　　【持续深化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 完

成科创板股份减持、首单科创板ＣＤＲ发行上市，支

持红筹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截至１２月底，完成科创

板发行登记１４５家，募集资金２２２６亿元；累计发行

登记２１５家，募集资金３０５０亿元；总市值约３．３５万

亿元，持有科创板股票的投资者１６９．１７万个。

【全面做好直接融资支持工作】 截至１２月底，

办理主板新股发行８８只，融资额１２０８亿元；办理公

司债券、国债、地方政府债登记８４７４笔，新增托管量

４．９８万亿元。日均划拨资金笔数同比翻倍增长。

表２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证券登记结算业务明细表

业 务 类 型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同比增长

上市公司发行登记（家） 　４６５ 　３９０ １９．２％

股票权益（笔） １４２６ １３５９ ４．９％

债券初始登记（笔） ８４７４ ５８１９ ４５．６０％

债券兑付兑息（笔） ２４０２７ １８１２７ ３２．５５％

日均划拨资金金额（亿元） ４４４６ ３１６１ ４０．６５％

日均划拨资金笔数（笔） １５９１５ ７７８８ １０４．３５％

　　【股票期权业务运行平稳】 衍生品合约账户数

近４９万户；全年市场成交活跃，全市场日均权利金

结算金额、日均合约持仓数量、日均维持保证金连续

五年快速增长，其中日均权利金结算金额实现翻倍

增长。未发生强行平仓、交收违约等风险事件。

表３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股票期权业务表

业 务 类 型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同比增长

期末衍生品合约账户数

（万户）
４８．９９ ４１．３８ １８．３９％

股票期权合约日均持仓数

量（万张）
４５８．００ ３３７．５８ ３５．６７％

股票期权日均权利金结算

金额（亿元）
２９．４９ １３．８９ １１２．３１％

日均维持保证金（亿元） １４７．８１ ９９．２６ ４８．９１％

行权累计清算金额（亿元） ５２．９２ ５４．０１ －２．０２％

累计行权清算证券（亿份） １９．３１ ２２．７８ －１５．２３％

　　【加强债券回购等风险防范，牢牢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风险的底线】 持续做好债券回购风控和违约

处置，优化回购现金担保品业务。筛查场外股票质

押融资数据，每日监控、及时报告违规交易。持续强

化全面风险管理，不断提高风险意识，全面排查业务

风险隐患，完成５个主要场景的压力测试和３３场应

急演练。

表４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债券质押式回购业务表

业 务 类 型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同比增长

债券质押式回购日均交易

量（亿元）
１０５１４ ８７２０ ２０．５７％

日均回购未到期规模（亿元） １９６６１ １６６４４ １８．１３％

　　【全力支持资本市场更高水平开放，助力债券跨

市场互联互通】 持续落实ＱＦＩＩ／ＲＱＦＩＩ制度改革。

全年登记发行３只沪伦通ＧＤＲ并持续跟踪保障。

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２０２０年登记“一带一路”

债券８只，募集资金８７．５亿元。

表５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跨境业务表

业 务 类 型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同比增长

港股通公司行为（笔） １４１４　 １３９０　 １．７％

港股通结算总额（亿元人

民币）
２１５２３．６３ １９５５１．２７ １０．０９％

港股通换汇折合人民币

（亿元）
３７４３．９１ ２１０６．９７ ７７．６９％

１０２交易所（中心）市场运行　



表６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债券跨市场转托管业务表

业 务 类 型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同比增长

跨市场转托管（笔） １５７１５ １２３１４ ２７．６２％

跨市场转托管金额（亿元） １４３２０ １２６０３ １３．６２％

　　【深化改革创新与制度完善】 深入调研，持续

推进Ａ股结算制度、结算备付金制度等证券市场基

础制度优化改革，提升抗风险能力。推进公募

ＲＥＩＴｓ试点准备工作。推进结算系统优化，完成

ＲＴＧＳ系统改造。完成沪市ＥＴＦ结算模式调整和

ＥＴＦ代收代付优化工作；推出首批４只科创板ＥＴＦ

产品。持续加强账户实名制管理。

【聚焦市场热点难点，努力提升服务质效】 在

线系统实现券商代理业务全覆盖。与上海金融法

院、浦东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共建线上司法协助机

制，优化资本市场法治化环境。

【夯实信息技术基础，加强金融科技应用】 进

行技术架构转型研究，提升自主可控能力，推进国产

分布式数据库研究和试点，推进基于流式引擎的清

算系统主机下移试点项目。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技术，建设智能运维大数据平台，建设独立自主运行

ＲＰＡ系统，试点实施多个部门ＲＰＡ业务，场景覆盖

面广，包括办公流程审批、定期报表生成、格式化数

据处理等，操作准确率达到１００％，极大提高了业务

办理效率，降低了业务操作风险，提升了金融科技应

用能力。顺利完成核心主机平台升级改造、异地灾

备系统建设及金桥技术运行中心建设，推进技术系

统信息创新改造，持续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概况】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上海股交中

心”）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９日揭牌，是按照国务院指示

精神，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备案的区域性股权市场，是证券法规定的多层次资

本市场的组成部分。上海股交中心始终致力于服务

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中小微企业，缓解这类企业的融

资难题，主要职能包括：为非上市的中小企业提供

改制挂牌、非公开发行、股票登记托管、股票转让、价

值挖掘、宣传营销等一站式金融服务；为投资者提供

股票买卖、报价、清算交割等综合性服务；对挂牌、展

示企业的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及股票转让各方行为

进行自律性监管。经过多年发展，上海股交中心已

形成“一市五板、五大平台”的市场格局。“一市五

板”分别为：科技创新板（Ｎ板），服务对象为科技

型、创新型、中小型股份有限公司，除实现融资、交易

外，还助推挂牌公司转上交所科创板上市；股份转让

系统（Ｅ板），服务对象为已渡过初创阶段，具有一定

规模、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股份有限公司；展示系

统，为各类企业提供规范运营、能级提升、重组并购、

产业整合、展示宣传等服务；科创Ｑ板，专注于为科

创企业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提供专业化培育孵化服

务；绿色Ｑ板，主要服务于国家《绿色产业指导名

录》中所列产业的企业，帮助企业对接金融资源，推

动相关产业低碳发展。“五大平台”分别为：可转债

平台，为企业发行可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债券提供发

行、交易、信息披露、登记结算等服务；债转股资产交

易平台，为符合国家降杠杆政策的股权资产，提供挂

牌交易、信息发布、登记托管、清算交收、尽职调查、

居间撮合等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股权托管系统，包

括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托管系统、银行业机构

股权托管系统，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金融

机构、地方金融机构提供股权登记托管、股权过户登

记、股权质押登记、代理分红派息、股权查询、咨询等

服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报价系统（ＰＥＬＰ），为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提供基金份额登记

与托管、转让信息发布等服务。

【主要工作】

２０２０年，上海股交中心围绕国家战略和监管要

求，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

力服务中小微企业，规范市场发展，市场建设取得了

新进展。

（一）深化板块建设，聚焦企业融资发展

首先，上海股交中心为打造“规模可观、服务一

流、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场外交易市场，始终坚持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度身定制的综合金融服务，深耕

细作板块建设，多措并举提升市场服务水平。２０２０

年，上海股交中心稳步扩大市场规模，通过与地方政

府、机构、协会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设立孵化基地

并整合多方面资源，有针对性地挖掘和开发当地挂

牌企业，推动各地方政府在市场推广、政策扶持方面

给予实质性的支持。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中心与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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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及机构等联合设立孵化基地５０５个，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７１７家次，挂牌及展示企业数量增至

１０４３８家（其中Ｎ板３７１家、Ｅ板４１５家、展示系统

９６５２家）。其次，上海股交中心扎实推进Ｅ板、Ｎ

板、展示系统等板块建设，密切关注市场内企业的发

展趋势，把握企业融资需求，采取定向增资、私募债、

银行贷款、小额贷款、融资租赁等多元融资方式为不

同的挂牌公司规划合适的融资服务方案。通过对接

资源、联合走访、持续督导等多种途径，先后以非公

开发行方式帮助鸿之微完成９９８０．５４８３万元增资，

帮助上海锐镐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完成３亿元增

资；推动润佳（上海）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近

４亿元人民币的Ｂ轮融资，估值超１５亿元人民

币……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上海股交中心全年新增Ｅ

板、Ｎ板挂牌企业挂牌后股权融资金额达到１２．１３

亿元，融资覆盖率达到６４．５％。此外，上海股交中

心不断拓宽业务板块，努力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体

系服务内容，依托展示板（Ｑ板）基本信披层设计专

门服务于绿色产业企业的绿色Ｑ板，还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共同推进“科创Ｑ板”建设工作，为“一市五

板”市场格局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协同推进，做深科创金融服务

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海股交中心

不断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推动本市场的科技创

新板建设，支持企业对接更高层次的资本市场。在

对接高层次资本市场方面，上海股交中心与上交所

建立合作工作机制，为拟于科创板上市的后备企业

打造专属板块———“科创Ｑ板”，有效锁定上市后备

资源，为上交所提前甄别企业提供抓手；在深化重点

企业上市培育工作方面，上海股交中心联合上交所、

深交所、金融机构等深入服务市场中的上市后备企

业，解答企业上市困惑，同时积极落实“浦江之光”行

动计划，做好“选苗”工作，深入挖掘具有发展潜力的

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承担国家科技重点计划和省级重

点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入库。已推动９１家企业进入

“浦江之光”企业库，并助推步科自动化于１１月２日

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成为从上海股交中心走出去

的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基于在服务科创型中小微

企业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上海股交中心科技创新板

制度体系建设小组获“上海市模范集体”称号。

（三）完善股权托管，助力金融监管

首先，上海股交中心不断完善非上市股份公司、

银行业金融机构、非上市商业银行等的股权托管，为

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培育健康的股权交易市

场生态体系发挥作用，坚持做好老托管业务，协同推

进综合金融服务系统业务发展。２０２０年，上海股交

中心持续深化登记托管业务的服务内涵，强化股权

托管后服务，对托管公司完善治理结构、促进投融

资、协助业务拓展等诸多方面提供有效服务，帮助托

管的拟ＩＰＯ企业进一步优化股权架构，用专业服务

帮助扫清股权障碍，帮助上海农商行解决了“一控两

参”问题，推动其ＩＰＯ顺利过会。其次，在推动非上

市商业银行股权集中登记托管工作中，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诸多不便，上海股交中心及时改进确

权方法，降低确权成本；简化业务办理流程，压缩申

报文件；建立对口联系机制，２４小时为各银行经办

人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上海

市１９家非上市商业银行全部按时完成托管，托管总

股本合计１８２．１亿股，确权股东超２４０００人。此外，

上海股交中心积极推进上海金融租赁公司股权托管

工作，紧跟监管动向，主动对接沪上各家金租公司，

制定了整体托管服务方案，共计完成７家金租公司

的托管，合计托管总股本达４２４．５亿股。

（四）推动发展创新，加快市场转型升级

上海股交中心立足股权融资交易的市场初心，

勇于创新，不断探索业务新模式、新方法。应用市场

化模式全力推进区块链项目建设。认真落实证监会

关于夯实区域性股权市场信息技术基础建设工作的

要求，积极开展建设基于区块链的场外市场登记系

统试点工作。目前已能够实现市场内全部企业、中

介机构、投资者数据上链，涵盖挂牌、展示、托管、交

易、资金、信息披露等全部业务数据，并成功与证监

会监管区块链实现连通对接，进一步规范了市场行

为并提高了信息透明度，为证监会创新监管模式、重

构监管链生态提供蓝本。完成国家级债转股资本交

易平台建设，此业务获得国务院批准后，上股交发布

了债转股资产挂牌交易业务规则，开发建立了转股

资产交易专属网站，构建起交易安全管理制度，并积

累了多个存量项目资源，逐步集聚了包括保险资管、

银行理财、券商资管、战略投资者甚至境外投资者在

内的众多投资者资源。推动私募股权基金权益性资

产交易平台建设，恢复私募基金份额转让服务，重新

制定私募股权基金服务平台建设方案，并与主管部

门、行业协会以及多家投资机构共同研讨，摸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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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点，建设契合市场需求的私募基金份额转让服务

平台。除此之外，上股交还与上交所联合牵头区域

性股权市场同股不同权问题研究，推动了Ｎ板企业

彩虹鱼与华瑞银行落地第一单投贷联动试点业务，

持续推进寅佳电子ＦＴ跨境债转股。

（五）夯实市场监管，积极防范风险

上海股交中心积极落实监管部门的政策要求，

力保市场稳定高效运营。严格坚守市场监管职责，

完成挂牌企业信息披露文件审查及发布。及时对未

在规定时间内披露２０２０年半年度报告的企业进行

了风险揭示；对未在规定时间内披露２０１９年年报的

企业进行了风险揭示；对违规挂牌企业采取自律管

理措施。加强中介机构管理，促进中介机构合规展

业。根据最新政策要求和市场发展需要，进一步完

善监管制度，起草中介业务活动隔离操作规则，从而

强化利益冲突的隔离；修订市场风险管理办法、异常

情况整体应急预案、防范非法集资管理办法、投资者

资金监测细则，有效防范市场风险；拟定信息披露负

责人资格管理办法，规范董秘培训管理。综合分析

挂牌企业经营整体情况。依据企业披露的年报、半

年报，分析挂牌企业上一年度的经营特点、存在的问

题以及信息披露质量，做好投资风险提醒，同时挖掘

年度中发展较好的企业，对业绩亮眼的企业在官方

平台进行宣传展示。

【市场运营情况】

（一）市场发展情况

２０２０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小微企业

带来严峻考验，导致长期以来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

难问题，在疫情时期更加凸显，上海股交中心市场发

展也相应遭受影响，但上海股交中心通过稳定市场

运行、开展线上服务、给予重点帮扶等方式，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全力保障市场良性、规范发展。在挂牌

及展示企业数量方面，２０２０年，上海股交中心Ｎ板

新增７８家，Ｅ板新增７家，展示系统新增３４１家。挂

牌及展示企业合计新增４２６家，数量较２０１９年新增

企业提高了３７．４％。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挂牌

及展示企业数量１０４３８家（其中Ｎ板３７１家、Ｅ板

４１５家、展示系统９６５２家）。新增纯托管企业５８家，

新增纯托管企业注册资本５９３．６５亿元，其中新增商

业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托管３６家，股本５８３．５２亿元，

托管公司累计２２８家。在中介机构发展方面，２０２０

年，上海股交中心新增各类中介机构业务资格２１个。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各类业务资格累计９０９个

（其中Ｎ板业务资格１６６个、Ｅ板业务资格４０８个、交

易服务业务资格１０７个、展示系统推荐展示业务资格

２２８个）。在投资者开户方面，２０２０年新增合格投资

者４０６户，其中机构投资者１４３户、自然人投资者２６３

户。机构投资者占比显著增加，为历年来最高。反映

出机构投资者对区域性股权市场的认识逐渐深入、投

资意愿增加。在企业融资、交易方面，新增Ｅ板、Ｎ板

挂牌企业挂牌后股权融资金额１２．１３亿元，新增Ｅ

板、Ｎ板挂牌企业交易总金额１２．２亿元，二级市场换

手率达２４．３６％，成交量及换手率高于同类市场。

（二）挂牌企业成长情况

据上海股交中心挂牌公司（２４９家次）２０２０年年报

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挂牌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实现

总营业收入２１８．５２亿元，平均营业收入８７７５．８１万元，

同比增长４９．３９％；实现净利润总额４．１８亿元，平均

净利润１６７．８０万元，同比增长１９３．３７％。挂牌公司

在“疫情年”表现出了较好的抗压能力，平均营业收入

首次突破８５００万元，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创新高，净

利润规模实现持续增长，但增速有所趋缓。

以可比数据为样本，自２０１２年上海股交中心开

业以来，挂牌公司营业收入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１４．１１％，平均营业收入的年复合增长率为１２．０３％，

且平均营业收入及增速、营业收入中位数均于２０２０

年达到峰值。其中，Ｅ板挂牌公司的平均营业收入

为２．７６亿元，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为１０９．８％，营业

收入中位数为２８６６．８０万元，营业收入中位数增长

率为４８．５６％，Ｅ板平均营业收入以及增长率均创新

高；Ｎ板挂牌公司的平均营业收入为２６６２．５５万元，

营业收入中位数为１７５８．３９万元，营业收入中位数

增长率为１９．１２％；Ｅ板与Ｎ板挂牌公司营业收入

中位数也均于２０２０年达到峰值（见图１）。

２０２０年度，挂牌公司净利润规模在“疫情年”持

续增长，挂牌公司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４．１

亿元，平均净利润１６７．８０万元，净利润中值为２８．３８

万元，平均净利润同比增长１０３．６９％，净利润中值

同比增长７．４８％。Ｅ板挂牌公司平均净利润为

５８９．２８万元，同比增长１９３．３７％，Ｎ板平均净利润

为３１．０４万元，同比减少了２．５３％。平均净利润首

次突破１５０万元，实现平均净利润１６７．８０万元，净

利润中值在２８．３８万元，平均净利润于２０２０年创新

高（见图２），且在“疫情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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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挂牌公司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营业收入情况（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度挂牌公司年报

图２　挂牌公司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净利润情况

资料来源：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度挂牌公司年报

增速有所趋缓，且各板块挂牌公司盈利水平存在分

化，但活性很足。净利润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比例呈

上升状态，亏损企业占比则有所下降。

２０２０年度，挂牌公司在年初疫情期停工或延期

开工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增长态势，盈

利能力显著提高。在披露的年报数据中，实现盈利

的公司占比６３．８６％，同比提升了５．６１个百分点。

盈利公司合计实现净利润４．１８亿元，大部分挂牌公

司净利润规模处在０～５００万元之间，占比在

５２．２１％。２０２０年度，挂牌公司盈利水平继续增长

但存在分化，Ｅ板挂牌公司的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

等普遍向好。以初创期科创企业为主的Ｎ板挂牌

公司的毛利向好，但费用上升，营业收入、净资产收

益率等有所承压下滑。行业上来看，纺织品服装业、

化工、教育服务业的挂牌公司毛利率、每股收益、净

资产收益率水平回升明显。

２０２０年度，挂牌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依旧持续

加大比重，取得显著创新成果，从研发费用投入来

看，２０２０年挂牌公司的研发费用约为６．８９亿元左

右，加权平均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约为

５０２交易所（中心）市场运行　



３．１５％。Ｅ板挂牌公司的研发费用总计１．５７亿元，

加权平均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约为０．９３％，Ｎ

板挂牌公司的研发费用总计为５．３１亿元，加权平均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约为１０．６１％，Ｎ板挂牌

公司研发投入率较大。从研发对于挂牌公司成长性

来看，业绩增长突出的挂牌公司的创新能力突出，高

成长性的企业主要分布在信息技术服务、软件技术

服务行业、医疗保健行业，大部分企业均有自主核心

技术并在研发费用上持续投入，以提高企业的能力，

公司基本拥有多项专利技术。甚至在传统食品饮

料、餐饮以及建筑行业的挂牌公司，也有相关的专利

权属。

此外，２０２０年初面对新冠疫情防控的严峻形

势，上海股交中心挂牌公司不仅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积极发扬企业家精神支持抗疫，无私奉献爱心，无偿

捐赠大量防疫物资，积极捐款助力一线防疫，更积极

响应扶贫政策、发挥企业优势，有效带动农户致富，

为市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形成了表率。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中国银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

２０２０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迭加外部形势剧变

的严峻挑战，中国银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紧

紧围绕国家和集团战略，在变局中找机遇，在困局中

求突破，全面助力复工复产、复市复业，主要业务保

持市场领先地位，各项管理机制不断理顺，为实现高

质量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经营情况】

经营效益实现较快增长。克服市场不利因素，

紧跟市场，顺势而为，实现预算口径利润１０．３９亿

元，同比增幅１８％。

金融市场业务排名位居市场前列。我行境外机

构债券做市排名市场第一；上金所自营黄金交易总

量四大行第一；询价交易做市商交易量四大行第一；

黄金代理业务交易份额四大行保持第二。

在沪法人金融机构业务稳步增长。在沪法人金

融机构本外币日均存款２７６６亿元，日均资产１４８３

亿元，分别较上年日均增长１４％和２３％。

跨境人民币清算、结算业务继续保持领先。跨

境人民币汇出汇入清算金额累计达４万亿元，同比

增长１１％；ＣＩＰＳ间参行３５９家，市场份额３４％，保持

市场第一。

长三角区域集团贡献度、主要业务竞争力提升。

长三角六行合计实现营业收入１０５１亿元，境内行贡

献同比提升０．８个百分点；存款时点贡献提升０．４５

个百分点，贷款时点贡献提升０．１９个百分点。四大

行口径人民币存款市场份额提升０．１３个百分点。

各类风险整体可控。客户资产质量总体稳定，

存量黄金租赁均为正常类，市场风险控制在限额内。

【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一）主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支持实体经

济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多措并举助力复工复产复市复业。成功发行中

国银行首期疫情防控专项同业存单，积极推进国家

开发银行战疫专题债券和脱贫攻坚专题债券的柜台

销售工作，做好全部四支财政部特别抗疫国债的报

价服务。疫情期间积极提供贵金属市场流动性，获

上海黄金交易所“疫情期间市场稳定特殊贡献奖”。

境外机构投资者债券交易排名跃居全市场第

一。该行与境外机构投资者作为交易对手债券成交

量突破１万亿元，同比增长７０％；境外机构交易对手

累计共４１４家，银行间债券市场代理１１９家，客户基

础不断夯实。尤其是上半年境内本币市场波动明显

加大的情况下，坚持做好境内外机构投资者的做市

报价服务。

要素市场跨境互联互通合作不断加强。与上海

金交所联合举办“沪澳黄金之路”启动仪式，获得首

家“境外联通保证金存管银行”资格。多次举办面向

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云路演，来自全球４１个国家和地

区的１３５家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会，包括多家央行、主

权基金、政府养老金等主权类机构。

（二）积极投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加强金

融要素市场业务创新

与中债登通力合作，牵头完成国内首单离岸机

构境内担保品融资业务———交银租赁香港公司国债

质押跨境融资项目，获“中国（上海）自贸区第十批金

融创新案例”奖。

联动中行上海市分行快速完成中金所账户开

立、授信落地，有力支持该行成为中金所国债期货首

批入市银行并完成首单交易。

（三）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提升跨境人

民币清算网络建设

以智慧运营建设为着力点，加快推进科技与业

６０２ 　第五篇　市　　场



务融合。积极协同推进中国银行ＣＩＰＳ海外直参行

建设。牵头与１３家海外分行、总行相关部门研究拟

定ＣＩＰＳ海外直参行系统实施方案，实现多条线系统

单一入口、全球多点互备功能，为我行全球人民币支

付体系跃升新平台夯实基础。

疫情期间切实保障跨境人民币清算安全运营，

紧急启动疫情应急办公机制和巴拿马持续接力运营

措施，确保了跨境人民币清算业务服务平稳顺畅。

（四）积极打造高质量发展样板区，促进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

管理机制逐步到位。“中国银行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协调委员会”和“中国银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联席会议”两大机制已顺利运作。委员会议定事

项均已落地，区域联席会议重点推进事项完成４项。

行动方案７２项工作任务完成过半，其余均取得阶段

性成果。

协同发展初见成效。长三角一体化总行级重点

项目已扩容至７８个、落地５２个，批复金额达到

１５１３亿元，贷款余额３８３亿元。示范区８１个重点

项目，已取得实质进展及持续跟进营销的项目３４

个。个人客户尊享积分实现区域一体化，并导入综

合经营公司产品。

示范区金融服务领先同业。１０月２２日，中国

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机构揭牌，成为首批在三

地同时获准设立示范区分支机构的商业银行，基本

实现支付、授信、开户、抵质押同城一体化服务。

【经营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指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本外币资产总额 １１７８．２７ ２７２９．４５ ２０８６．８６ １９４８．２７ ２１４８．２９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不含

同业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１９ １．７８ １．０５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 — — — —

净利润 ６．４２ ７．７３ １０．４７ ７．０５ ６．６２

不良贷款率 — — — — —

债券总额 １５６．７０ ２４１．８６ ３０４．２３ ４０４．４３ ３８６．８８

存单总额 ２６５．７６ ４２９．１１ ４１５．７３ ５９８．２５ ５００．５２

贵金属资产总额 ３７８．７５ ４４９．５６ ３２６．１３ ４９０．３８ ２８７．２７

　 （中国银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

７０２交易所（中心）市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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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金
融
综
合
统
计

（ 一
）
本
外
币
信
贷
收
支
统
计

上
海
市
中
外
资
金
融
机
构
本
外
币
信
贷
收
支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亿
元

　
　
　
　
　
　
　
　
　
　
　
　
栏
目

来
源
项
目
名
称
　
　
　
　
　
　
　
　

本
期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栏
目

运
用
项
目
名
称
　
　
　
　
　
　
　
　

本
期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一
、
各
项
存
款

１５
５
８６
５．
０６

６５
８．
６３

５６
３．
０１

２３
０１
８．
７５

１１
６７
９．
９４
一
、
各
项
贷
款

８４
６４
３．
０４

７０
９．
０５

６８
２．
２２

６
７４
１．
５７

５
６０
９．
８４

（ 一
）
境
内
存
款

１４
８
０４
５．
０７

６１
０．
６４

６２
７．
４８

２１
８０
４．
３１

１１
０１
９．
３６

（ 一
）
境
内
贷
款

８０
３０
５．
９２

７０
２．
４９

５７
８．
９４

６
５０
６．
６８

５
５０
２．
８３

１．
住
户
存
款

３８
３０
２．
４５

５１
１．
６９

６０
８．
９３

４
９７
９．
９６

４
７１
２．
０３

１．
住
户
贷
款

２５
５９
９．
０２

３７
９．
６２

１１
２．
９０

２
２３
９．
７７

２
０５
９．
１８

　
　
　
（ １
）
活
期
存
款

１３
１２
０．
９３

２７
７．
６２

４６
６．
７８

１
７６
６．
７１

１
１５
９．
６０
　
　
　
（ １
）
短
期
贷
款

２
８７
７．
１７

３０
．
７２

－
１４
０．
９１

－
９３
．
６４

２３
０．
４３

　
　
　
（ ２
）
定
期
及
其
他
存
款

２５
１８
１．
５２

２３
４．
０７

１４
２．
１４

３
２１
３．
２５

３
５５
２．
４３

　
　
消
费
贷
款

２
１２
３．
９３

４．
０２

－
７３
．
２６

－
１８
５．
８５

１８
３．
７４

　
　
２．
非
金
融
企
业
存
款

６３
４２
５．
４６

２
２４
０．
３９

１
２４
２．
８６

７
４３
７．
４１

２
７０
８．
５６

　
　
经
营
贷
款

７５
３．
２４

２６
．
７１

－
６７
．
６５

９２
．
２０

４６
．
７０

　
　
　
（ １
）
活
期
存
款

１８
４４
３．
１１

８２
４．
２２

８４
４．
９６

１
９６
９．
８２

７７
７．
５１
　
　
　
（ ２
）
中
长
期
贷
款

２２
７２
１．
８５

３４
８．
９０

２５
３．
８１

２
３３
３．
４２

１
８２
８．
７５

　
　
　
（ ２
）
定
期
及
其
他
存
款

４４
９８
２．
３５

１
４１
６．
１７

３９
７．
９１

５
４６
７．
５９

１
９３
１．
０５

　
　
消
费
贷
款

１９
８０
０．
２７

３０
２．
５５

２０
７．
３６

１
５３
０．
３１

１
３０
２．
５９

　
　
３．
机
关
团
体
存
款

１４
６０
１．
５４

２２
２．
７８

１５
６．
５０

２９
５．
８５

７３
１．
１０

　
　
经
营
贷
款

２
９２
１．
５８

４６
．
３５

４６
．
４５

８０
３．
１１

５２
６．
１６

　
　
４．
财
政
性
存
款

３
９３
４．
５９

－
５９
６．
８４

－
４７
６．
９６

１
１６
０．
２２

２６
７．
９９
　
　
２．
企
（ 事
） 业
单
位
贷
款

５４
３０
２．
８０

３１
６．
６１

３７
４．
０９

４
２８
９．
９８

３
３６
１．
８７

　
　
５．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存
款

２７
７８
１．
０２
－
１
７６
７．
３９

－
９０
３．
８６

７
９３
０．
８８

２
５９
９．
７０
　
　
　
（ １
）
短
期
贷
款

１６
７５
６．
８７

－
２０
２．
７７

－
８６
．
７１

１
１９
９．
０７

８９
．
８９

　
（ 二
）
境
外
存
款

７
８１
９．
９９

４７
．
９９

－
６４
．
４６

１
２１
４．
４４

６６
０．
５８
　
　
　
（ ２
）
中
长
期
贷
款

２９
３３
２．
４２

３７
３．
２８

４６
８．
４１

３
４６
３．
６９

２
３６
０．
１３

二
、
金
融
债
券

２
８３
３．
６２

－
１９
．
７５

－
４．
６９

２７
６．
５８

７０
８．
１８
　
　
　
（ ３
）
票
据
融
资

３
３８
１．
４７

１０
３．
３１

－
０．
０７

－
７８
３．
３０

６０
５．
９１

其
中
：
境
外
发
行

８６
５．
９７

－
５．
６８

３７
．
８５

２９
２．
６５

２１
７．
４４
　
　
　
（ ４
）
融
资
租
赁

４
７９
１．
９８

６７
．
５０

－
３．
７３

４５
６．
６１

３１
０．
４５

三
、
卖
出
回
购
资
产

４１
．
５４

－
７．
１４

５９
．
５７

－
７１
．
７２

９０
．
２１
　
　
　
（ ５
）
各
项
垫
款

４０
．
０６

－
２４
．
７１

－
３．
８１

－
４６
．
０９

－
４．
５１

四
、
借
款
及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拆
入

２
９６
８．
５９

－
７２
．
４２

１０
．
９８

５０
．
１４

７４
．
０２
　
　
３．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４０
４．
１１

６．
２５

９１
．
９６

－
２３
．
０７

８１
．
７７

五
、
联
行
往
来
（ 净
）

　
（ 二
）
境
外
贷
款

４
３３
７．
１２

６．
５６

１０
３．
２９

２３
４．
８９

１０
７．
０１

六
、
应
付
及
暂
收
款

３
４４
０．
０６

－
２３
６．
０２

－
９７
．
９０

１８
２．
２１

１３
６．
９３
二
、
债
券
投
资

１１
４２
３．
９７

－
３８
．
９７

－
７６
．
８５

１
７９
６．
４１

１
６１
９．
８２

七
、
各
项
准
备

２
２３
１．
６２

５．
７０

１４
３．
８９

２３
４．
４８

４２
５．
９２

其
中
：
境
外
债
券

１
２３
４．
９２

－
３．
９６

－
３．
７５

２２
５．
２３

１５
２．
５５

八
、
所
有
者
权
益

７
３９
６．
８４

－
６８
．
０３

－
１４
７．
６２

５６
０．
１３

５１
３．
９０
三
、
股
权
及
其
他
投
资

５
７０
０．
０７

－
７８
．
４８

－
１５
３．
１５

－
９９
．
３１

－
８６
５．
９４

其
中
：
实
收
资
本

２
３１
２．
２３

－
０．
２６

４．
２３

１０
８．
２８

２０
９．
３０
四
、
买
入
返
售
资
产

６４
７．
８５

２５
４．
０１

１８
．
０１

８１
．
９９

－
１３
８．
９４

九
、
其
他

１９
９
１２
２．
３６

７７
８．
５１

－
３４
８．
０７

－
４．
５９

１６
０．
６５
五
、
存
放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款
项

１
０５
８．
８２

１１
１．
４０

－
７４
．
２７

４３
１．
４３

１２
４．
３４

六
、
联
行
往
来
（ 净
）

６２
０６
２．
９９

５６
９．
１１

１
０６
２．
７７

１５
６６
２．
３０

８
１６
４．
４４

其
中
：
境
内
存
放
二
级
准
备
金

５４
１．
５８

８．
１４

２７
．
３３
－
１
０９
０．
３５

－
１９
８．
４６

七
、
金
银
占
款

八
、
中
央
银
行
外
汇
占
款

２０
６
２５
５．
７５

９３
．
８５

－
８５
８．
０２

－
６２
２．
２６

－
５６
６．
２０

九
、
应
收
及
预
付
款

１
３８
４．
１０

－
５８
５．
６７

－
４２
２．
６１

１８
１．
４７

－
１７
５．
７９

十
、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３８
．
４６

－
５．
３０

－
０．
３４

３３
．
６８

０．
０５

十
一
、
固
定
资
产

６８
４．
６２

１０
．
４６

１．
４０

３８
．
６９

１８
．
１６

资
金
来
源
总
计

３７
３
８９
９．
６８

１
０３
９．
４７

１７
９．
１６

２４
２４
５．
９８

１３
７８
９．
７６

资
金
运
用
总
计

３７
３
８９
９．
６８

１
０３
９．
４７

１７
９．
１６

２４
２４
５．
９８

１３
７８
９．
７６

　
　
注
：
非
银
行
支
付
机
构
存
款
纳
入
各
项
存
款
口
径
，
在
“
非
金
融
企
业
存
款
”
项
下
的
“
定
期
及
其
他
存
款
”
中
反
映
。



书书书

（ 二
）
人
民
币
信
贷
收
支
统
计

上
海
市
中
外
资
金
融
机
构
人
民
币
信
贷
收
支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亿
元

　
　
　
　
　
　
　
　
　
　
　
　
栏
目

来
源
项
目
名
称
　
　
　
　
　
　
　
　

本
期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栏
目

运
用
项
目
名
称
　
　
　
　
　
　
　
　

本
期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一
、
各
项
存
款

１４
５
３２
７．
６５

５２
３．
８１

６９
８．
９６

２１
９７
８．
５７

１０
６８
７．
５７
一
、
各
项
贷
款

７７
９９
１．
０３

６６
５．
４４

７２
１．
１３

６
１０
８．
５７

５
２９
７．
８２

（ 一
）
境
内
存
款

１４
２
３４
３．
７２

７４
７．
８０

６３
８．
４５

２１
６６
９．
８７

１０
８４
６．
１２

（ 一
）
境
内
贷
款

７７
０６
２．
６６

６３
９．
８８

６４
９．
９６

６
１９
０．
１７

５
２９
２．
２５

１．
住
户
存
款

３６
７３
３．
９７

５０
１．
６３

５８
９．
９４

４
９８
５．
４５

４
６４
３．
０５

１．
住
户
贷
款

２５
５８
２．
７２

３７
９．
９９

１１
３．
０９

２
２４
６．
７６

２
０６
１．
４８

　
　
　
（ １
）
活
期
存
款

１２
３９
７．
６９

２４
３．
６９

４４
９．
７４

１
６４
１．
７５

１
１７
７．
０８
　
　
　
（ １
）
短
期
贷
款

２
８７
４．
７８

３０
．
８０

－
１４
１．
０１

－
９０
．
２４

２３
０．
５７

　
　
　
（ ２
）
定
期
及
其
他
存
款

２４
３３
６．
２８

２５
７．
９４

１４
０．
１９

３
３４
３．
７１

３
４６
５．
９７

　
　
消
费
贷
款

２
１２
１．
５４

４．
０９

－
７３
．
３６

－
１８
２．
４４

１８
３．
８７

　
　
２．
非
金
融
企
业
存
款

５９
５８
８．
２７

２
２９
０．
３８

１
３０
０．
７６

７
２９
４．
４３

２
５７
９．
９５

　
　
经
营
贷
款

７５
３．
２４

２６
．
７１

－
６７
．
６５

９２
．
２０

４６
．
７０

　
　
　
（ １
）
活
期
存
款

１６
０５
７．
５４

８２
５．
５８

８１
６．
７５

１
５８
０．
４４

８１
０．
２２
　
　
　
（ ２
）
中
长
期
贷
款

２２
７０
７．
９４

３４
９．
１９

２５
４．
１０

２
３３
６．
９９

１
８３
０．
９１

　
　
　
（ ２
）
定
期
及
其
他
存
款

４３
５３
０．
７３

１
４６
４．
８０

４８
４．
００

５
７１
３．
９８

１
７６
９．
７４

　
　
消
费
贷
款

１９
７８
６．
３５

３０
２．
８４

２０
７．
６４

１
５３
３．
８９

１
３０
４．
７５

　
　
３．
机
关
团
体
存
款

１４
５４
６．
９１

２４
１．
８９

１５
９．
１０

２９
２．
８５

７２
６．
１６

　
　
经
营
贷
款

２
９２
１．
５８

４６
．
３５

４６
．
４５

８０
３．
１１

５２
６．
１６

　
　
４．
财
政
性
存
款

３
９３
４．
５９

－
５９
６．
８４

－
４７
６．
９６

１
１６
０．
２２

２６
７．
９９
　
　
２．
企
（ 事
） 业
单
位
贷
款

５１
２６
４．
７９

３１
１．
１３

４３
８．
７６

４
１２
６．
２８

３
１４
５．
２６

　
　
５．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存
款

２７
５３
９．
９７
－
１
６８
９．
２７

－
９３
４．
３９

７
９３
６．
９２

２
６２
８．
９７
　
　
　
（ １
）
短
期
贷
款

１５
３９
２．
５５

－
２１
２．
５０

－
７．
２６

１
１７
８．
６６

５８
．
７７

　
（ 二
）
境
外
存
款

２
９８
３．
９４

－
２２
３．
９８

６０
．
５１

３０
８．
７１

－
１５
８．
５５
　
　
　
（ ２
）
中
长
期
贷
款

２８
３３
２．
２５

３８
５．
５１

４３
４．
２７

３
３８
２．
４０

２
２４
９．
４７

二
、
金
融
债
券

１
９７
７．
６３

－
１４
．
０７

－
４２
．
５４

－
６．
１０

４９
０．
７３
　
　
　
（ ３
）
票
据
融
资

３
３８
１．
４７

１０
３．
３１

－
０．
０７

－
７８
３．
２５

６０
５．
９０

其
中
：
境
外
发
行

９．
９７

０．
００

９．
９７

　
　
　
（ ４
）
融
资
租
赁

４
１１
９．
４５

５９
．
５１

１３
．
３６

３９
３．
６４

２３
４．
３６

三
、
卖
出
回
购
资
产

－
９．
９８

５５
．
８５

－
７９
．
９９

７５
．
１９
　
　
　
（ ５
）
各
项
垫
款

３９
．
０６

－
２４
．
７０

－
１．
５４

－
４５
．
１８

－
３．
２５

四
、
借
款
及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拆
入

４５
０．
４３

－
１０
９．
４３

８７
．
０５

１３
４．
７６

２６
７．
６１
　
　
３．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２１
５．
１５

－
５１
．
２３

９８
．
１１

－
１８
２．
８６

８５
．
５１

五
、
联
行
往
来
（ 净
）

　
（ 二
）
境
外
贷
款

９２
８．
３７

２５
．
５７

７１
．
１７

－
８１
．
６０

５．
５８

六
、
应
付
及
暂
收
款

３
２１
０．
６７

－
１３
８．
７３

－
１０
４．
０８

２４
７．
１４

－
３１
５．
０３
二
、
债
券
投
资

１０
００
５．
９４

－
２９
．
５８

－
５９
．
７９

１
４５
２．
０１

１
４３
１．
２３

七
、
各
项
准
备

２
１０
２．
９２

－
１０
．
４９

１５
２．
９５

２１
６．
４５

４０
３．
３６

其
中
：
境
外
债
券

５９
．
０９

２．
１４

６．
６８

４．
５３

７．
６８

八
、
所
有
者
权
益

６
９１
５．
６４

－
６２
．
２４

－
１６
８．
２０

６１
６．
９４

４６
６．
１１
三
、
股
权
及
其
他
投
资

５
５５
０．
０３

－
１１
０．
６８

－
１４
５．
６０

－
１４
６．
００

－
８１
０．
０３

其
中
：
实
收
资
本

２
２１
０．
０８

０．
０３

４．
５４

１５
６．
８５

１９
８．
０８
四
、
买
入
返
售
资
产

６４
７．
８５

２５
４．
０１

１８
．
０１

８１
．
９９

－
１３
８．
９４

九
、
其
他

２０
１
５８
０．
６２

９２
７．
７２

－
４９
．
３３

－
８６
７．
０９

８１
２．
２６
五
、
存
放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款
项

３２
０．
７５

６．
５９

１３
．
９４

１２
０．
１８

２６
．
７０

六
、
联
行
往
来
（ 净
）

５８
９１
３．
４３

７７
３．
０７

１
２７
８．
４９

１４
９６
９．
７２

７
７４
８．
１９

其
中
：
境
内
存
放
二
级
准
备
金

５４
１．
２４

８．
１０

２８
．
８８
－
１
０７
５．
７７

－
１８
３．
００

七
、
金
银
占
款

八
、
中
央
银
行
外
汇
占
款

２０
６
２５
５．
７５

９３
．
８５

－
８５
８．
０２

－
６２
２．
２６

－
５６
６．
２０

九
、
应
收
及
预
付
款

１
１６
５．
５８

－
５５
１．
１８

－
３３
８．
３９

２０
４．
８１

－
１１
８．
５１

十
、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３８
．
４６

－
５．
３０

－
０．
３４

３３
．
６８

０．
０５

十
一
、
固
定
资
产

６７
６．
７３

１０
．
３６

１．
２２

３８
．
００

１７
．
４８

资
金
来
源
总
计

３６
１
５６
５．
５６

１
１０
６．
５９

６３
０．
６６

２２
２４
０．
６９

１２
８８
７．
８０

资
金
运
用
总
计

３６
１
５６
５．
５６

１
１０
６．
５９

６３
０．
６６

２２
２４
０．
６９

１２
８８
７．
８０

　
　
注
：
非
银
行
支
付
机
构
存
款
纳
入
各
项
存
款
口
径
，
在
“
非
金
融
企
业
存
款
”
项
下
的
“
定
期
及
其
他
存
款
”
中
反
映
。

２１２ 　第六篇　统　　计



书书书

上
海
市
中
资
金
融
机
构
人
民
币
信
贷
收
支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亿
元

　
　
　
　
　
　
　
　
　
　
　
　
栏
目

来
源
项
目
名
称
　
　
　
　
　
　
　
　

本
期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栏
目

运
用
项
目
名
称
　
　
　
　
　
　
　
　

本
期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一
、
各
项
存
款

１３
７
６２
４．
４６

４１
１．
１１

３６
７．
８０

２０
９９
４．
７３

１０
２７
６．
１８
一
、
各
项
贷
款

７４
４１
３．
６３

６９
９．
７１

６３
４．
２３

６
１８
７．
６１

５
０６
９．
５０

（ 一
）
境
内
存
款

１３
５
８０
５．
３６

４７
１．
６６

３１
６．
００

２０
７３
２．
８９

１０
５５
０．
５６

（ 一
）
境
内
贷
款

７３
６１
０．
７７

６９
４．
１４

５９
３．
４５

６
２６
４．
２４

５
０７
５．
０４

１．
住
户
存
款

３６
５０
０．
８２

４８
７．
５７

５８
０．
０３

４
９８
３．
３３

４
６１
９．
５１

１．
住
户
贷
款

２５
３０
０．
６２

３８
５．
９８

１０
５．
７６

２
２４
９．
９７

２
０１
９．
３０

　
　
　
（ １
）
活
期
存
款

１２
３１
５．
２６

２３
６．
７７

４４
５．
５５

１
６３
１．
７３

１
１６
７．
３８
　
　
　
（ １
）
短
期
贷
款

２
８２
２．
６８

３２
．
６３

－
１４
３．
７０

－
１０
２．
２８

１９
９．
２９

　
　
　
（ ２
）
定
期
及
其
他
存
款

２４
１８
５．
５６

２５
０．
８０

１３
４．
４８

３
３５
１．
６０

３
４５
２．
１３

　
　
消
费
贷
款

２
０８
０．
８１

６．
４８

－
７５
．
１６

－
１８
８．
９８

１５
５．
２５

　
　
２．
非
金
融
企
业
存
款

５３
５９
１．
４３

２
００
１．
４２

９７
５．
３４

６
４５
２．
３９

２
２５
８．
９１

　
　
经
营
贷
款

７４
１．
８８

２６
．
１５

－
６８
．
５３

８６
．
７０

４４
．
０４

　
　
　
（ １
）
活
期
存
款

１４
８２
８．
８７

６８
２．
７６

６４
１．
５７

１
４６
３．
９４

７３
４．
８９
　
　
　
（ ２
）
中
长
期
贷
款

２２
４７
７．
９４

３５
３．
３５

２４
９．
４６

２
３５
２．
２５

１
８２
０．
０１

　
　
　
（ ２
）
定
期
及
其
他
存
款

３８
７６
２．
５６

１
３１
８．
６６

３３
３．
７７

４
９８
８．
４５

１
５２
４．
０２

　
　
消
费
贷
款

１９
５７
４．
０９

３０
７．
１７

２０
２．
７８

１
５４
６．
７６

１
２９
１．
５１

　
　
３．
机
关
团
体
存
款

１４
５４
５．
０８

２４
１．
９１

１５
９．
０９

２９
２．
３２

７２
６．
３０

　
　
经
营
贷
款

２
９０
３．
８４

４６
．
１７

４６
．
６８

８０
５．
４９

５２
８．
５０

　
　
４．
财
政
性
存
款

３
９３
４．
５７

－
５９
５．
６９

－
４７
６．
３９

１
１６
０．
２２

２６
７．
９７
　
　
２．
企
（ 事
） 业
单
位
贷
款

４８
０９
４．
９９

３５
９．
３９

３８
９．
５８

４
１９
７．
１３

２
９７
０．
２３

　
　
５．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存
款

２７
２３
３．
４５
－
１
６６
３．
５４

－
９２
２．
０７

７
８４
４．
６４

２
６７
７．
８６
　
　
　
（ １
）
短
期
贷
款

１３
６５
９．
７４

－
１８
８．
８１

２．
１７

１
３１
６．
９７

５．
３１

　
（ 二
）
境
外
存
款

１
８１
９．
１０

－
６０
．
５５

５１
．
８０

２６
１．
８４

－
２７
４．
３８
　
　
　
（ ２
）
中
长
期
贷
款

２７
１７
４．
４１

３９
１．
４５

３９
４．
０８

３
３６
１．
３０

２
０７
０．
４３

二
、
金
融
债
券

１
９０
７．
６６

－
２４
．
０７

－
４２
．
５４

－
３６
．
０８

５４
２．
７１
　
　
　
（ ３
）
票
据
融
资

３
１０
３．
４７

１２
１．
９５

－
１８
．
４８

－
８２
８．
６５

６６
３．
５５

其
中
：
境
外
发
行

　
　
　
（ ４
）
融
资
租
赁

４
１１
９．
４５

５９
．
５１

１３
．
３６

３９
３．
６４

２３
４．
３６

三
、
卖
出
回
购
资
产

－
９．
９８

５５
．
８５

－
７７
．
９９

７３
．
１９
　
　
　
（ ５
）
各
项
垫
款

３７
．
９２

－
２４
．
７０

－
１．
５４

－
４６
．
１２

－
３．
４２

四
、
借
款
及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拆
入

１６
４．
７６

－
２３
．
３７

６．
２０

３７
．
０７

１０
５．
３０
　
　
３．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２１
５．
１５

－
５１
．
２３

９８
．
１１

－
１８
２．
８６

８５
．
５１

五
、
联
行
往
来
（ 净
）

　
（ 二
）
境
外
贷
款

８０
２．
８６

５．
５７

４０
．
７７

－
７６
．
６３

－
５．
５４

六
、
应
付
及
暂
收
款

３
１４
１．
４６

－
１５
７．
２５

１６
．
８１

３１
８．
４０

２１
２．
４５
二
、
债
券
投
资

８
４８
９．
７７

－
６９
．
９６

－
３６
．
１９

１
０１
９．
７１

１
５８
１．
５７

七
、
各
项
准
备

２
０３
１．
６４

－
６．
６６

１５
８．
１６

２２
１．
４９

４０
８．
９９

其
中
：
境
外
债
券

２５
．
１１

－
０．
０４

１．
８１

－
１．
２６

１．
１８

八
、
所
有
者
权
益

５
８５
８．
９１

－
７３
．
２５

－
１６
５．
８８

４９
９．
４６

４１
８．
５７
三
、
股
权
及
其
他
投
资

５
５５
０．
０３

－
１１
０．
６８

－
１４
５．
６０

－
１４
６．
００

－
８０
４．
０４

其
中
：
实
收
资
本

１
８９
８．
１２

０．
０３

４．
５４

１０
１．
３７

１７
０．
６７
四
、
买
入
返
售
资
产

６３
９．
８５

２５
５．
９２

２４
．
０３

９８
．
７９

－
１２
８．
２９

九
、
其
他

２０
３
４１
６．
６３

１
０５
８．
９９

２９
７．
２２

－
６７
８．
７６

５６
１．
９０
五
、
存
放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款
项

２３
０．
９４

１６
．
３７

１８
．
３６

８７
．
１７

１０
．
２９

六
、
联
行
往
来
（ 净
）

５６
８１
９．
１６

７７
７．
４２

１
３６
０．
１５

１４
４０
７．
７０

７
５２
９．
５３

其
中
：
境
内
存
放
二
级
准
备
金

５３
９．
２８

８．
４３

２８
．
９３
－
１
０７
０．
６７

－
１８
０．
５４

七
、
金
银
占
款

八
、
中
央
银
行
外
汇
占
款

２０
６
２５
５．
７５

９３
．
８５

－
８５
８．
０２

－
６２
２．
２６

－
５６
６．
２０

九
、
应
收
及
预
付
款

１
０５
０．
００

－
４９
２．
１４

－
３０
４．
２９

１７
２．
７４

－
１１
１．
２２

十
、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３８
．
４６

－
５．
３０

－
０．
３４

３３
．
６８

０．
０５

十
一
、
固
定
资
产

６５
７．
９４

１０
．
３５

１．
２９

３９
．
１９

１８
．
０９

资
金
来
源
总
计

３５
４
１４
５．
５３

１
１７
５．
５４

６９
３．
６２

２１
２７
８．
３３

１２
５９
９．
２８

资
金
运
用
总
计

３５
４
１４
５．
５３

１
１７
５．
５４

６９
３．
６２

２１
２７
８．
３３

１２
５９
９．
２８

　
　
注
：
非
银
行
支
付
机
构
存
款
纳
入
各
项
存
款
口
径
，
在
“
非
金
融
企
业
存
款
”
项
下
的
“
定
期
及
其
他
存
款
”
中
反
映
。

３１２一、 金融综合统计　



书书书

上
海
市
外
资
金
融
机
构
人
民
币
信
贷
收
支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亿
元

　
　
　
　
　
　
　
　
　
　
　
　
栏
目

来
源
项
目
名
称
　
　
　
　
　
　
　
　

本
月
余
额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栏
目

运
用
项
目
名
称
　
　
　
　
　
　
　
　

本
月
余
额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一
、
各
项
存
款

７
７５
１．
３８

１０
２．
２５

３２
２．
０１

９７
７．
０７

４３
２．
１９
一
、
各
项
贷
款

４
５６
４．
８７

４．
１０

９５
．
２３

７０
．
１１

７０
．
３３

（ 一
）
境
内
存
款

６
５８
６．
５４

２６
５．
６８

３１
３．
３０

９３
０．
２１

３１
６．
３６

（ 一
）
境
内
贷
款

４
４３
９．
３６

－
１５
．
８９

６４
．
８４

７５
．
０８

５９
．
２１

１．
个
人
存
款

２３
３．
１５

１４
．
０６

９．
９１

２．
１３

２３
．
５４

１．
短
期
贷
款

２
５３
４．
８０

２２
．
５７

４．
５３

－
５８
．
３８

－
３８
．
９４

其
中
：
活
期
储
蓄
存
款

８２
．
４４

６．
９２

４．
２０

１０
．
０２

９．
７０
　
　
　
（ １
）
个
人
贷
款

５２
．
１０

－
１．
８３

２．
６９

１２
．
０４

３１
．
２８

　
　
　
定
期
储
蓄
存
款

２３
．
０３

０．
００

－
０．
６６

０．
１３

－
０．
３８

其
中
：
个
人
消
费
贷
款

４０
．
７３

－
２．
３９

１．
８１

６．
５４

２８
．
６２

　
　
　
结
构
性
存
款

７８
．
３７

４．
２６

２．
８６

－
１７
．
２１

－
６．
０５
　
　
　
（ ２
）
单
位
贷
款

１
７３
２．
８１

－
２３
．
６９

－
９．
４３

－
１３
８．
３０

５３
．
４７

２．
单
位
存
款

５
９９
８．
６７

２８
８．
９４

３２
５．
４３

８４
２．
５７

３２
０．
９０

　
　
经
营
贷
款

１
３７
３．
３９

－
３３
．
７５

－
４０
．
１６

－
９４
．
３９

３３
．
５３

其
中
：
活
期
存
款

１
２２
９．
４７

１４
２．
８３

１７
５．
１８

１１
７．
０１

７５
．
３２

　
　
固
定
资
产
贷
款

２６
．
７３

０．
４４

－
５．
２９

－
９．
４２

－
６．
４８

　
　
　
定
期
存
款

３８
６．
８４

１２
．
４３

－
２４
．
５０

４２
．
０３

－
５５
．
３５

　
　
并
购
贷
款

０．
３４

－
２．
２４

０．
０８

－
２．
２４

　
　
　
保
证
金
存
款

７０
．
１１

１１
．
５６

０．
６５

２２
．
１６

－
１４
．
０５

　
　
贸
易
融
资

３３
２．
３４

９．
６２

３８
．
２５

－
３４
．
５８

２８
．
６６

　
　
　
结
构
性
存
款

５０
７．
９５

－
２２
４．
７６

－
２８
８．
９９

－
１７
４．
３０

－
９６
．
００
　
　
　
（ ３
）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７４
９．
９０

４８
．
０９

１１
．
２７

６７
．
８８

－
１２
３．
６８

３．
国
库
定
期
存
款

２．
中
长
期
贷
款

１
６２
５．
４１

－
１９
．
８３

４１
．
８９

８７
．
１１

１５
５．
６２

４．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存
款

３５
４．
７２

－
３７
．
３２

－
２２
．
０４

８５
．
５１

－
２８
．
０８
　
　
　
（ １
）
个
人
贷
款

２３
０．
００

－
４．
１６

４．
６４

－
１５
．
２６

１０
．
９０

　
（ 二
）
境
外
存
款

１
１６
４．
８４

－
１６
３．
４３

８．
７２

４６
．
８６

１１
５．
８３

其
中
：
个
人
消
费
贷
款

２１
２．
２６

－
４．
３３

４．
８６

－
１２
．
８７

１３
．
２４

二
、
代
理
财
政
性
存
款

０．
０２

－
１．
１５

－
０．
５７

０．
００

０．
０１
　
　
　
（ ２
）
单
位
贷
款

１
１５
７．
８４

－
５．
９４

４０
．
２０

２１
．
１０

１７
９．
０４

三
、
金
融
债
券

６９
．
９６

１０
．
００

０．
００

２９
．
９８

－
５１
．
９８

　
　
经
营
贷
款

３７
２．
４５

２．
１８

－
４．
１６

－
３１
．
０６

２０
．
４２

其
中
：
境
外
发
行

９．
９７

０．
００

９．
９７

　
　
固
定
资
产
贷
款

７０
５．
６４

－
９．
２３

３９
．
６５

４９
．
４１

１２
５．
９０

四
、
卖
出
回
购
资
产

１３
２．
１１

－
４３
．
４９

－
１８
．
８７

－
６．
０５

３５
．
０４

　
　
并
购
贷
款

３６
．
４３

１．
１８

２．
４９

５．
０３

１５
．
１８

五
、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
０．
３５

－
０．
２５

－
１９
．
０４

　
　
贸
易
融
资

４３
．
３２

－
０．
０７

２．
２３

－
２．
２９

１７
．
５４

六
、
银
行
业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往
来

３８
７．
０４

１．
５１

２４
．
５５

－
３．
９４

－
１９
０．
５１
　
　
　
（ ３
）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２３
７．
５７

－
９．
７３

－
２．
９４

８１
．
２７

－
３４
．
３１

七
、
借
款
及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拆
入

２８
５．
６６

－
８６
．
０６

８０
．
８５

９７
．
６９

１６
１．
９１
　
　
３．
票
据
融
资

２７
８．
０１

－
１８
．
６４

１８
．
４２

４５
．
４０

－
５７
．
６４

八
、
联
行
往
来
（ 净
）

　
　
４．
融
资
租
赁

九
、
应
付
及
暂
收
款

６９
．
２１

１８
．
５２

－
１２
０．
８９

－
７１
．
２６

－
５２
７．
４９

５．
各
项
垫
款

１．
１４

０．
９５

０．
１７

其
中
：
应
付
利
息

３６
．
１７

－
１０
．
２９

－
１１
．
３９

２．
３４

－
６．
４３
　
（ 二
）
境
外
贷
款

１２
５．
５１

１９
．
９９

３０
．
３９

－
４．
９７

１１
．
１２

十
、
其
他
负
债

４
２３
１．
６９

－
１６
．
６５

３．
５９

－
４３
６．
４２

－
４４
５．
１７
二
、
债
券
投
资

１
５１
６．
１７

４０
．
３８

－
２３
．
６０

４３
２．
３０

－
１５
０．
３４

十
一
、
所
有
者
权
益

１
０５
６．
７３

１１
．
００

－
２．
３２

１１
７．
４８

４７
．
５４
三
、
股
权
及
其
他
投
资

－
５．
９８

其
中
：
实
收
资
本

３１
１．
９６

５５
．
４７

２７
．
４１
四
、
买
入
返
售
资
产

１６
８．
６９

８９
．
８３

１３
．
７０

７４
．
１６

－
１１
６．
２０

五
、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存
款

１
２５
０．
８４

１１
．
０８

１７
９．
４６

－
３１
．
８９

－
１９
２．
２６

六
、
缴
存
中
央
银
行
财
政
性
存
款

１．
４４

０．
６８

－
０．
０４

１．
０９

－
０．
１９

七
、
银
行
业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往
来

５１
６．
０１

１１
．
５８

３４
．
７５

－
６４
．
６６

－
２７
９．
８４

八
、
存
放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款
项

８９
．
８１

－
９．
７８

－
４．
４１

３３
．
０１

１６
．
４２

九
、
联
行
往
来

２
０９
４．
２７

－
４．
３５

－
８１
．
６６

５６
２．
０２

２１
８．
６６

其
中
：
境
内
存
放
二
级
准
备
金

１．
９５

－
０．
３３

－
０．
０５

－
５．
１０

－
２．
４５

十
、
库
存
现
金

０．
４５

－
０．
０１

０．
００

－
０．
３０

－
０．
４２

十
一
、
应
收
及
预
付
款

１１
５．
５９

－
５９
．
０４

－
３４
．
１０

３２
．
０７

－
７．
２９

其
中
：
应
收
利
息

５３
．
７２

－
５．
７８

－
６．
９８

－
０．
６０

－
１４
．
３２

十
二
、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十
三
、
固
定
资
产

１８
．
７９

０．
０２

－
０．
０７

－
１．
１９

－
０．
６０

十
四
、
其
他
资
产

３
７１
５．
５８

－
９１
．
２１

１０
３．
５７

－
４０
８．
８９

－
１１
４．
９８

十
五
、
减
：
各
项
准
备

６８
．
７１

－
２．
６６

－
５．
１７

－
６．
４７

－
５．
２３

其
中
：
贷
款
损
失
准
备

６６
．
９７

－
２．
２９

－
５．
２２

－
６．
０２

－
５．
２３

资
金
来
源
总
计

１３
９８
３．
７９

－
４．
０６

２８
８．
０１

７０
４．
３０

－
５５
７．
４７

资
金
运
用
总
计

１３
９８
３．
７９

－
４．
０６

２８
８．
０１

７０
４．
３０

－
５５
７．
４７

４１２ 　第六篇　统　　计



书书书

上
海
市
中
资
全
国
性
大
型
银
行
人
民
币
信
贷
收
支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亿
元

　
　
　
　
　
　
　
　
　
　
　
　
栏
目

来
源
项
目
名
称
　
　
　
　
　
　
　
　

本
月
余
额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栏
目

运
用
项
目
名
称
　
　
　
　
　
　
　
　

本
月
余
额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一
、
各
项
存
款

６０
２５
１．
４２

－
６３
５．
８２

－
３２
４．
３０

９
６８
６．
６７

３
３９
２．
５７
一
、
各
项
贷
款

３２
６６
０．
２０

２３
１．
６２

１２
８．
２０

２
９０
１．
３５

１
９８
２．
９３

（ 一
）
境
内
存
款

５９
１４
２．
０２

－
５４
２．
００

－
３８
２．
４０

９
５７
２．
４７

３
６９
４．
２５

（ 一
）
境
内
贷
款

３２
３２
５．
７３

２２
８．
６７

１０
９．
７３

２
９３
０．
７２

２
００
７．
９５

１．
个
人
存
款

２１
４０
７．
８１

４３
４．
７９

３４
８．
６３

２
７４
３．
２１

１
８６
１．
４１

１．
短
期
贷
款

５
７５
４．
６６

－
１３
１．
７９

－
４２
．
２４

８９
０．
６１

－
９６
．
４７

其
中
：
活
期
储
蓄
存
款

８
１４
３．
９６

２７
１．
７７

３３
８．
５０

９５
８．
６８

７３
６．
９９
　
　
　
（ １
）
个
人
贷
款

５８
１．
４８

１．
９２

３０
．
２９

６１
．
８２

１４
０．
６７

　
　
　
定
期
储
蓄
存
款

７
８３
９．
６８

２０
９．
９０

５１
．
６２

１
９９
７．
０５

９３
．
２９

其
中
：
个
人
消
费
贷
款

４３
９．
８７

０．
３１

２５
．
４３

－
２．
３８

１３
２．
１７

　
　
　
结
构
性
存
款

５４
７．
５８

１０
．
８０

－
４９
．
７７

－
２９
６．
８８

－
５２
．
２５
　
　
　
（ ２
）
单
位
贷
款

５
１６
３．
４０

－
１３
３．
７１

－
７８
．
０３

８３
４．
３０

－
２４
９．
４３

２．
单
位
存
款

２５
４１
１．
９７

４２
５．
２３

６０
９．
９９

３
０７
１．
０３

９０
８．
４０

　
　
经
营
贷
款

４
３３
３．
２２

－
１５
５．
０１

－
８９
．
４２

５９
８．
１６

－
２２
２．
５３

其
中
：
活
期
存
款

９
１６
３．
７７

４２
７．
０５

６５
８．
２６

１
０５
９．
００

８０
０．
６０

　
　
固
定
资
产
贷
款

７５
．
２１

１．
３１

－
８．
４１

－
９．
９５

５１
．
４９

　
　
　
定
期
存
款

３
３７
７．
６１

－
２２
．
６５

－
２３
５．
２０

－
７４
２．
１６

－
２９
０．
１４

　
　
并
购
贷
款

－
０．
４５

－
０．
４５

　
　
　
保
证
金
存
款

２６
３．
５７

－
２７
．
７４

－
５．
８５

１４
．
７０

１．
４２

　
　
贸
易
融
资

７５
４．
９７

１９
．
９９

２０
．
２５

２４
６．
０８

－
７７
．
９４

　
　
　
结
构
性
存
款

７７
５．
２１

－
２３
７．
７４

－
２０
１．
４７

２１
０．
２２

４７
．
７４
　
　
　
（ ３
）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９．
７８

５．
５０

－
５．
５０

１２
．
２８

３．
国
库
定
期
存
款

３８
８．
００

－
１４
６．
００

２５
．
００

－
１３
０．
００

２．
中
长
期
贷
款

２５
３４
８．
８５

３０
６．
６７

１４
３．
３３

２
２６
４．
４２

１
８０
０．
２０

４．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存
款

１１
９３
４．
２５
－
１
２５
６．
０３
－
１
３４
１．
０２

３
７３
３．
２４

１
０５
４．
４４
　
　
　
（ １
）
个
人
贷
款

１１
４６
５．
２９

１０
８．
３４

５７
．
２５

９５
４．
４１

１
０８
０．
４５

　
（ 二
）
境
外
存
款

１
１０
９．
４０

－
９３
．
８２

５８
．
１０

１１
４．
２０

－
３０
１．
６７

其
中
：
个
人
消
费
贷
款

１１
０６
１．
４２

９３
．
２３

５３
．
１９

８３
１．
９１

９４
０．
６２

二
、
代
理
财
政
性
存
款

２
１５
３．
７７

５５
．
９２

１６
０．
７２

５２
５．
０８

３４
１．
４７
　
　
　
（ ２
）
单
位
贷
款

１３
８６
０．
５５

１９
８．
３４

８６
．
０８

１
２８
７．
０１

７１
９．
７５

三
、
金
融
债
券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经
营
贷
款

２
７０
４．
１６

９７
．
１４

７．
４６

４６
０．
９７

－
３４
４．
２１

其
中
：
境
外
发
行

　
　
固
定
资
产
贷
款

９
９７
５．
３４

９９
．
６９

６４
．
０８

８５
５．
７５

１
０４
９．
８０

四
、
卖
出
回
购
资
产

５５
９．
００

５５
９．
００

－
２９
．
９４

１５
２．
４４

２０
１．
８７

　
　
并
购
贷
款

７３
８．
７７

１１
．
１０

１１
．
６９

－
６７
．
３４

－
４．
８４

五
、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２６
．
０３

０．
１２

２．
８２

－
３１
．
０３

３９
．
５９

　
　
贸
易
融
资

４４
２．
２９

－
９．
６０

２．
８５

３７
．
６４

１９
．
０１

六
、
银
行
业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往
来

７８
８．
５２

２３
２．
４８

４３
１．
３２

－
２２
３．
０６

２６
７．
９０
　
　
　
（ ３
）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２３
．
００

２３
．
００

七
、
借
款
及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拆
入

１０
９．
９６

－
２３
．
８５

３．
６９

２４
．
２７

７４
．
２９
　
　
３．
票
据
融
资

１
２０
３．
３１

５４
．
０２

８．
３９

－
２２
５．
４９

３０
１．
９１

八
、
联
行
往
来
（ 净
）

　
　
４．
融
资
租
赁

九
、
应
付
及
暂
收
款

１
１１
９．
３１

－
６４
．
１１

６９
．
９１

１５
．
７９

１０
８．
９９

５．
各
项
垫
款

１８
．
９０

－
０．
２４

０．
２５

１．
１７

２．
３１

其
中
：
应
付
利
息

７２
０．
９９

－
６４
．
４６

－
６９
．
８４

６５
．
５３

７．
０７
　
（ 二
）
境
外
贷
款

３３
４．
４８

２．
９５

１８
．
４７

－
２９
．
３７

－
２５
．
０２

十
、
其
他
负
债

１
５２
９．
９８

０．
０７

６９
．
８８

２６
６．
４９

８０
．
０６
二
、
债
券
投
资

５２
０．
６０

６２
．
８４

－
２１
．
４５

－
５２
．
８０

１９
．
４８

十
一
、
所
有
者
权
益

４８
０．
２５

－
５４
．
０５

－
３９
．
９７

９２
．
８０

５７
．
３０
三
、
股
权
及
其
他
投
资

１７
．
７４

５．
７９

０．
４２

５．
７８

０．
４２

其
中
：
实
收
资
本

四
、
买
入
返
售
资
产

９５
．
６７

９５
．
６７

５５
．
０８

４０
．
５９

－
６４
．
６０

五
、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存
款

１．
３５

－
０．
８２

８．
５２

－
９．
６１

－
０．
９８

六
、
缴
存
中
央
银
行
财
政
性
存
款

１
７１
４．
００

－
６７
７．
０９

－
３７
９．
２２

３６
４．
０３

３２
９．
５２

七
、
银
行
业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往
来

６５
４．
１７

１３
．
８３

５４
．
９７

５．
６３

１９
７．
０１

八
、
存
放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款
项

３０
．
５９

－
１２
．
０８

１０
．
５５

－
５．
２３

－
３４
．
０３

九
、
联
行
往
来

２９
５８
８．
７４

６５
２．
５７

５９
７．
１８

７
３０
１．
１０

２
２３
８．
７２

其
中
：
境
内
存
放
二
级
准
备
金

２３
０．
５０

－
０．
０１

２９
．
２６
－
１
１４
０．
０９

－
８０
．
１７

十
、
库
存
现
金

６９
．
０３

６．
２６

１３
．
２２

－
２６
．
９４

－
１２
．
９５

十
一
、
应
收
及
预
付
款

３６
０．
５６

－
２２
５．
４８

－
１１
４．
７９

７０
．
２３

－
１８
８．
４０

其
中
：
应
收
利
息

９１
．
７９

－
１２
２．
３６

－
１１
１．
１６

－
５．
８９

－
４３
．
７６

十
二
、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十
三
、
固
定
资
产

３５
２．
４９

２．
８８

－
０．
０５

－
８．
６４

９．
８８

十
四
、
其
他
资
产

１
４０
８．
０８

－
５５
．
４６

－
１．
８４

３４
．
７５

１１
７．
６３

十
五
、
减
：
各
项
准
备

４５
４．
９７

３０
．
７７

６．
６８

１１
０．
７８

３０
．
６０

其
中
：
贷
款
损
失
准
备

４１
９．
８４

１０
．
５９

７．
１２

８９
．
３１

３０
．
３８

资
金
来
源
总
计

６７
０１
８．
２４

６９
．
７６

３４
４．
１１

１０
５０
９．
４６

４
５６
４．
０４

资
金
运
用
总
计

６７
０１
８．
２４

６９
．
７６

３４
４．
１１

１０
５０
９．
４６

４
５６
４．
０４

５１２一、 金融综合统计　



书书书

上
海
市
中
资
全
国
性
中
小
型
银
行
人
民
币
信
贷
收
支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亿
元

　
　
　
　
　
　
　
　
　
　
　
　
栏
目

来
源
项
目
名
称
　
　
　
　
　
　
　
　

本
月
余
额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栏
目

运
用
项
目
名
称
　
　
　
　
　
　
　
　

本
月
余
额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一
、
各
项
存
款

５６
９９
６．
６２

－
３３
４．
１４

３６
７．
６９

９
４３
０．
４９

５
６２
５．
７９
一
、
各
项
贷
款

２８
３６
７．
１１

１８
５．
４０

４１
９．
２９

２
３２
８．
７４

２
６３
６．
７６

（ 一
）
境
内
存
款

５６
３８
７．
７３

－
３４
６．
８０

３６
７．
５６

９
３１
７．
４８

５
５４
４．
８１

（ 一
）
境
内
贷
款

２７
９２
９．
７４

１８
５．
６３

３９
４．
２３

２
３７
９．
１５

２
６１
０．
６７

１．
个
人
存
款

１１
４７
１．
６３

４６
．
４１

１８
３．
１３

１
８５
５．
８５

２
３２
５．
３０

１．
短
期
贷
款

８
６１
２．
３３

－
７０
．
６９

－
６３
．
７４

１４
０．
８２

４８
１．
５４

其
中
：
活
期
储
蓄
存
款

３
５８
４．
３９

－
３１
．
３９

９１
．
４２

６０
６．
８５

３８
７．
６７
　
　
　
（ １
）
个
人
贷
款

１
９２
６．
７４

０．
８４

－
１８
０．
１５

－
２５
５．
１９

１．
０８

　
　
　
定
期
储
蓄
存
款

３
７６
４．
６３

１５
１．
５６

５１
．
３９

１
２２
５．
８７

３８
７．
９５

其
中
：
个
人
消
费
贷
款

１
４０
９．
５５

－
１３
．
２１

－
１０
５．
８６

－
２５
６．
５２

－
２５
．
６９

　
　
　
结
构
性
存
款

７５
２．
２１

－
１３
９．
９５

－
１６
．
９０

－
５４
８．
７６

１１
９．
３７
　
　
　
（ ２
）
单
位
贷
款

５
４０
７．
１１

－
１０
２．
１９

４６
．
６０

３０
０．
３６

１９
０．
３６

２．
单
位
存
款

２８
８７
８．
６３

３４
８．
０９

－
２０
０．
２４

３
１８
５．
４９

２
３５
０．
７９

　
　
经
营
贷
款

４
４１
６．
５４

－
１４
２．
８０

１７
．
５６

１６
７．
０３

１６
４．
０２

其
中
：
活
期
存
款

７
６７
１．
９３

１７
７．
８５

１８
６．
６８

８９
６．
５３

２６
６．
８６

　
　
固
定
资
产
贷
款

１１
１．
１６

－
１３
．
１６

－
２４
．
８４

４１
．
０３

－
３３
．
０８

　
　
　
定
期
存
款

５
４９
２．
２１

６３
．
０１

－
１７
４．
０８

９７
２．
６５

－
１１
３．
７７

　
　
并
购
贷
款

９．
７８

９．
７８

－
３．
８９

　
　
　
保
证
金
存
款

１
７１
８．
７４

１４
８．
４７

６２
．
４６

５．
１０

１２
６．
２５

　
　
贸
易
融
资

８６
９．
６３

５３
．
７７

５３
．
８８

８２
．
５２

６３
．
３１

　
　
　
结
构
性
存
款

２
７６
１．
６５

－
５４
７．
５５

－
６８
０．
９９

－
９５
５．
９６

５２
５．
５０
　
　
　
（ ３
）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１
２７
８．
４７

３０
．
６７

６９
．
８１

９５
．
６６

２９
０．
１１

３．
国
库
定
期
存
款

３２
５．
００

－
１２
１．
００

－
５．
００

５．
００

－
２１
３．
００

２．
中
长
期
贷
款

１８
０７
５．
０４

２０
２．
７０

４６
７．
０５

２
６９
９．
６４

１
８４
０．
７６

４．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存
款

１５
７１
２．
４７

－
６２
０．
３０

３８
９．
６６

４
２７
１．
１４

１
０８
１．
７２
　
　
　
（ １
）
个
人
贷
款

７
０５
２．
０８

８８
．
５８

１３
３．
８５

９８
８．
８２

６４
０．
１０

　
（ 二
）
境
外
存
款

６０
８．
８９

１２
．
６７

０．
１３

１１
３．
００

８０
．
９８

其
中
：
个
人
消
费
贷
款

４
７３
８．
７４

６５
．
５１

９３
．
６８

３５
８．
１９

２６
９．
４０

二
、
代
理
财
政
性
存
款

２３
．
２６

－
５．
８５

－
１０
．
６８

５．
５３

－
１．
１０
　
　
　
（ ２
）
单
位
贷
款

１０
３７
０．
７２

１１
５．
１２

２４
５．
２１

１
５５
６．
８２

９３
６．
４２

三
、
金
融
债
券

２９
９．
９８

０．
００

０．
００

－
４９
．
９８

２０
０．
０３

　
　
经
营
贷
款

３
１６
６．
２８

５４
．
９７

７５
．
４３

６７
６．
９４

２６
６．
８４

其
中
：
境
外
发
行

　
　
固
定
资
产
贷
款

５
７４
６．
３０

４１
．
５８

５５
．
０３

８０
３．
２１

３７
０．
０２

四
、
卖
出
回
购
资
产

５４
６．
８０

１５
４．
９３

１６
５．
３７

－
２５
．
８８

－
１１
．
９７

　
　
并
购
贷
款

１
０３
７．
４１

２３
．
１６

８５
．
５５

－
６．
６０

３２
０．
７０

五
、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１
５７
４．
８４

６９
．
５８

－
１０
．
４５

４４
５．
６４

－
３２
．
２５

　
　
贸
易
融
资

４２
０．
７３

－
４．
５８

２９
．
２１

８３
．
２７

－
２１
．
１４

六
、
银
行
业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往
来

３
６６
９．
７５

２５
７．
０４

５０
７．
５９

４９
２．
０１

－
１３
４．
３８
　
　
　
（ ３
）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６５
２．
２４

－
１．
００

８８
．
００

１５
４．
００

２６
４．
２４

七
、
借
款
及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拆
入

７．
８０

－
２１
．
５１

－
０．
４９

４．
７９

３．
０１
　
　
３．
票
据
融
资

１
２２
７．
９６

７７
．
９８

－
６．
７３

－
４１
３．
８７

２９
２．
９４

八
、
联
行
往
来
（ 净
）

　
　
４．
融
资
租
赁

九
、
应
付
及
暂
收
款

９０
４．
００

－
１１
０．
７７

－
６８
．
７３

１３
６．
６３

１１
１．
５７

５．
各
项
垫
款

１４
．
４２

－
２４
．
３６

－
２．
３６

－
４７
．
４５

－
４．
５７

其
中
：
应
付
利
息

６２
０．
０６

－
５６
．
７４

－
５９
．
０１

１１
９．
９８

９３
．
１６
　
（ 二
）
境
外
贷
款

４３
７．
３７

－
０．
２３

２５
．
０５

－
５０
．
４１

２６
．
０８

十
、
其
他
负
债

９５
５．
５９

－
２０
６．
２７

－
９．
０７

－
３３
７．
７０

４０
８．
１５
二
、
债
券
投
资

５
４２
８．
９０

－
１５
１．
８６

４３
．
２８

８３
１．
８７

１
０３
１．
２３

十
一
、
所
有
者
权
益

２
０７
０．
４９

４８
．
８７

－
７．
３９

５８
．
４３

２０
．
９７
三
、
股
权
及
其
他
投
资

３
９８
８．
０８

－
１０
３．
３７

－
１５
５．
９６

－
２５
８．
０５

－
７５
１．
２２

其
中
：
实
收
资
本

３４
１．
６４

３２
．
７８
四
、
买
入
返
售
资
产

－
２．
３０

－
５８
．
１８

－
１０
．
３０

－
２７
３．
７４

五
、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存
款

１
３７
２．
９１

－
２２
．
７６

１８
．
７２

４８
．
８９

－
７４
．
０１

六
、
缴
存
中
央
银
行
财
政
性
存
款

８．
７１

－
９．
７９

７．
９６

－
１０
．
５５

１１
．
６７

七
、
银
行
业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往
来

１４
３．
３３

－
３９
．
１０

９５
．
３１

－
２４
８．
０８
－
１
７５
３．
５８

八
、
存
放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款
项

１６
７．
０２

７．
１２

４．
７２

７５
．
５９

４３
．
９７

九
、
联
行
往
来

２７
０８
０．
７５

１２
４．
９７

６９
５．
６６

７
１１
４．
４４

５
２６
９．
９２

其
中
：
境
内
存
放
二
级
准
备
金

３０
８．
７８

８．
４４

－
０．
３３

６９
．
４２

－
１０
０．
３８

十
、
库
存
现
金

３９
．
９０

２．
４０

６．
９７

－
１．
２２

－
５．
９６

十
一
、
应
收
及
预
付
款

３０
４．
１８

－
１９
８．
２７

－
１５
０．
９３

２９
．
２６

１９
．
７５

其
中
：
应
收
利
息

１３
２．
３６

－
１０
１．
４１

－
８９
．
１６

７１
．
１５

－
２５
．
９５

十
二
、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３．
５４

－
０．
０１

－
０．
３４

－
０．
８２

－
０．
３８

十
三
、
固
定
资
产

１７
８．
２４

０．
８１

０．
３４

１１
．
３４

６．
８５

十
四
、
其
他
资
产

７６
３．
５５

－
０．
０１

５１
．
２８

２９
４．
７３

１８
８．
０１

十
五
、
减
：
各
项
准
备

７９
７．
０９

－
５８
．
６６

４４
．
２９

４５
．
９０

１５
９．
４４

其
中
：
贷
款
损
失
准
备

６８
０．
３８

－
２６
．
９９

４３
．
３９

３５
．
８０

１４
５．
１７

资
金
来
源
总
计

６７
０４
９．
１３

－
１４
８．
１１

９３
３．
８４

１０
１５
９．
９６

６
１８
９．
８３

资
金
运
用
总
计

６７
０４
９．
１３

－
１４
８．
１１

９３
３．
８４

１０
１５
９．
９６

６
１８
９．
８３

６１２ 　第六篇　统　　计



书书书

上
海
市
中
资
全
国
性
四
家
大
型
银
行
人
民
币
信
贷
收
支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亿
元

　
　
　
　
　
　
　
　
　
　
　
　
栏
目

来
源
项
目
名
称
　
　
　
　
　
　
　
　

本
月
余
额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栏
目

运
用
项
目
名
称
　
　
　
　
　
　
　
　

本
月
余
额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一
、
各
项
存
款

４９
８５
１．
５０

－
６３
．
２０

２２
４．
９２

７
２１
３．
２０

３
０７
４．
００
一
、
各
项
贷
款

２６
６８
０．
２７

２３
９．
７４

７２
．
７１

２
３６
５．
３９

１
７５
３．
１６

（ 一
）
境
内
存
款

４８
８８
３．
８４

２３
．
５１

２０
３．
６９

７
０６
５．
８７

３
４３
７．
３９

（ 一
）
境
内
贷
款

２６
４８
０．
７２

２３
７．
５９

９１
．
４７

２
３９
５．
６８

１
８１
９．
４９

１．
个
人
存
款

１７
８６
３．
６３

４０
０．
１３

３０
６．
０２

２
３７
４．
３３

１
４５
１．
９８

１．
短
期
贷
款

４
５０
４．
７３

－
７１
．
１０

－
８．
３９

６７
８．
７５

－
２６
．
２１

其
中
：
活
期
储
蓄
存
款

７
１６
０．
３５

２３
２．
６２

２８
４．
３２

８５
７．
８０

６７
２．
７９
　
　
　
（ １
）
个
人
贷
款

４８
３．
１２

０．
５２

１２
．
０１

３４
．
０１

８９
．
９２

　
　
　
定
期
储
蓄
存
款

７
２６
１．
６９

１９
０．
８３

５２
．
２２

１
７８
５．
６８

１４
４．
８６

其
中
：
个
人
消
费
贷
款

４３
３．
４７

０．
１４

１０
．
８９

２７
．
９６

１０
０．
０３

　
　
　
结
构
性
存
款

３１
９．
４３

４２
．
９５

－
２８
．
９８

－
１８
４．
２７

－
５３
．
２８
　
　
　
（ ２
）
单
位
贷
款

４
０１
１．
８３

－
７１
．
６２

－
２５
．
９０

６５
０．
２４

－
１２
８．
４１

２．
单
位
存
款

２２
０２
２．
７３

４９
７．
７４

５６
２．
５２

２
５５
８．
４２

７７
６．
４９

　
　
经
营
贷
款

３
２９
３．
９６

－
８４
．
４７

－
４７
．
０６

４２
５．
９９

－
１４
６．
２２

其
中
：
活
期
存
款

８
０８
１．
６４

２９
２．
８８

６３
１．
００

７４
３．
４３

７６
６．
３６

　
　
固
定
资
产
贷
款

７５
．
１１

１．
３１

－
８．
４６

－
８．
３３

６５
．
７６

　
　
　
定
期
存
款

２
８２
１．
１５

－
３．
５０

－
１９
８．
４９

－
６７
５．
９０

－
３２
４．
７３

　
　
并
购
贷
款

　
　
　
保
证
金
存
款

１９
９．
６５

５．
１２

３．
１９

５．
０２

－
５．
８１

　
　
贸
易
融
资

６４
２．
７７

１１
．
５４

２９
．
６３

２３
２．
５８

－
４７
．
９５

　
　
　
结
构
性
存
款

５７
４．
３３

－
１５
２．
１４

－
１２
４．
４２

３２
４．
２９

４９
．
１４
　
　
　
（ ３
）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９．
７８

５．
５０

－
５．
５０

１２
．
２８

３．
国
库
定
期
存
款

２９
９．
００

－
１１
３．
００

１．
００

－
７６
．
００

２．
中
长
期
贷
款

２１
１７
５．
１２

２８
５．
４８

１１
７．
１６

１
９８
２．
３３

１
５５
６．
８８

４．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存
款

８
６９
８．
４８

－
７６
１．
３６

－
６６
４．
８６

２
１３
２．
１１

１
２８
４．
９２
　
　
　
（ １
）
个
人
贷
款

１０
４８
３．
６２

９５
．
４５

５５
．
９０

８７
１．
６６

１
０２
９．
４６

　
（ 二
）
境
外
存
款

９６
７．
６６

－
８６
．
７１

２１
．
２３

１４
７．
３４

－
３６
３．
４０

其
中
：
个
人
消
费
贷
款

１０
１０
３．
５３

８２
．
９６

５２
．
０５

７５
６．
５４

８８
９．
０２

二
、
代
理
财
政
性
存
款

２
１５
３．
５７

５６
．
８１

１６
０．
４１

５２
５．
４１

３４
１．
１６
　
　
　
（ ２
）
单
位
贷
款

１０
６６
８．
４９

１９
０．
０３

６１
．
２６

１
０８
７．
６７

５２
７．
４２

三
、
金
融
债
券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经
营
贷
款

２
１３
０．
６２

８５
．
４２

６．
４２

４５
４．
６１

－
３５
５．
７５

其
中
：
境
外
发
行

　
　
固
定
资
产
贷
款

７
５９
２．
４５

１０
５．
２７

４８
．
４８

７２
４．
１０

８８
３．
０７

四
、
卖
出
回
购
资
产

５５
９．
００

５５
９．
００

－
２９
．
９４

１５
２．
４４

２０
１．
８７

　
　
并
购
贷
款

６１
５．
０３

７．
９９

７．
６５

－
８４
．
２６

－
９．
６０

五
、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１１
．
１４

０．
１１

０．
９９

－
２３
．
２６

１６
．
９３

　
　
贸
易
融
资

３３
０．
４０

－
８．
６５

－
１．
２８

－
６．
７９

９．
７０

六
、
银
行
业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往
来

７４
７．
２３

２８
１．
７９

４２
９．
０５

－
２０
７．
０１

３１
６．
５１
　
　
　
（ ３
）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２３
．
００

２３
．
００

七
、
借
款
及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拆
入

１０
９．
９６

－
２３
．
８５

３．
６９

３１
．
７７

６６
．
７９
　
　
３．
票
据
融
资

７９
６．
７１

２３
．
２０

－
１８
．
０６

－
２６
７．
１０

２８
６．
６３

八
、
联
行
往
来
（ 净
）

　
　
４．
融
资
租
赁

九
、
应
付
及
暂
收
款

９６
１．
６７

－
４０
．
９３

８６
．
５７

－
１．
９１

８７
．
０５

５．
各
项
垫
款

４．
１６

０．
００

０．
７５

１．
７１

２．
１９

其
中
：
应
付
利
息

６１
０．
６２

－
３９
．
０９

－
５２
．
９６

５７
．
１９

－
１０
．
１７
　
（ 二
）
境
外
贷
款

１９
９．
５５

２．
１５

－
１８
．
７６

－
３０
．
２９

－
６６
．
３３

十
、
其
他
负
债

１
５０
３．
３２

１２
．
４８

７１
．
７５

２８
１．
７３

７２
．
０８
二
、
债
券
投
资

５２
０．
６０

６２
．
８４

－
１８
．
９５

－
５２
．
８０

２１
．
９８

十
一
、
所
有
者
权
益

３６
６．
７５

－
６４
．
８８

－
４６
．
４５

１０
０．
８３

６０
．
８６
三
、
股
权
及
其
他
投
资

１５
．
７６

５．
９１

０．
０１

５．
９１

０．
０１

其
中
：
实
收
资
本

四
、
买
入
返
售
资
产

９５
．
６７

９５
．
６７

５５
．
０８

４０
．
５９

－
６４
．
６０

五
、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存
款

１．
３３

－
０．
６１

７．
７６

－
８．
５５

５．
０７

六
、
缴
存
中
央
银
行
财
政
性
存
款

１
７１
３．
４０

－
６７
６．
６８

－
３９
３．
８０

３７
８．
６０

３１
６．
７８

七
、
银
行
业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往
来

５５
６．
９４

－
４．
４０

５５
．
５２

－
６７
．
３３

１８
５．
０２

八
、
存
放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款
项

３０
．
３２

－
８．
５８

１０
．
５５

－
５．
２３

－
３４
．
０３

九
、
联
行
往
来

２４
９４
２．
９１

１
２６
２．
１３

１
２１
２．
６６

５
４４
６．
２５

２
０９
８．
２６

其
中
：
境
内
存
放
二
级
准
备
金

０．
０４

－
０．
０１

２９
．
２６
－
１
１４
０．
０９

－
８０
．
１７

十
、
库
存
现
金

５３
．
６１

１．
４６

１０
．
０３

－
２８
．
７４

－
１１
．
６１

十
一
、
应
收
及
预
付
款

３４
４．
５６

－
１９
２．
１４

－
８８
．
５６

７３
．
１１

－
１８
９．
３５

其
中
：
应
收
利
息

７６
．
６４

－
８９
．
８９

－
８５
．
１０

－
５．
４４

－
４４
．
９１

十
二
、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十
三
、
固
定
资
产

３０
０．
１１

２．
６８

０．
０９

－
５．
８２

５．
７８

十
四
、
其
他
资
产

１
３６
２．
０３

－
３１
．
０１

－
１２
．
７７

３１
．
１０

１８
６．
６６

十
五
、
减
：
各
项
准
备

３５
３．
３６

３９
．
６７

９．
３４

９９
．
２５

３５
．
９１

其
中
：
贷
款
损
失
准
备

３１
９．
８１

１９
．
０６

９．
６０

７８
．
３０

３５
．
８６

资
金
来
源
总
计

５６
２６
４．
１６

７１
７．
３４

９０
０．
９９

８
０７
３．
２１

４
２３
７．
２４

资
金
运
用
总
计

５６
２６
４．
１６

７１
７．
３４

９０
０．
９９

８
０７
３．
２１

４
２３
７．
２４

７１２一、 金融综合统计　



书书书

上
海
市
财
务
公
司
人
民
币
信
贷
收
支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亿
元

　
　
　
　
　
　
　
　
　
　
　
　
栏
目

来
源
项
目
名
称
　
　
　
　
　
　
　
　

本
月
余
额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栏
目

运
用
项
目
名
称
　
　
　
　
　
　
　
　

本
月
余
额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一
、
各
项
存
款

６
４３
７．
４２

１
２９
１．
２８

９７
２．
６２

７４
７．
２９

７５
６．
４４
一
、
各
项
贷
款

２
８７
６．
４２

１１
５．
８６

９．
１２

１６
３．
９７

－
１１
５．
４４

（ 一
）
境
内
存
款

６
４３
６．
９７

１
２９
０．
８３

９７
２．
４１

７４
７．
０５

７５
６．
２４

（ 一
）
境
内
贷
款

２
８７
６．
４２

１１
５．
８６

９．
１２

１６
７．
４６

－
１１
５．
４４

１．
个
人
存
款

１．
短
期
贷
款

１
６０
１．
５１

６６
．
２３

４９
．
８７

２６
．
９０

５５
．
９６

其
中
：
活
期
储
蓄
存
款

　
　
　
（ １
）
个
人
贷
款

１７
．
４３

－
０．
６４

－
４．
３２

－
１５
．
７７

－
２７
．
０８

　
　
　
定
期
储
蓄
存
款

其
中
：
个
人
消
费
贷
款

１７
．
４３

－
０．
６４

－
４．
３２

－
１５
．
７６

－
２７
．
０７

　
　
　
结
构
性
存
款

　
　
　
（ ２
）
单
位
贷
款

１
５７
８．
７４

６１
．
５４

５４
．
１９

３７
．
３３

８３
．
０４

２．
单
位
存
款

６
４３
２．
０８

１
２９
７．
８３

９６
７．
４６

８１
９．
６６

７５
２．
１２

　
　
经
营
贷
款

１
５２
４．
７８

６１
．
３７

５１
．
５８

－
２．
１４

７０
．
０５

其
中
：
活
期
存
款

９６
５．
８９

１０
５．
７９

６４
．
６８

１５
５．
９５

４１
．
４１

　
　
固
定
资
产
贷
款

２．
０９

２．
０９

２．
６１

－
１２
．
０９

１２
．
６８

　
　
　
定
期
存
款

１
４２
１．
２５

－
１６
．
５９

１０
９．
６３

－
１１
９．
３８

３４
７．
３９

　
　
并
购
贷
款

　
　
　
保
证
金
存
款

３２
．
４１

－
０．
０４

－
０．
１０

１．
５３

－
４８
．
００

　
　
贸
易
融
资

５１
．
８７

－
１．
９２

０．
００

５１
．
５６

０．
３１

　
　
　
结
构
性
存
款

　
　
　
（ ３
）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５．
３４

５．
３４

５．
３４

３．
国
库
定
期
存
款

２．
中
长
期
贷
款

１
１４
０．
１８

７４
．
３０

－
３４
．
９７

１４
７．
０６

－
１５
７．
７１

４．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存
款

４．
８９

－
７．
００

４．
９５

－
７２
．
６１

４．
１１
　
　
　
（ １
）
个
人
贷
款

５０
０．
２６

３９
．
９６

－
４２
．
７７

１１
．
９７

－
２９
５．
６２

　
（ 二
）
境
外
存
款

０．
４５

０．
４５

０．
２１

０．
２４

０．
２０

其
中
：
个
人
消
费
贷
款

５０
０．
０３

３９
．
９５

－
４２
．
６７

１２
．
２９

－
２９
４．
２４

二
、
代
理
财
政
性
存
款

　
　
　
（ ２
）
单
位
贷
款

６３
９．
９２

３４
．
３４

７．
８０

１３
５．
０９

１３
７．
９１

三
、
金
融
债
券

３２
．
５０

－
５．
４９

３２
．
５０

　
　
经
营
贷
款

４０
８．
３１

３２
．
０６

７．
１４

１１
６．
８３

１０
９．
３７

其
中
：
境
外
发
行

　
　
固
定
资
产
贷
款

２１
２．
０５

１．
４３

０．
６７

１７
．
３７

２８
．
５４

四
、
卖
出
回
购
资
产

　
　
并
购
贷
款

１８
．
７０

－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０．
２９

五
、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２０
．
８４

４．
５２

－
０．
２８

１２
．
４０

２．
９１

　
　
贸
易
融
资

０．
８５

０．
８５

０．
８５

－
０．
２９

六
、
银
行
业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往
来

－
１２
．
８０

－
３．
００

　
　
　
（ ３
）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七
、
借
款
及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拆
入

　
　
３．
票
据
融
资

１１
９．
７４

－
２４
．
２９

－
６．
１６

－
７．
８４

－
１７
．
７０

八
、
联
行
往
来
（ 净
）

４２
．
７２

－
１４
．
０３

－
６１
．
９４

３６
．
８３

５．
７８
　
　
４．
融
资
租
赁

１４
．
９９

－
０．
３８

０．
３８

２．
６４

４．
０２

九
、
应
付
及
暂
收
款

１６
１．
２８

－
８．
９３

１８
．
５４

－
２２
．
１１

４９
．
２２

５．
各
项
垫
款

－
１．
２９

其
中
：
应
付
利
息

４３
．
７０

－
８．
５７

－
２．
７８

７．
４９

９．
０５
　
（ 二
）
境
外
贷
款

－
３．
５０

十
、
其
他
负
债

１６
．
０７

２．
７４

１．
８５

４．
３６

３．
９０
二
、
债
券
投
资

１０
２．
５９

６．
４３

０．
９２

５０
．
３５

３３
．
４６

十
一
、
所
有
者
权
益

９０
２．
７８

－
１．
２６

－
３３
．
０２

１７
５．
８９

４９
．
７９
三
、
股
权
及
其
他
投
资

４９
３．
７０

４８
．
２４

１１
．
０１

６．
１６

４９
．
５１

其
中
：
实
收
资
本

４７
１．
１７

４３
．
１４

１３
．
００
四
、
买
入
返
售
资
产

２９
８．
８０

１８
８．
８０

５９
．
０２

１０
５．
８５

１３
１．
９２

五
、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存
款

３２
３．
０９

２６
．
２５

１５
．
９３

３７
．
１９

５．
０４

六
、
缴
存
中
央
银
行
财
政
性
存
款

七
、
银
行
业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往
来

３
４３
７．
２７

７８
６．
７７

８３
４．
２０

５１
５．
３７

８１
２．
６２

八
、
存
放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款
项

１９
．
４３

５．
０５

－
３．
２５

２．
３４

－
３．
９８

九
、
联
行
往
来

－
１３
．
３９

其
中
：
境
内
存
放
二
级
准
备
金

十
、
库
存
现
金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十
一
、
应
收
及
预
付
款

２６
．
７１

－
１０
．
４２

－
７．
４５

－
３０
．
１１

７．
９４

其
中
：
应
收
利
息

８．
６３

－
１１
．
５３

－
１０
．
５２

－
０．
２６

０．
２３

十
二
、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０．
５８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１５

０．
４３

十
三
、
固
定
资
产

１．
７０

－
０．
０６

０．
００

－
０．
１８

－
０．
５９

十
四
、
其
他
资
产

１２
３．
５２

９６
．
０６

１８
．
４０

６３
．
２０

２．
３３

十
五
、
减
：
各
项
准
备

９０
．
２１

６．
９４

４３
．
１２

－
７２
．
８８

４１
．
８２

其
中
：
贷
款
损
失
准
备

８２
．
６９

６．
７５

３４
．
０２

－
５５
．
７５

２８
．
５６

资
金
来
源
总
计

７
６１
３．
６１

１
２５
６．
０４

８９
４．
７６

９８
７．
１６

８６
８．
０４

资
金
运
用
总
计

７
６１
３．
６１

１
２５
６．
０４

８９
４．
７６

９８
７．
１６

８６
８．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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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上
海
市
其
他
城
市
商
业
银
行
人
民
币
信
贷
收
支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亿
元

　
　
　
　
　
　
　
　
　
　
　
　
栏
目

来
源
项
目
名
称
　
　
　
　
　
　
　
　

本
月
余
额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栏
目

运
用
项
目
名
称
　
　
　
　
　
　
　
　

本
月
余
额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一
、
各
项
存
款

６
２８
０．
９４

１５
８．
５８

７６
．
２５

１
０５
８．
３８

４８
４．
９８
一
、
各
项
贷
款

４
０３
１．
０４

－
３．
８０

４９
．
６９

４６
．
１３

３１
０．
２４

（ 一
）
境
内
存
款

６
２４
９．
４９

１５
４．
８２

７６
．
４７

１
０５
５．
１７

４７
６．
７６

（ 一
）
境
内
贷
款

３
９８
５．
０４

－
３．
１７

４６
．
３０

４８
．
７０

３０
６．
８７

１．
个
人
存
款

１
１３
８．
４５

０．
７８

８．
５５

３１
３．
４４

１６
３．
７９

１．
短
期
贷
款

１
３０
４．
６４

－
６．
７６

１０
．
６２

－
２３
７．
９５

－
２３
．
８７

其
中
：
活
期
储
蓄
存
款

１８
９．
９３

－
４３
．
１１

１３
．
９０

２１
．
２４

２３
．
３２
　
　
　
（ １
）
个
人
贷
款

３８
５．
０２

１０
．
７７

－
１６
．
３９

－
１６
５．
６９

－
３５
．
１１

　
　
　
定
期
储
蓄
存
款

４７
５．
０２

３１
．
３４

１．
７９

２０
８．
０４

７．
５３

其
中
：
个
人
消
费
贷
款

１６
４．
５８

６．
９７

－
２２
．
５２

－
１８
３．
２８

－
６１
．
２２

　
　
　
结
构
性
存
款

１１
９．
５９

１．
５３

－
１８
．
５３

－
２８
．
４１

２．
８９
　
　
　
（ ２
）
单
位
贷
款

９０
５．
９２

－
１５
．
０３

２８
．
０１

－
８０
．
９６

１１
．
５４

２．
单
位
存
款

３
８０
９．
４９

１８
９．
３７

９０
．
５０

３１
８．
９１

１６
３．
０７

　
　
经
营
贷
款

８３
５．
３２

－
１０
．
１９

２０
．
１０

－
７７
．
９５

２７
．
２１

其
中
：
活
期
存
款

１
１９
１．
５７

２７
９．
３４

１７
８．
１８

１２
１．
４２

１９
５．
０７

　
　
固
定
资
产
贷
款

１２
．
１１

－
０．
２１

－
１．
４１

３．
６９

－
１２
．
３３

　
　
　
定
期
存
款

７２
５．
１１

－
３．
１２

－
７．
７３

１．
５８

７７
．
１３

　
　
并
购
贷
款

　
　
　
保
证
金
存
款

２７
８．
２８

－
２４
．
０８

－
１９
．
０３

－
３．
２５

１．
１１

　
　
贸
易
融
资

５８
．
５０

－
４．
６３

９．
３３

－
６．
７１

－
３．
３３

　
　
　
结
构
性
存
款

５４
５．
２２

－
１２
３．
５９

－
８５
．
７１

－
１２
９．
４９

－
１７
４．
０７
　
　
　
（ ３
）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１３
．
７０

－
２．
５０

－
１．
００

８．
７０

－
０．
３０

３．
国
库
定
期
存
款

１６
．
００

－
４．
００

２．
００

－
３．
００

２．
中
长
期
贷
款

２
４９
０．
４４

５．
４４

３９
．
７３

２３
８．
５３

３１
３．
９４

４．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存
款

１
２８
５．
５５

－
３１
．
３３

－
２２
．
５８

４２
０．
８２

１５
２．
９１
　
　
　
（ １
）
个
人
贷
款

９３
９．
０９

１９
．
３７

１４
．
０２

１４
７．
７４

１１
８．
３２

　
（ 二
）
境
外
存
款

３１
．
４５

３．
７６

－
０．
２３

３．
２１

８．
２２

其
中
：
个
人
消
费
贷
款

５６
２．
３３

６．
０１

３．
７２

６２
．
５６

４１
．
５９

二
、
代
理
财
政
性
存
款

０．
０１

－
０．
１２

－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０
　
　
　
（ ２
）
单
位
贷
款

１
５５
１．
３５

－
１３
．
９３

２５
．
７１

９０
．
７９

１９
５．
６２

三
、
金
融
债
券

　
　
经
营
贷
款

９０
５．
４６

－
１３
．
３３

２３
．
１６

４９
．
９６

１３
０．
６１

其
中
：
境
外
发
行

　
　
固
定
资
产
贷
款

６０
０．
５９

０．
２４

４．
６７

３３
．
９５

７９
．
８７

四
、
卖
出
回
购
资
产

　
　
并
购
贷
款

２１
．
７７

－
０．
３２

－
０．
６０

０．
８６

－
４．
５４

五
、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１６
．
８６

１．
８２

－
０．
３０

１６
．
８６

－
７．
８３

　
　
贸
易
融
资

２３
．
５３

－
０．
５３

－
１．
５３

６．
０３

－
１０
．
３２

六
、
银
行
业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往
来

２１
３．
２５

－
１９
．
５３

３６
．
６０

３４
．
０１

９０
．
８２
　
　
　
（ ３
）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七
、
借
款
及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拆
入

０．
００

－
３．
４９

－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３．
票
据
融
资

１８
２．
０９

－
１．
８１

－
２．
７６

５４
．
８６

１８
．
２３

八
、
联
行
往
来
（ 净
）

　
　
４．
融
资
租
赁

九
、
应
付
及
暂
收
款

１１
４．
０８

－
２．
９９

－
１１
．
６７

１４
．
０４

５．
２９

５．
各
项
垫
款

７．
８７

－
０．
０４

－
１．
２９

－
６．
７４

－
１．
４３

其
中
：
应
付
利
息

６８
．
１６

－
９．
１３

－
１３
．
６０

２．
４６

－
０．
９０
　
（ 二
）
境
外
贷
款

４６
．
００

－
０．
６３

３．
３９

－
２．
５７

３．
３８

十
、
其
他
负
债

２７
．
３６

－
０．
３５

－
１．
１６

－
１．
２２

４．
１８
二
、
债
券
投
资

６．
４７

０．
００

－
１．
２７

０．
１６

－
３８
．
４０

十
一
、
所
有
者
权
益

２５
．
７３

－
１１
．
６９

１４
．
７６

－
１１
．
２２

２２
．
４０
三
、
股
权
及
其
他
投
资

３５
．
６２

－
１２
．
３２

－
２．
６５

－
１０
．
８７

－
６．
７７

其
中
：
实
收
资
本

四
、
买
入
返
售
资
产

五
、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存
款

１．
８１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
０．
６６

－
５．
１７

六
、
缴
存
中
央
银
行
财
政
性
存
款

０．
１０

－
０．
０９

０．
０８

－
０．
１０

０．
１５

七
、
银
行
业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往
来

４６
．
１４

－
４．
４７

５０
．
０１

－
１３
１．
３３

６６
．
１７

八
、
存
放
非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款
项

１０
．
１２

１．
３５

－
２．
７６

１．
４４

４．
１２

九
、
联
行
往
来

２
５０
７．
８７

１５
６．
９６

７６
．
０４

１
２０
２．
５６

３５
１．
２５

其
中
：
境
内
存
放
二
级
准
备
金

２２
０．
５１

－
３．
２９

４．
９０

３６
．
７２

３．
２４

十
、
库
存
现
金

３．
６５

０．
４４

０．
５１

０．
２５

－
０．
２６

十
一
、
应
收
及
预
付
款

２５
．
９８

－
２２
．
０１

－
２９
．
２８

２．
６９

－
８．
１０

其
中
：
应
收
利
息

１５
．
５１

－
１９
．
４４

－
２５
．
７３

２．
０７

－
２．
７１

十
二
、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十
三
、
固
定
资
产

４５
．
７５

－
０．
１７

０．
３９

１０
．
３０

１０
．
８７

十
四
、
其
他
资
产

７２
．
４８

５．
６１

－
２２
．
４８

３．
９４

－
４６
．
９８

十
五
、
减
：
各
项
准
备

１０
８．
８０

－
４．
２４

７．
３３

１３
．
６６

３７
．
２８

其
中
：
贷
款
损
失
准
备

１０
７．
８８

－
３．
８７

６．
９８

１３
．
５７

３６
．
５７

资
金
来
源
总
计

６
６７
８．
２３

１２
５．
７２

１１
０．
９３

１
１１
０．
８５

５９
９．
８５

资
金
运
用
总
计

６
６７
８．
２３

１２
５．
７２

１１
０．
９３

１
１１
０．
８５

５９
９．
８５

９１２一、 金融综合统计　



书书书

（ 三
）
外
汇
信
贷
收
支
统
计

上
海
市
中
外
资
金
融
机
构
外
汇
信
贷
收
支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亿
元

　
　
　
　
　
　
　
　
　
　
　
　
栏
目

来
源
项
目
名
称
　
　
　
　
　
　
　
　

本
期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栏
目

运
用
项
目
名
称
　
　
　
　
　
　
　
　

本
期

比
上
月
增
减
数

比
年
初
增
减
数

今
年

去
年

今
年

去
年

一
、
各
项
存
款

１
６１
４．
９５

３３
．
５８

－
８．
９７

２５
３．
５８

１２
２．
２０
一
、
各
项
贷
款

１
０１
９．
４８

１４
．
８９

１．
０４

１５
６．
６９

３１
．
２６

（ 一
）
境
内
存
款

８７
３．
７８

－
１３
．
７７

４．
５２

７５
．
８０

１２
．
１２

（ 一
）
境
内
贷
款

４９
７．
０６

１３
．
５５

－
６．
９０

７７
．
５３

２３
．
７７

１．
住
户
存
款

２４
０．
３８

３．
４８

４．
４１

１４
．
７６

６．
３５

１．
住
户
贷
款

２．
５０

－
０．
０４

０．
００

－
０．
８４

－
０．
３９

　
　
　
（ １
）
活
期
存
款

１１
０．
８４

６．
０６

３．
０８

２５
．
０８

－
３．
９６
　
　
　
（ １
）
短
期
贷
款

０．
３７

－
０．
０１

０．
０２

－
０．
４６

－
０．
０３

　
　
　
（ ２
）
定
期
及
其
他
存
款

１２
９．
５４

－
２．
５８

１．
３４

－
１０
．
３２

１０
．
３１

　
　
消
费
贷
款

０．
３７

－
０．
０１

０．
０２

－
０．
４６

－
０．
０３

　
　
２．
非
金
融
企
业
存
款

５８
８．
０８

－
２．
８３

－
４．
２０

５８
．
５４

１０
．
０２

　
　
经
营
贷
款

　
　
　
（ １
）
活
期
存
款

３６
５．
６１

２．
７６

６．
１９

７９
．
４７

－
９．
４８
　
　
　
（ ２
）
中
长
期
贷
款

２．
１３

－
０．
０３

－
０．
０２

－
０．
３７

－
０．
３６

　
　
　
（ ２
）
定
期
及
其
他
存
款

２２
２．
４７

－
５．
５９

－
１０
．
３９

－
２０
．
９３

１９
．
５０

　
　
消
费
贷
款

２．
１３

－
０．
０３

－
０．
０２

－
０．
３７

－
０．
３６

　
　
３．
机
关
团
体
存
款

８．
３７

－
２．
８４

－
０．
３１

０．
９７

０．
６０

　
　
经
营
贷
款

　
　
４．
财
政
性
存
款

　
　
２．
企
（ 事
） 业
单
位
贷
款

４６
５．
６０

４．
６１

－
６．
０６

５３
．
５９

２４
．
７８

　
　
５．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存
款

３６
．
９４

－
１１
．
５８

４．
６１

１．
５２

－
４．
８５
　
　
　
（ １
）
短
期
贷
款

２０
９．
０９

３．
１７

－
９．
８３

１６
．
４５

１．
３６

　
（ 二
）
境
外
存
款

７４
１．
１７

４７
．
３５

－
１３
．
４８

１７
７．
７８

１１
０．
０８
　
　
　
（ ２
）
中
长
期
贷
款

１５
３．
２８

－
０．
６２

５．
８６

２１
．
５７

１３
．
９６

二
、
金
融
债
券

１３
１．
１９

０．
２０

６．
０１

４９
．
０１

３０
．
３３
　
　
　
（ ３
）
票
据
融
资

０．
００

０．
００

－
０．
０１

０．
００

其
中
：
境
外
发
行

１３
１．
１９

０．
２０

６．
０１

４９
．
０１

３０
．
３３
　
　
　
（ ４
）
融
资
租
赁

１０
３．
０７

２．
０５

－
１．
７６

１５
．
６９

９．
６５

三
、
卖
出
回
购
资
产

６．
３７

０．
４８

０．
５６

１．
６０

２．
１１
　
　
　
（ ５
）
各
项
垫
款

０．
１５

－
０．
３２

－
０．
１２

－
０．
１９

四
、
借
款
及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拆
入

３８
５．
９３

８．
７５

－
７．
９８

１２
．
８４

－
３４
．
３５
　
　
３．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２８
．
９６

８．
９７

－
０．
８４

２４
．
７８

－
０．
６１

五
、
联
行
往
来
（ 净
）

　
（ 二
）
境
外
贷
款

５２
２．
４２

１．
３４

７．
９５

７９
．
１６

７．
４８

六
、
应
付
及
暂
收
款

３５
．
１６

－
１４
．
５１

１．
２１

－
７．
０３

６５
．
１４
二
、
债
券
投
资

２１
７．
３３

０．
３３

－
１．
２５

６３
．
４３

２４
．
９４

七
、
各
项
准
备

１９
．
７２

２．
６２

－
１．
１７

３．
８６

３．
０３

其
中
：
境
外
债
券

１８
０．
２１

０．
５３

－
０．
４４

４３
．
２９

１８
．
８５

八
、
所
有
者
权
益

７３
．
７５

－
０．
２８

３．
５３

－
３．
３７

５．
６６
三
、
股
权
及
其
他
投
资

２３
．
００

５．
０８

－
０．
９６

８．
１８

－
８．
３９

其
中
：
实
收
资
本

１５
．
６６

０．
０８

０．
１２

－
５．
９５

１．
２８
四
、
买
入
返
售
资
产

九
、
其
他

－
３７
６．
７５

－
２５
．
７４

－
４６
．
１２

９９
．
２６

－
８７
．
１１
五
、
存
放
非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款
项

１１
３．
１２

１６
．
８５

－
１２
．
０８

５１
．
９３

１３
．
２２

六
、
联
行
往
来
（ 净
）

４８
２．
７０

－
２７
．
０９

－
２７
．
９８

１３
０．
５０

５４
．
８１

其
中
：
境
内
存
放
二
级
准
备
金

０．
０５

０．
０１

－
０．
２０

－
２．
０９

－
２．
２９

七
、
应
收
及
预
付
款

３３
．
４９

－
４．
９７

－
１１
．
７２

－
１．
１８

－
８．
９２

八
、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九
、
固
定
资
产

１．
２１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１８

０．
０８

资
金
来
源
总
计

１
８９
０．
３２

５．
１１

－
５２
．
９２

４０
９．
７３

１０
７．
００

资
金
运
用
总
计

１
８９
０．
３２

５．
１１

－
５２
．
９２

４０
９．
７３

１０
７．
００

０２２ 　第六篇　统　　计



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本　集　团 本　　行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４８９０８８ ４７７８５３ ４８４２６２ ４７２８２４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１５１７９６ １０３７５５ １４３４４７ ９６１７９

　　拆出资金 ２３４１３１ １７２６０７ ２３８９５９ １７７８５４

　　贵金属 ４４９６９ ３０８７０ ４４９６９ ３０８７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６３５８９ ３８７１９ ６３５８９ ３８７１９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３６５２６ ２８７３ ３６５２６ ２８７３

　　发放贷款和垫款 ４４３０２２８ ３９３０７５０ ４３３９３３３ ３８５７４１３

　　金融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５４９１４９ ５０５３１８ ５１４４６８ ４８８１７８

　　　 债权投资 １１６９７７７ １０７４９２７ １１６７５３６ １０７２２４９

　　　 其他债权投资 ５７７７８６ ４９７５０８ ５７１５０８ ４９１３８４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５８３５ ５７９４ ５８３５ ５７９４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４０１ ２０４９ ２６４３４ ２６１４８

　　固定资产 ３２３６４ ３０３８３ １６２５０ １４８５２

　　无形资产 １０５２３ １０３５７ ８２３４ ８０６７

　　商誉 ６９８１ ６９８１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２１５７ ４５５３２ ５０８５３ ４４５８６

　　其他资产 ９２９１８ ６９６５３ ８６０８９ ６４４１７

资产总额 ７９５０２１８ ７００５９２９ ７７９８２９２ ６８９２４０７

负债和股东权益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２７４３４６ ２３３４２３ ２７２９６４ ２３２９３４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１１８２８９０ １０００８２８ １１９３０４３ １００８８１０

　　拆入资金 １８２６８２ １６２５４１ １１７０１３ １１７７１９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１６０５７ ２３２９５ ６０６７ １８４６４

　　衍生金融负债 ６１１４６ ４１５０３ ６１１３７ ４１５０１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２３２３４６ ２２７５８３ ２２５４２５ ２２７５８３

　　吸收存款 ４１２２４０７ ３６６１８４２ ４０９０３４１ ３６３４００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３８２２ １２６２８ １２１８３ １１２６９

　　应交税费 ２７６９３ ２８０６０ ２６２４２ ２６１６５

　　已发行债务证券 １１４０６５３ １００３５０２ １１２７３７９ ９９１３０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６８９ ６３４ — —

　　预计负债 ５２８０ ６６９８ ５２７６ ６６９７

　　其他负债 ４４３９０ ４２３４１ ３６６５５ ３２５５１

负债总额 ７３０４４０１ ６４４４８７８ ７１７３７２５ ６３４８９９７

股东权益

　　股本 ２９３５２ ２９３５２ ２９３５２ ２９３５２

　　其他权益工具 １１２６９１ ６２６９８ １１２６９１ ６２６９８

　　资本公积 ８１７６１ ８１７６０ ８１７１１ ８１７１０

　　其他综合收益 ３９７６ ７２６７ ３３４９ ６６７０

　　盈余公积 １４２７３９ １２５８０５ １４２７３９ １２５８０５

　　一般风险准备 ７９６４０ ７６２４９ ７８０００ ７４９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１８８０３８ １７０７３０ １７６７２５ １６２２７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６３８１９７ ５５３８６１ ６２４５６７ ５４３４１０

　　少数股东权益 ７６２０ ７１９０ — —

股东权益合计 ６４５８１７ ５６１０５１ ６２４５６７ ５４３４１０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７９５０２１８ ７００５９２９ ７７９８２９２ ６８９２４０７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千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２８８６１３０９ １４００６０７１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７３２５９０６ ３９５０６０６
　拆入资金 ４２３６９２４５ ３１９５９２５２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２０６８０ １０３９４６
　衍生金融负债 ９１２７８０ ５５４２１７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３６６８０５０２ ５４４３６５９５
　吸收存款 ７６３６１６５１３ ６９２３４８７１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７４３８５４ ２７５７０７８
　应交税费 １２２１１９１ １５９２０１６
　已发行债务证券 ８７６８３７３０ ４７９４６７９６
　预计负债 ５６５３２３ ４０３７１８
　其他负债 ４５０３７５５ ５６７２９７５
　负债合计 ９７６５０４７８８ ８５５７３１９８６
股东权益：

　股本 ８６８００００ ８６８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８９４７９３９ ８９４７９３９
　其他综合收益 ７７６１６９ １２２６６７６
　盈余公积 ２０９３５４３０ １７７１５４７５
　一般风险准备 １０２０７４４５ ９６４１０７６
　未分配利润 ２７６６３８６１ ２４９３８７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７７２１０８４４ ７１１４９８８０
　少数股东权益 ３２６１０５２ ３０５６２３５
　股东权益合计 ８０４７１８９６ ７４２０６１１５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１０５６９７６６８４ ９２９９３８１０１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６２１１９３９４ ７１７９６６１９
　存放同业款项 １６８０１８７５ ５３８０６６５
　拆出资金 ６２７０２１２６ ４７９００６０６
　贵金属 ２０６７０ ２５５５３
　衍生金融资产 ９４３６５７ ４１５７２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３５５３４６９０ ３４２４９８０６
　发放贷款和垫款 ４９５１０１９７５ ４３７３８２３７６
　金融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６９３３２５８３ ５１４７２４５８
　　债权投资 １５５３５５７４６ １４８０６７８２７
　　其他债权投资 ９０９４７９０８ ７８００３２２３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１１５００ １１５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８５８０６６ ２４７７３４９
　固定资产 ４６３７９３２ ４９０５３６０
　在建工程 １５３４２１８ １２１９４８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１８５８８７ ４０８１４０４
　持有待售资产 — １６
　其他资产 ４０２８３９５ １０６７９３２
　资产总计 １００７１１６６２２ ８８８４５７９００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２８０２８７８３ １３５９９７９６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１３１６８８８３ １１１０３１４３
　拆入资金 １９７７４０５４ １４９３４０８７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２０６８０ １０３９４６
　衍生金融负债 ９１２７８０ ５５４２１７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３６６８０５０２ ５４４３６５９５
　吸收存款 ７３７８２３４７５ ６６７０７４６５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５３９９８４ ２５９４２４２
　应交税费 １２１５７５６ １４８０３３５
　已发行债务证券 ８７６８３７３０ ４７９４６７９６
　预计负债 ５６５３２３ ４０３７１８
　其他负债 ２４８０２２８ ３８２９１１７
　负债合计 ９３０８９４１７８ ８１８０６０６５１
股东权益：

　股本 ８６８００００ ８６８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９２１９９７４ ９２１９９７４
　其他综合收益 ７７６１６９ １２２６６７６
　盈余公积 ２０６１２３０１ １７４６０４２７
　一般风险准备 ９７７２１２７ ９２１５９５５
　未分配利润 ２７１６１８７３ ２４５９４２１７
　股东权益合计 ７６２２２４４４ ７０３９７２４９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１００７１１６６２２ ８８８４５７９００

２２２ 　第六篇　统　　计



书书书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上
海
市
分
行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资
　
　
　
产

行
次

期
末
金
额

期
初
金
额

负
债
及
所
有
者
权
益

行
次

期
末
金
额

期
初
金
额

资
产
：

负
债
：

　
现
金
及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１
３
０
８
８
２
１．
２
６

１
２
２
９
６
７
４．
４
７

　
向
政
府
和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借
款

１
９

０
０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２
１
１
８
８
８
７
２
９
５
６．
８
２

９
２
８
２
０
０
４
１．
９
５

　
同
业
及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存
放
款
项

２
０

３
９
７
５
９
８
７．
２
３

８
３
７
２
６
３
７．
８
１

　
贵
金
属

３
０

０
　
拆
入
资
金

２
１

９
２
５
７
０
２
９
９
１．
６
２

１
１
１
３
５
１
０
４
３
１．
１
７

　
拆
出
资
金

４
１
９
６
１
６
６
２
２
４．
８
３

５
４
７
０
８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２
２

０
０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５
０

０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２
３

０
０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６
０

０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２
４

０
０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７
０

０
　
吸
收
存
款

２
５

３
０
５
３
２
７
０
８
６
７
１．
３
６

２
９
３
４
１
６
８
４
３
６
５．
７
２

　
发
放
贷
款
和
垫
款

８
２
２
７
３
７
３
１
８
４
９
０
５．
５
６

２
０
６
９
９
５
３
８
４
０
１
０．
８
７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２
６

２
２
０
４
６
０
０
２．
０
３

１
４
１
３
４
８
８
０．
６
３

　
其
他
债
权
投
资

９
０

０
　
应
交
税
费

２
７

１
３
０
４
７
０
５
７
９．
７
３

１
６
２
０
８
７
４
４
４．
９
３

　
债
权
投
资

１
０

０
０

　
预
计
负
债

２
８

０
０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投
资

１
１

０
０

　
已
发
行
债
务
证
券

２
９

８
５
０
６
０
４
９
９
４．
９
１

４
８
９
１
９
６
５
７
４．
６
９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１
２

０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３
０

０
０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１
３

０
０

　
其
他
负
债

３
１

２
３
２
４
０
１
７
２
０
９
８
３．
８
４

２
０
９
８
０
３
４
３
２
８
０
６．
７
８

　
固
定
资
产

１
４

１
０
１
１
２
９
０
３
９．
５
７

１
１
２
３
３
２
９
０
９．
８
６

　
负
债
合
计

３
２

２
６
４
８
６
７
２
３
０
２
１
０．
７
２

２
４
０
９
３
２
４
１
９
１
４
１．
７
３

　
无
形
资
产

１
５

１
９
５
８
３．
２
５

２
４
５
８
３．
２
３

　
所
有
者
权
益
：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１
６

０
０

　
实
收
资
本
（ 或
股
本
）

３
３

０
０

　
其
他
资
产

１
７

３
５
６
７
６
４
０
０
６
８
４．
８
８

３
５
７
１
１
７
８
９
０
８
２．
４
７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３
４

０
０

　
　

　
　

　
资
本
公
积

３
５

０
０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３
６

－
１
２
８
０
９
３
１
４．
８
０

－
１
２
７
８
３
１
８
４．
６
５

　
　

　
　

　
盈
余
公
积

３
７

０
０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３
８

０
０

　
　

　
　

　
未
分
配
利
润

３
９

－
３
１
８
３
３
８
６
７
９．
７
５

２
５
４
１
０
２
９
３
４
５．
７
７

　
资
产
总
计

１
８

２
６
４
４
３
１
０
８
２
２
１
６．
１
７

２
４
３
４
６
０
６
６
５
３
０
２．
８
５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权
益
合
计

４
０

－
３
３
１
１
４
７
９
９
４．
５
５

２
５
２
８
２
４
６
１
６
１．
１
２

３２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书书书

中
国
进
出
口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项
　
　
　
目

行
次

期
初
数

期
末
数

项
　
　
　
目

行
次

期
初
数

期
末
数

资
产
：

负
债
：

　
现
金
及
银
行
存
款

１
９
９
４．
０
０

６
２
４
０．
５
０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２
８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２
１
２
５
２
４
３
０
０．
８
８

１
２
５
８
２
８
６
７．
２
２
　
联
行
存
放
款
项

２
９

１
４
２
８
９
０
１
５
４
４
０
３．
５
７
１
６
４
５
１
４
７
７
２
５
０
０．
４
０

　
贵
金
属

３
　
同
业
及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存
放
款
项

３
０

７
３
８
６
２
１
０
６．
６
６

８
５
８
７
７
５
０
４
９．
４
７

　
存
放
联
行
款
项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拆
入
资
金

３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５
１
５
５
２
０
３
０
８
１．
７
９

１
７
０
２
０
５
５
８
７．
７
１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３
２

拆
出
资
金

６
５
７
４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５
３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３
３

１
８
６
４
５
８
１
０．
１
５

７
５
６
２
１
５
１．
３
５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７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３
４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８
１
８
６
７
７
１
５
４．
３
２

７
５
６
２
１
５
１．
３
５
　
吸
收
存
款

３
５

１
１
４
６
５
８
７
４
４
０
１．
１
９

７
４
６
５
４
６
７
８
６
７．
７
６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９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３
６

０．
０
０

１
８
１
１
０
９
８．
０
０

应
收
款
项
类
金
融
资
产

１
０

　
　

　
应
交
税
费

３
７

９
５
５
７
１
１
５
０．
５
１

７
９
１
５
４
０
６
１．
８
２

　
应
收
利
息

１
１

４
１
０
４
６
９
６
１
０．
２
４

３
０
５
８
６
４
８
３
３．
４
１
　
应
付
利
息

３
８

２
０
０
５
８
２
２
０
１．
０
５

１
９
１
５
６
０
３
４
５．
４
８

　
其
他
应
收
款

１
２

４
６
５
９
６
８
８．
１
９

１
５
０
６
１
０
４．
１
２
　
其
他
应
付
款

３
９

２
２
７
７
６
３
４
０．
９
９

１
３
１
０
４
０
１
３．
３
６

　
发
放
贷
款
和
垫
款

１
３

１
４
８
１
６
９
０
６
１
８
８
９．
５
５
１
６
３
８
０
７
７
３
０
０
７
１．
１
２
　
预
计
负
债

４
０

７
４
８
１
７
８
７
６．
７
１

７
３
１
３
２
８
９
５．
７
２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１
４

　
　

　
应
付
债
券

４
１

　
持
有
至
到
期
投
资

１
５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４
２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１
６

７
２
２
８
８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２
２
８
８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他
负
债

４
３

４
４
２
２
０
７
７
９
７．
７
８

３
６
８
１
６
１
９
２
４．
３
６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１
７

３
６
４
９
９
８
８
８．
１
９

３
３
６
１
２
０
１
９．
０
７
负
债
合
计

４
４

１
５
５
２
８
４
４
９
２
０
８
８．
６
１
１
７
３
５
７
３
５
０
１
９
０
７．
７
２

　
固
定
资
产

１
８

１
０
２
５
６
２
３
６．
９
８

９
７
２
５
０
２
７．
４
２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

　
在
建
工
程

１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实
收
资
本
（
或
股
本
）

４
５

　
固
定
资
产
清
理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中
：
国
有
资
本

４
６

　
无
形
资
产

２
１

３
０
４
７
４
０．
５
３

４
３
７
４
５
３．
７
１

外
商
资
本

４
７

　
商
誉

２
２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４
８

长
期
待
摊
费
用

２
３

　
　

　
资
本
公
积

４
９

抵
债
资
产

２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库
存
股

５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２
５

　
　

　
盈
余
公
积

５
１

其
他
资
产

２
６

１
９
４
６
５
０
３．
９
５

１
３
７
３
５
７
９．
６
３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５
２

　
　

　
　

　
未
分
配
利
润

５
３

０．
０
０

１
０
３
４
９
９
２
０
２
７．
５
４

　
　

　
　

　
外
币
报
表
折
算
差
额

５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权
益
合
计

５
５

０．
０
０

１
０
３
４
９
９
２
０
２
７．
５
４

　
　

　
　

　
少
数
股
东
权
益

５
６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合
计

５
７

０．
０
０

１
０
３
４
９
９
２
０
２
７．
５
４

资
产
总
计

２
７

１
５
５
２
８
４
４
９
２
０
８
８．
６
２
１
７
４
６
０
８
４
９
３
９
３
５．
２
６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总
计

５
８

１
５
５
２
８
４
４
９
２
０
８
８．
６
１
１
７
４
６
０
８
４
９
３
９
３
５．
２
６

４２２ 　第六篇　统　　计



书书书

中
国
农
业
发
展
银
行
上
海
市
分
行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项
　
　
　
目

行
次

期
初
数

期
末
数

项
　
　
　
目

行
次

期
初
数

期
末
数

资
产
：

１
　

　
负
债
：

３
９

　
现
金
及
银
行
存
款

２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４
０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３
６
９
１
１
３
０
９
３．
６
６

　
联
行
存
放
款
项

４
１

８
３
４
２
４
７
８
６
１
２
４．
０
９

２
９
２
１
８
３
０
９
１
７
０．
５
２

贵
金
属

４
　

　
同
业
及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存
放
款
项

４
２

　
存
放
银
行
款
项

５
　

　
拆
入
资
金

４
３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６
１
４
６
４
６
４
１
４．
９
６

１
１
３
４
６
３
８
８．
９
７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
融
负
债

４
４

　

拆
出
资
金

７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４
５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８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４
６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９
　

　
吸
收
存
款

４
７

６
０
４
７
２
２
６
７
１
３．
２
７

５
０
８
４
４
３
７
９
７
３．
１
６

持
有
待
售
资
产

１
０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４
８

２
４
９
４
１
５
９
８．
１
８

４
８
２
５
３
４
０
３．
７
３

应
收
款
项
类
金
融
资
产

１
１

　
　

应
交
税
费

４
９

４
１
４
６
４
８
３
０
２
５

２
６
２
８
４
５
０
８．
９
６

应
收
利
息

１
２

６
４
５
２
３
２
９
１．
１
０

９
８
０
５
２
３
５
６．
２
１
应
付
利
息

５
０

４
４
８
１
４
３
２．
６
１

４
３
８
４
８
９
５．
１
６

其
他
应
收
款

１
３

９
８
５
７
４
１．
３
５

１
９
４
７
９
９
１．
９
３
持
有
待
售
负
债

５
１

　
发
放
贷
款
和
垫
款

１
４

８
９
６
６
９
９
３
６
５
２
３．
６
９

３
４
７
７
５
５
９
８
２
７
１．
０
９
其
他
应
付
款

５
２

２
６
５
９
１
６
０．
３
８

６
４
９
１
７
７．
２
４


金
融
投
资

１
５

　
　

预
计
负
债

５
３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
融
资
产

１
６

　
　

应
付
债
券

５
４

　


债
权
投
资

１
７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５
５

　

　

其
他
债
权
投
资

１
８

　
　

其
他
负
债

５
６

１
９
０
９
６
０
８
２
３．
２
５

１
９
３
５
７
３
７
２
８．
０
６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投
资

１
９

　
　

负
债
合
计

５
７

８
９
７
３
６
５
２
０
６
８
２．
０
３

３
４
５
７
５
８
９
２
８
５
６．
８
３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２
０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５
８

　
持
有
至
到
期
投
资

２
１

　
　

实
收
资
本
（
或
股
本
）

５
９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２
２

　
　

　
国
家
资
本

６
０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２
３

　
　

　
集
体
资
本

６
１

　
固
定
资
产

２
４

１
５
１
３
１
７
３
８
３．
８
１

１
４
１
５
８
１
６
５
９．
２
３
　
法
人
资
本

６
２

　
在
建
工
程

２
５

　
　

　
　
其
中
：
国
有
法
人
资
本

６
３

　
无
形
资
产

２
６

３
２
４
８
７．
０
７

７
３
０
０
８．
８
６
　
个
人
资
本

６
４

　
商
誉

２
７

　
　

　
外
商
资
本

６
５

　
长
期
待
摊
费
用

２
８

１
５
９
０
５
６．
７
０

５
０
１
４
８
９
０
２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６
６

　
抵
债
资
产

２
９

　
资
本
公
积

６
７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３
０

　
减
：
库
存
股

６
８

　
其
他
资
产

３
１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６
９

　

　
３
２

　
　

盈
余
公
积

７
０

　

　
３
３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７
１

　

　
３
４

　
　

未
分
配
利
润

７
２

２
３
４
１
９
３
３
１
０．
３
１

４
５
３
２
０
８
３
０
８．
４
８

　
３
５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权
益
合
计

７
３

２
３
４
１
９
３
３
１
０．
３
１

４
５
３
２
０
８
３
０
８．
４
８

　
３
６

　
　

少
数
股
东
权
益

７
４

　

　
３
７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合
计

７
５

２
３
４
１
９
３
３
１
０．
３
１

４
５
３
２
０
８
３
０
８．
４
８

资
产
总
计

３
８

８
９
９
７
０
７
１
３
９
９
２．
３
４

３
５
０
２
９
１
０
１
１
６
５．
３
１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总
计

７
６

８
９
９
７
０
７
１
３
９
９
２．
３
４

３
５
０
２
９
１
０
１
１
６
５．
３
１

５２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元

附注编号 期初金额 期末金额

资　　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７９９２９７６７００４．８３ １０９８９８０９３０５４．６２

存放同业款项净额 ９６６７４５６．６９ １７２０９６６１．１１

　　存放同业款项总额 ９７６１５７３．４８ １７３８３６２１．４０

　　减：存放同业减值准备 （９４１１６．７９） （１７３９６０．２９）

贵金属 １７０５２０．００ １７０５２０．００

存放联行款项 ４９２１９５０９６１９３．５９ ５４６９４８３１９８０６．３４

拆出资金净额

　　拆出资金总额

　　减：拆出资金减值准备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投资 ８５５９６４０９．２５ ８５７８３２５４．９４

衍生金融资产 ８０２５９３１１．５８ ７２２９１９４０７．４８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净额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总额

　　减：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应收利息净额 ３５０９７７３．１６ （９８０３３８９．９７）

　　应收利息总额 ４４４４１３７．１２ １１２５０３６３．９３

　　减：应收利息减值准备 （９３４３６３．９６） （２１０５３７５３．９０）

发放贷款及垫款净额 ５３０１６７６８３１０５．８１ ５８１２９３２３５２５７．３９

　　发放贷款及垫款总额 ５３７６４６８７０９８５．７９ ５９１４２２１８１４０１．５０

　　　　其中：对公贷款及垫款 ３３４９１３７９６１７１．３６ ３７４３０２３５９１２２．７１

零售贷款及垫款 ２０２７３３０７４８１４．４３ ２１７１１９８２２２７８．７９

　　减：发放贷款及垫款减值准备 （７４７９１８７８７９．９８） （１０１２８９４６１４４．１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投资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投资净额 １０２９４１．７３ ２４８５９８．７４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投资总额 １０５０５８．７３ ２５４５８１．７４

　　减：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投资减值准备 （２１１７．００） （５９８３．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长期股权投资总额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控制结构化主体投资净额

　　控制结构化主体投资总额

　　减：控制结构化主体投资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值 ７７７０１４２２３６．０６ ７３４６７０８０４３．１６

　　固定资产原值 １２７２２５０４０５５．９１ １２６７７９７８９１３．９７

６２２ 　第六篇　统　　计



（续表）　　

附注编号 期初金额 期末金额

　　减：累计折旧 （４９５２３６１８１９．８５） （５３３１２７０８７０．８１）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使用权资产净值 ６５６０２３７８８．１６ ６６６４９９９９４．２９

　　使用权资产原值 ８５７６９１３８６．２５ １０７９１２４７２３．６２

　　减：累计折旧 （２０１６６７５９８．０９） （４１２６２４７２９．３３）

　　减：使用权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净值 ３１４２５６１７４．３０ ３１０９２３２２８．６７

　　无形资产原值 ５２６９１６２７６．６４ ５３９１８４１１４．１１

　　减：累计摊销 （２１２６６０１０２．３４） （２２８２６０８８５．４４）

　　减：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投资性房地产净值

　　投资性房地产原值

　　减：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２２８５６３５０６．１３ １７４１８０２５９９．７６

其他资产 ３８１９３３４８６７．９９ ６４４２４０５１６５．８４

　　其中：应收及暂付款 ５１３６５９３２１．２３ ４４０３３０５８０．８５

抵债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３０９９８６３４．１９ ２７１３３７７６．８５

商誉

待处理资产 ６９９４６６２．５４ ５４６１２５０．２２

分摊往来１

固定资产清理 （５３８１８２６０．１９） ６４７．５５

预估增值税进项税额 ４５５１３４８０．５０ ４４６７３５７２．１５

不动产留抵增值税进项税

其他资产 其他 ３２７５９８７０２９．７２ ５９２４８０５３３８．２２

资产总计 １１１６２６０１７３２８９．２８ １２５５４６４５１５２０２．３７

负　　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１３８１５５３９８１２４．９５ １５５３６５８３９５５４．９５

联行存放款项 ５１１５３４２７７４．１７ ５２５９７０９２６８．１８

拆入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２７９７６５３４８．７７ ６８６８０７５８５．４３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客户存款 ９５６７９８９６６４５０．５３ １０７７５７８５１３１１７．２０

　　其中：公司活期存款 ３１１１７６１８８０４９．９２ ３４３４２６１１７７４９．９２

７２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续表）　　

附注编号 期初金额 期末金额

公司定期存款 １２１６８１７８０１１８．２０ １２５１１８９３９２７５．９３

个人活期存款 １７３９９４３８９７０２．２７ １８７２３７８６８８５５．０７

个人定期存款 ２５４４６５６４９８５３．２９ ３００７５７９６２３２５．９８

保证金存款 ２５７０８４３８４６．１８ ４７３２５７０９８５．５３

其他存款 ９２９１０１１４８８０．６７ １１６３０５０５３９２４．７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２００９６２６１２．７７ ２３８３７０７００２．６０

应交税费 ６３０７２８３０７．８７ ５９９７６２８９５．７８

应付利息 ２８０３１５．０８ １．２４

预计负债 ６０２４７６３７０．１０ ５７８１５８１５３．２５

应付债券及发行存款证

递延所得税负债

租赁负债 ６８００８４８３５．８３ ７００７０５７２１．５３

其他负债 １４３４９９０３０４．８４ ２０４１８８９８１７．４８

　　其中：应付财政部款项款项

应付待结算及清算款项 １０８９８１８２１２．８２ １７０４６６８６０９．３９

久悬未取款项 ８２８９６６８９．４２ ９７７２５２６６．８５

递延收益 ４９９４５９７７．２５ ４９２４４６９７．７２

应付投资款项

转贷资金

预提费用

应付股利

分摊往来２

预估增值税销项税 ４２９５８０１６．９３ ４４５９５９９０．６０

其他负债 其他 １６９３７１４０８．４２ １４５６５５２５２．９２

负债合计 １１０５８９８９９５４４４．９１ １２４５１９５０９３１１７．６４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５５７３２３０２．８５ １０４５５６１１９．９１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累计亏损） １０２０５４４５５４１．５２ １０１６４８６５９６４．８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０３６１１７７８４４．３７ １０２６９４２２０８４．７３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０３６１１７７８４４．３７ １０２６９４２２０８４．７３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１１６２６０１７３２８９．２８ １２５５４６４５１５２０２．３７

８２２ 　第六篇　统　　计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万元

项　　　目
Ａ Ｂ Ｃ

人民币 外币折人民币 本外币合计

Ⅰ资产

１．现金 ７５１９１．６２ ２０６０９．６８ ９５８０１．３１

２．贵金属 ５３９６．１４ ２２８５２４６．６５ ２２９０６４２．７９

３．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存放同业款项 ５７６１４４．５５ ０．００ ５７６１４４．５５

　　４．１境内商业银行 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境内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３境内证券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４境内保险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５境内其他金融机构 １６１４４．５５ ０．００ １６１４４．５５

　　４．６境外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０．存放系统内款项 ２６０３９２８７．１８ １３２４３１８２．０１ ３９２８２４６９．１９

７１．拨付营运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应收利息 ９８０８０．４８ ８０９６．４１ １０６１７６．８９

６．贷款 ５０８４５２２２．５３ １８０２２５３．１４ ５２６４７４７５．６６

７．贸易融资 ２２３８６５７．０５ ９５５３３０．６１ ３１９３９８７．６６

８．贴现及买断式转贴现 ３１２５９７６．３１ ０．００ ３１２５９７６．３１

９．其他贷款

１０．拆放同业 ３３１８３６．０４ １３２６３６．９８ ４６４４７３．０２

　　１０．１境内商业银行 ４０００．００ ９４０１２．０８ ９８０１２．０８

　　１０．２境内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３２７８３６．０４ ３８６２４．９０ ３６６４６０．９４

　　１０．３境内证券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４境内保险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５境内其他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６境外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其他应收款 ７４１６６．９１ １９５３．０４ ７６１１９．９５

１２．投资 ９８３６６．６７ ２７８１９．７９ １２６１８６．４６

　　１２．１债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２股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３其他 ９８３６６．６７ ２７８１９．７９ １２６１８６．４６

　　　　１２．３．１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０．００ ２７８１９．７９ ２７８１９．７９

１３．买入返售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２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续表）　　

项　　　目
Ａ Ｂ Ｃ

人民币 外币折人民币 本外币合计

　　１３．１境内商业银行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２境内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３境内证券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４境内保险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５境内其他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６境外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７境内外非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８中央银行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９买入返售资产（按品种分类）

　　　　１３．９．１债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９．２票据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９．３贷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９．４其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长期待摊费用 ７４６１．０９ ０．００ ７４６１．０９

１５．固定资产原价 ６４１７７９．５５ ０．００ ６４１７７９．５５

１６．减：累计折旧 ３３８５２６．５８ ０．００ ３３８５２６．５８

１７．固定资产净值 ３０３２５２．９６ ０．００ ３０３２５２．９６

１８．固定资产清理 ５４４．２８ ０．００ ５４４．２８

１９．在建工程 ３３１５．５８ ０．００ ３３１５．５８

２０．无形资产 ２８９２５．８４ ０．００ ２８９２５．８４

２１．抵债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其他资产 ６７４３０５．３４ ６０３６．０６ ４０８９３１．４４

　　２３．１投资性房地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２衍生金融资产 １３３１５４．３２ １２４９０．６４ １４５６４４．９６

　　２３．３商誉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减：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准备 １１８５３６３．５７ ４７８６１．９９ １２３３２２５．５５

２５资产总计 ８３３４０７６７．００ １８４３５３０２．３９ １０１５０４６５９．４３

Ⅱ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６．单位存款 ３８４５６６１０．６６ ５５１２７４８．２２ ４３９６９３５８．８９

２７．储蓄存款 ２４６３６５７８．２１ ３４３９６８０．８１ ２８０７６２５９．０２

２８．向中央银行借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９．同业存放款项 １７２９１３２０．８３ ８２２２２５７．７２ ２５５１３５７８．５５

０３２ 　第六篇　统　　计



（续表）　　

项　　　目
Ａ Ｂ Ｃ

人民币 外币折人民币 本外币合计

　　２９．１境内商业银行 ２５２９６３．２５ ５８１９５６１．９２ ６０７２５２５．１７

　　２９．２境内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９４９１９６．１９ １５９９６０７．６８ ２５４８８０３．８７

　　２９．３境内证券业金融机构 １８０８６４４．５２ ２６０２３６．３３ ２０６８８８０．８５

　　２９．４境内保险业金融机构

　　２９．５境内其他金融机构 １２３８５１１４．５９ ５２１１１７．１３ １２９０６２３１．７２

　　２９．６境外金融机构 １８９５４０２．２８ ２１７３４．６６ １９１７１３６．９４

７２．系统内存放款项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同业拆入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４９８．００ １６０４９８．００

　　３０．１境内商业银行 ０．００ １３０４９８．００ １３０４９８．００

　　３０．２境内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３境内证券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４境内保险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５境内其他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６境外金融机构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１．卖出回购款项 ４１３７９．６２ ０．００ ４１３７９．６２

　　３１．１境内商业银行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２境内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３境内证券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４境内保险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５境内其他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６境外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７境内外非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８中央银行 ４１３７９．６２ ０．００ ４１３７９．６２

　　３１．９卖出回购款项（按品种分类）

　　　　３１．９．１债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９．２票据 ４１３７９．６２ ０．００ ４１３７９．６２

　　　　３１．９．３贷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９．４其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汇出汇款 ２１０６．９１ ２７１８５．６９ ２９２９２．５９

３３．应解汇款 ４６３７８．２４ ２１５９９３．８５ ２６２３７２．０９

３４．存入保证金 ５９３６９７．０８ ４８９６８０．７０ １０８３３７７．７８

３５．其他存款

３６．应付利息 ８３０５７１．８１ １６６８８．４７ ８４７２６０．２９

１３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续表）　　

项　　　目
Ａ Ｂ Ｃ

人民币 外币折人民币 本外币合计

３７．应交税费 ４３５３５．２４ １０．５８ ４３５４５．８１

３８．应付职工薪酬 ６２５９７．５５ ０．００ ６２５９７．５５

３９．应付福利费

４０．应付股利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１．其他应付款 １５０２１３．５０ ５６８９．８９ １５５９０３．３９

４２．预提费用

４３．递延收益 ６５０９１．１５ ６５７．２２ ６５７４８．３７

４４．预计负债 １２０３１５．８３ １４１２１．３０ １３４４３７．１３

４５．转贷款资金

４６．应付债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７．其他负债 １３６８０８．４０ ２８９１７２．９５ １５４５７１．３９

　　４７．１衍生金融负债 １２１８０９．９４ １７２２０．３４ １３９０３０．２８

４８．递延所得税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９负债合计 ８２５０７２０５．０２ １８３６４３８５．４２ １００６００１８０．４７

５０少数股东权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１所有者权益

５２．实收资本 ５１１７４９．３５ ０．００ ５１１７４９．３５

５３．资本公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６．其他权益工具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５．其他综合收益 ２１７９．６６ －０．１５ ２１７９．５１

５４．盈余公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５．一般风险准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６．信托赔偿准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７．未分配利润 ３１９６３２．９８ ７０９１７．１２ ３９０５５０．１０

　　５７．１其中：本年利润 ３１９６３２．９８ ７０９１７．１２ ３９０５５０．１０

５９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３３５６１．９９ ７０９１６．９７ ９０４４７８．９６

６０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８３３４０７６７．００ １８４３５３０２．３９ １０１５０４６５９．４３

附注项目

６１．各项存款 ６３７３５３７１．０９ ９６８５２８９．２８ ７３４２０６６０．３７

６２．各项贷款 ５６２０９８５５．８９ ２７５７５８３．７５ ５８９６７４３９．６３

６３．生息资产 ８０９９９４３７．８５ １２２０２６６２．３０ ９３２０２１００．１５

６４．付息负债 ８１０３３７６５．０９ １７７８４８０６．０３ ９８８１８５７１．１２

２３２ 　第六篇　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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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万元

属性 指标号 指 标 名 称 人民币 外　币 本外币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０１ 一、资产类总计 ２８７２５３２１．１２ ５５０５７２．５２ ３２３１７７５１．７４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０２ 　（一）现金 １１２７４５．０７ １１９．９３ １１３５２７．５８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０３ 　　１．当月借方发生额 ４４０３０４８．５３ ２１２．１４ ４４０４４３２．７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０４ 　　２．当月贷方发生额 ４３５４５４８．６７ ２０５．０７ ４３５５８８６．７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０８ 　（二）银行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０９ 　（三）贵金属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０Ａ 　（四）存放中央银行存款 １５５．７０ ０．００ １５５．７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０Ｂ 存放中央银行准备金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０Ｃ 以外汇交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０Ｈ 存放中央银行外汇风险准备金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０Ｄ 存放中央银行特种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０Ｅ 存放中央银行清算资金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０Ｆ 存放中央银行财政性存款 １５５．７０ ０．００ １５５．７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０Ｇ 存放中央银行其他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１１ 　（五）存放同业款项 １２２３４８．９４ ０．７４ １２２３５３．７７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１２ 　　１．存放同业活期款项 １２２３４８．９４ ０．７４ １２２３５３．７７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１３ 存放境内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１２２３４８．９４ ０．００ １２２３４８．９４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１Ｆ 　　２．存放同业定期款项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２１ 　（六）拆放同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２Ｅ 　　１．短期拆放同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９ 　　２．中长期拆放同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２Ｐ 　（七）联行往来（资产方） １７６０３２８３．８２ １０３２９１．２５ １８２７７２４８．９１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２Ｑ 系统内资金往来 １７５９９９５２．７３ ９２６８０．１３ １８２０４６８１．３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２Ｒ 　　其中：境内存放二级准备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２Ｓ 境内清算备付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２Ｔ 境外系统内资金往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２Ｕ 系统外资金往来 ３３３１．０９ １０６１１．１２ ７２５６７．６１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１ 　（八）贷款 ７４４４４９４．１４ ８１８３０．６７ ７９７８４３１．０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２ 　　１．短期贷款 ２５０３７１４．６３ ７２８３０．６７ ２９７８９２７．４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３ 信用卡及账户透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４ 　　其中：单位信用卡及账户透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５ 　　　个人信用卡及账户透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６ 个人贷款 ４７９０５４．４６ ０．００ ４７９０５４．４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７ 　　个人经营性贷款 ４７２０８８．２６ ０．００ ４７２０８８．２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Ａ 　　个人消费贷款 ６９６６．２０ ０．００ ６９６６．２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Ｂ 　　　　住房贷款 ２．９２ ０．００ ２．９２

４３２ 　第六篇　统　　计



（续表）　　

属性 指标号 指 标 名 称 人民币 外　币 本外币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Ｃ 　　　　汽车贷款 ３１２．６４ ０．００ ３１２．６４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Ｄ 　　　　助学贷款 ４０．７０ ０．００ ４０．７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Ｅ 　　　　其他贷款 ６６０９．９５ ０．００ ６６０９．９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Ｈ 单位经营贷款 １５６７９４３．７６ ２３３０．６７ １５８３１５１．１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Ｊ 　　　　其中：小额贷款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Ｉ 单位固定资产贷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３Ｋ 单位并购贷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４１ 贸易融资 ４５６７１６．４２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８４８２１０．４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４Ｅ 对非居民贷款 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０ ６８５１１．４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４Ｆ 非金融国际组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４Ｇ 国际金融组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４Ｈ 政府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４Ｉ 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４Ｊ 　　中央银行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４Ｋ 　　银行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４Ｍ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４Ｎ 非金融企业 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０ ６８５１１．４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４Ｐ 个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４Ｑ 　　其中：个人住房贷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５１ 　　２．中长期贷款 ４９４０７７９．５０ ９０００．００ ４９９９５０３．６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Ｊ 信用卡及账户透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Ｋ 单位信用卡及账户透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Ｍ 个人信用卡及账户透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５２ 个人贷款 ２６７３１３５．０８ ０．００ ２６７３１３５．０８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５３ 　个人消费贷款 ２６２８７９３．１３ ０．００ ２６２８７９３．１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５４ 　　　住房贷款 ２４５１５１６．２０ ０．００ ２４５１５１６．２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５５ 　　　汽车贷款 １３３４７５．９８ ０．００ １３３４７５．９８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５６ 　　　助学贷款 １３１．７２ ０．００ １３１．７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５７ 　　　其他贷款 ４３６６９．２３ ０．００ ４３６６９．２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５Ａ 　个人经营性贷款 ４４３４１．９５ ０．００ ４４３４１．９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５Ｃ 单位经营贷款 １６０９１５１．６７ ０．００ １６０９１５１．６７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５Ｓ 　　其中：小额贷款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５Ｄ 单位固定资产贷款 ４０２０５０．３１ ０．００ ４０２０５０．３１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５Ｅ 单位并购贷款 ５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５Ｍ 贸易融资 ２０１４４２．４４ 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４４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６７ 对非居民贷款 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 ５８７２４．１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６８ 非金融国际组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３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续表）　　

属性 指标号 指 标 名 称 人民币 外　币 本外币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６９ 国际金融组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６Ａ 政府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６Ｂ 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６Ｅ 　　中央银行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６Ｆ 　　银行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６Ｇ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６Ｈ 非金融企业 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 ５８７２４．１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６Ｉ 个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６Ｊ 　　其中：个人住房贷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８１ 　（十）证券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９Ｕ 　（十一）票据融资 ２７６４４３６．５４ ０．００ ２７６４４３６．５４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９Ｖ 贴现及买断式转贴现 ２７６４４３６．５４ ０．００ ２７６４４３６．５４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９Ｗ 　　其中：买断式转贴现 １６５２１４９．２３ ０．００ １６５２１４９．２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９Ｘ 买入其他票据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ＡＳ 　（十三）外汇买卖 ２６３０５４．００ ８３３２１．８７ ８０６７２０．８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ＡＹ 代客本币兑换 ２６３０３８．２８ ０．００ ２６３０３８．２８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ＡＺ 自营本币兑换 １５．７１ ０．００ １５．７１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ＶＸ 代客外币兑换 ０．００ ８３３２０．７６ ５４３６５９．６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ＶＹ 自营外币兑换 ０．００ １．１１ ７．２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１ 　（十四）应收及预付款项 －１５５８３．５２ ４２４．６５ －１２８１２．７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２ 　　应收款项 －１６８５３．２２ ４２４．６５ －１４０８２．４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３ 　　应收账款 １８７００．７５ ４２４．６５ ２１４７１．５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４ 　　其中：应收利息 １７６２５．７３ ４２４．６５ ２０３９６．５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５ 　　其中：应收贷款利息 １７６１０．９１ ２５５．９９ １９２８１．２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６ 　　其中：应收财政部款项（农行专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７ 　　其他应收款 －３５５５３．９７ ０．００ －３５５５３．９７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８ 　　　其中：存出保证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９ 预付款项 １２６９．７０ ０．００ １２６９．７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Ａ 预付利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Ｂ 预交税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Ｃ 暂付款 １２６９．７０ ０．００ １２６９．７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Ｅ 　（十五）各项垫款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Ｆ 承兑垫款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Ｇ 贴现垫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Ｈ 担保垫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Ｉ 信用证垫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Ｊ 其他垫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３２ 　第六篇　统　　计



（续表）　　

属性 指标号 指 标 名 称 人民币 外　币 本外币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Ｍ 　（十六）衍生金融工具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Ｎ 远期合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Ｐ 期货合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Ｑ 期权合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Ｒ 掉期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Ｔ 　（十七）融资租赁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Ｕ 应收租赁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Ｖ 未实现租赁收益（减）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Ｗ 应收转租赁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Ｘ 租赁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ＢＹ 待转租赁资产（减）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Ｃ１ 　（十八）经营租赁类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Ｃ２ 经营租赁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Ｃ３ 经营租赁资产折旧（减）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Ｃ６ 　（十九）固定、无形及递延资产 ２６８２３４．０９ ０．００ ２６８２３４．０９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Ｃ７ 　　１．固定资产净值 ２６６０５６．４３ ０．００ ２６６０５６．４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Ｃ８ 固定资产 ４７７４３３．７６ ０．００ ４７７４３３．７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Ｃ９ 累计折旧（减） ２１１３７７．３３ ０．００ ２１１３７７．３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ＣＡ 　　２．固定资产清理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ＣＢ 　　３．在建工程 ４５１．９５ ０．００ ４５１．９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ＣＣ 　　４．待处理固定资产损失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ＣＤ 　　５．无形资产 １７２５．７１ ０．００ １７２５．７１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ＣＥ 　　６．递延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ＣＨ 　（二十）债券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Ｚ 　（二十四）存单投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ＥＰ 　（二十一）投资性房地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ＥＱ 　（二十二）股权投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Ｊ 　（二十三）其他资产 ２７１５２．３５ ２８１５８３．４１ １８６４４５５．９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Ｋ 　　１．其他流动资产 ２４９５２．６５ ２８１５８３．４１ １８６２２５６．２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Ｍ 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Ｎ 其他类流动资产 ２４９５２．６５ ２８１５８３．４１ １８６２２５６．２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Ｐ 　　２．其他中长期资产 ２１９９．７０ ０．００ ２１９９．７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Ｑ 低值易耗品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Ｒ 拨付外汇资本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Ｓ 拨付营运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Ｔ 　　其中：拨付境外机构营运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Ｕ 拨付备付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３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续表）　　

属性 指标号 指 标 名 称 人民币 外　币 本外币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Ｖ 代理发放银团贷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Ｗ 其他类中长期资产 ２１９９．７０ ０．００ ２１９９．７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Ｘ 待处理抵贷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ＦＹ 待处理抵贷资产损溢（减）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Ｓ 　（二十五）债券资产（２０１７准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ＹＰ 　（二十六）股权投资（２０１７准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ＺＱ 　（二十七）特定目的载体份额投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Ｎ 　（二十八）其他债权投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Ｐ 　　其中：资产收益权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１ 二、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类总计 ２８７２５３２１．１２ ５５０５７２．５２ ３２３１７７５１．７４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２ 　（一）存款 ２０８７６２４５．２１ １６２１７６．７５ ２１９３４４３２．２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３ 　　１．单位存款 １９３７２５４．９４ １６０００２．２２ ２９８１２５３．４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４ 单位活期存款 １０８３６１６．６３ ２．２２ １０８３６３１．１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５ 企业活期存款 １０３６５３５．３２ ２．２２ １０３６５４９．８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６ 机关团体活期存款 ４７０８１．３２ ０．００ ４７０８１．３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７ 社保基金活期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８ 部队活期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９ 住房公积金活期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Ａ 非居民活期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Ｂ 单位定期存款 ７７３１９２．７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２５６８２．７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Ｃ 企业定期存款 ４１２６７９．４４ ０．００ ４１２６７９．４４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Ｄ 机关团体定期存款 ５１３．３１ ０．００ ５１３．３１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Ｅ 社保基金定期存款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Ｆ 部队定期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Ｇ 住房公积金定期存款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Ｈ 非居民定期存款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５２４９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Ｉ 单位通知存款 ７７１１５．０４ ０．００ ７７１１５．０４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Ｊ 企业通知存款 ７７１１５．０４ ０．００ ７７１１５．０４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Ｋ 机关团体通知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Ｍ 社保基金通知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Ｎ 部队通知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Ｐ 住房公积金通知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Ｑ 非居民通知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Ｒ 单位协议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Ｓ 企业协议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Ｔ 机关团体协议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ＧＵ 社保基金协议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３２ 　第六篇　统　　计



（续表）　　

属性 指标号 指 标 名 称 人民币 外　币 本外币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１ 部队协议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２ 住房公积金协议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３ 非居民协议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４ 单位协定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５ 企业协定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６ 机关团体协定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７ 社保基金协定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８ 部队协定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９ 住房公积金协定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Ａ 非居民协定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Ｂ 单位保证金存款 ３３３０．５２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４８２４．５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Ｃ 企业保证金存款 ３３３０．５２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４８２４．５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Ｄ 机关团体保证金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Ｅ 社保基金保证金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Ｆ 部队保证金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Ｇ 住房公积金保证金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Ｈ 非居民保证金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Ｉ 单位结构性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Ｊ 企业结构性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Ｋ 机关团体结构性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Ｍ 社保基金结构性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Ｎ 部队结构性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Ｐ 住房公积金结构性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ＨＱ 非居民结构性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１ 　　２．个人存款 １８７５８９８０．２１ ２１７４．５３ １８７７３１６８．７７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２ 个人活期存款 ４１３１９２４．６０ １０４８．８５ ４１３８７６８．２７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３ 　　其中：非居民 ８５７９．２７ ０．００ ８５７９．２７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４ 个人定期存款 ５０７２０８．４１ １１２５．２６ ５１４５５０．６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５ 　　其中：非居民 １２９４４．７２ ０．００ １２９４４．７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６ 定活两便存款 １４０６．１０ ０．４１ １４０８．７８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７ 　　其中：非居民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８ 个人通知存款 ３１０４．０２ ０．００ ３１０４．０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９ 　　其中：非居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Ａ 个人协议存款 １４１１５３３７．０６ ０．００ １４１１５３３７．０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Ｂ 　　其中：非居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Ｃ 个人协定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Ｄ 　　其中：非居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３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续表）　　

属性 指标号 指 标 名 称 人民币 外　币 本外币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Ｅ 个人保证金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Ｆ 　　其中：非居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Ｇ 个人结构性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Ｈ 　　其中：非居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Ｋ 　　３．财政性存款 １８０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Ｍ 代理财政存款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Ｎ 中央财政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Ｐ 地方财政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Ｑ 财政预算外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Ｒ 其他财政性存款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Ｓ 国库定期存款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Ｔ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定期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Ｕ 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定期存款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Ｖ 　　４．临时性存款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Ｗ 　　应解汇款及临时存款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Ｘ 　　　　其中：境外汇入应解汇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Ｙ 　　汇出汇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ＩＺ 　　汇入汇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１ 　（三）向中央银行借款 １４８９１３．１１ ０．００ １４８９１３．１１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ＪＴ 　一般流动性贷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ＪＵ 　专项政策性贷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Ｊ６ 　支农再贷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７ 　支小再贷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ＪＶ 　金融稳定贷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ＪＷ 　质押融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ＪＸ 　专项贷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ＪＹ 　常备借贷便利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ＪＺ 　中期借贷便利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６ 　再贴现 １４８９１３．１１ ０．００ １４８９１３．１１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Ａ 　（四）同业存放款项 ８７８４６９．８１ ０．００ ８７８４６９．８１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Ｂ 　　１．同业存放活期款项 ８６２４６９．８１ ０．００ ８６２４６９．８１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Ｃ 货币当局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Ｄ 中央银行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Ｅ 国家外汇管理局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Ｗ 　　其中：外汇储备委托贷款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Ｆ 境内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放 １０３８６７．６６ ０．００ １０３８６７．６６

０４２ 　第六篇　统　　计



（续表）　　

属性 指标号 指 标 名 称 人民币 外　币 本外币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Ｇ 境内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放 １６６６９６．９９ ０．００ １６６６９６．９９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Ｈ 境内证券业金融机构存放 １７４４１８．０９ ０．００ １７４４１８．０９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Ｉ 　　其中：境内证券公司存放 ６４０３４．５５ ０．００ ６４０３４．５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Ｊ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 ６４０３４．５５ ０．００ ６４０３４．５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３ 验资专户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Ｋ 自有资金专用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Ｍ 自有资金其他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Ｎ 　　其中：境内期货公司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Ｐ 境内保险业金融机构存放 １０９６９．９２ ０．００ １０９６９．９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Ｑ 境内交易及结算类金融机构存放 ６３３５１．５０ ０．００ ６３３５１．５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Ｒ 　　其中：境内结算公司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Ｓ 清算备付金专用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Ｔ 自有资金专用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Ｕ 验资专户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Ｖ 　　其中：境内期货交易所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Ｗ 境内金融控股公司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Ｘ 　　其中：中央金融控股公司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Ｙ 境内特殊目的载体存放 ３４３１６５．６５ ０．００ ３４３１６５．６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ＫＺ 　　其中：托管封闭式投资基金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１ 　　其中：托管开放式投资基金存款 ４７６０７．７０ ０．００ ４７６０７．７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４ 　　其中：货币市场基金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２ 境内其他金融机构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６ 　　其中：小额贷款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３ 境外同业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４ 境外存款性公司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５ 境外其他金融性公司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Ａ 　　２．同业存放定期款项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Ｂ 货币当局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Ｃ 中央银行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Ｄ 国家外汇管理局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Ｘ 　　其中：外汇储备委托贷款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Ｅ 境内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Ｆ 　　其中：邮政储蓄银行老协议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Ｇ 境内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Ｈ 境内证券业金融机构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Ｉ 　　其中：境内证券公司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续表）　　

属性 指标号 指 标 名 称 人民币 外　币 本外币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Ｊ 境内保险业金融机构存放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Ｋ 境内交易及结算类金融机构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Ｍ 境内金融控股公司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Ｎ 　　其中：境内中央金融控股公司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Ｐ 境内特殊目的载体公司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５ 　　其中：货币市场基金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Ｑ 境内其他金融机构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Ｖ 　　其中：小额贷款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Ｒ 境外同业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Ｓ 境外存款性公司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ＭＴ 境外其他金融性公司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Ｎ１ 　（五）同业拆借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ＮＫ 　（六）联行往来（负债方） ４７９３８３２．２７ １７２９２．８８ ４９０６６６６．５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ＮＭ 系统内资金往来 ４７９３８３２．２７ ６７４１．８０ ４８３７８２１．８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ＮＮ 　　其中：境内二级准备金存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ＮＰ 境内清算备付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ＮＱ 境外系统内资金往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ＮＲ 系统外资金往来 ０．００ １０５５１．０７ ６８８４４．７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ＮＵ 　（七）证券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１ 　（九）应付及暂收款 ５９１５０４．８５ ５６０．８１ ５９５１６４．０７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２ 应付款项 ５９１５０４．７４ ５６０．８１ ５９５１６３．９７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３ 应付工资 ２２０６２．５２ ０．００ ２２０６２．５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４ 应付福利费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５ 应交税金 ６７３６．０８ １８５．７０ ７９４７．７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６ 应付利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７ 应付利息 ５３７３８５．０１ ３７５．１１ ５３９８３２．５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８ 　　其中：应付存款利息 ５３５５５２．７７ ３６７．６１ ５３７９５１．４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９ 预提费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Ａ 应付股利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Ｂ 其他应付款 ２５３２１．１３ ０．００ ２５３２１．１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Ｃ 暂收款项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Ｄ 预收利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Ｅ 其他暂收款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Ｆ 　　其中：代扣缴储蓄利息所得税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Ｋ 　（十）外汇买卖 ２６３０３５．３４ ３７０１５７．５８ ２６７８２７６．５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Ｎ 代客本币兑换 ２６３０２１．３１ ０．００ ２６３０２１．３１

２４２ 　第六篇　统　　计



（续表）　　

属性 指标号 指 标 名 称 人民币 外　币 本外币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Ｐ 自营本币兑换 １４．０３ ０．００ １４．０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Ｑ 代客外币兑换 ０．００ ３７０１５６．４７ ２４１５２３３．９４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Ｒ 自营外币兑换 ０．００ １．１１ ７．２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Ｕ 　（十一）衍生金融工具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Ｖ 远期合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Ｗ 期货合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Ｘ 期权合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ＲＹ 掉期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３ 　（十二）长期借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４ 境内长期借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５ 境外长期借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６ 境外筹资转贷款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７ 境外同业转贷款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８ 转贷外国政府贷款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９ 转贷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Ａ 转贷买方信贷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Ｂ 转贷混合贷款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Ｃ 转贷境外其他筹资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Ｄ 境外其他借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Ｊ 　（十三）长期应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Ｋ 　　其中：应付融资租赁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Ｍ 　（十四）债券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Ｑ 境内发行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Ｒ 　　交易性债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Ｓ 　　其他债券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Ｔ 境外发行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Ｕ 　　交易性债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ＳＶ 　　其他债券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Ｃ 　（十八）存单发行 ７８９７４４．７８ ０．００ ７８９７４４．７８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Ｄ 同业存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１ 　　境内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２ 　　境内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３ 　　境内其他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Ｃ 　　其中：货币市场基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４ 　　境外金融机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Ｅ 大额存单 ７８９７４４．７８ ０．００ ７８９７４４．７８

３４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续表）　　

属性 指标号 指 标 名 称 人民币 外　币 本外币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５ 　　境内个人 ７９７４４．７８ ０．００ ７９７４４．７８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６ 　　境内非金融企业 １５７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５７００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７ 　　境内机关团体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８ 　　境内社保基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９ 　　境内部队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Ａ 　　境内住房公积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Ｍ 境内金融机构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ＷＢ 　　非居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１ 　（十五）其他负债 ４８３８４．７２ ０．００ ４８３８４．７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２ 　　１．其他流动负债 ２１３３６．０５ ０．００ ２１３３６．０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３ 签发定额票据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４ 其他类流动负债 ２１３３６．０５ ０．００ ２１３３６．０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５ 　　其中：汇率损益调整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Ａ 　　２．其他长期负债 ２７０４８．６７ ０．００ ２７０４８．６７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Ｂ 入营运资金 ２７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Ｃ 拨入备付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Ｄ 专项拨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Ｅ 住房周转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Ｆ 银团贷款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Ｇ 递延负债 ４８．６７ ０．００ ４８．６７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Ｉ 其他类长期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Ｊ 人民币买入营运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Ｑ 　（十六）各项准备 ２３０２５７．０９ １５３．６５ ２３１２５９．６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６ 表内资产减值准备 ２２７０３２．４７ １５３．６５ ２２８０３５．０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Ｒ 　　其中：贷款损失准备 ２２６８８５．６１ １５３．６５ ２２７８８８．１８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７ 表外资产减值准备 ３２２４．６３ ０．００ ３２２４．６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１ 　（十七）所有者权益 １０４９３３．９３ ２３０．８６ １０６４４０．２６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２ 　　１．实收资本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３ 　　２．资本公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４ 　　３．盈余公积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５ 　　４．公益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６ 　　５．留存利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７ 　　６．本年利润 １０５６４３．４０ ３５９．９８ １０７９９２．２２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８ 　　７．减：所得税 ３２０３．３３ ０．００ ３２０３．３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９ 　　８．年度损益调整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Ａ 　　９．一般准备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４２ 　第六篇　统　　计



（续表）　　

属性 指标号 指 标 名 称 人民币 外　币 本外币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Ｂ 　　１０．实收资本折算差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８ 　　１１．其他综合收益 ２４９３．８７ －１２９．１２ １６５１．３７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Ｆ 三、调平项（县级专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Ｇ 专项票据置换的不良贷款（农信社专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Ｈ 专项票据置换的其他资产（农信社专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Ｉ 已处置不良资产（农信社专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Ｊ 处置不良资产所回收的现金（农信社专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Ｋ ★零值指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Ｍ 保险公司及养老公司定期存放（２００６年后）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Ｎ 以外汇交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人民币）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Ｐ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县域法人机构专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Ｑ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Ｒ 信用证保证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Ｓ 保函保证金 ５５７．５７ ０．００ ５５７．５７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Ｔ 外汇买卖保证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Ｕ 衍生金融产品保证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Ｖ 银行本票保证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ＴＨ 租赁保证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Ｗ 其他保证金 ２７７２．９５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４２６６．９５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Ｘ 银行承兑汇票余额 ２４６８５．３８ ０．００ ２４６８５．３８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９ 表外理财资金余额 １７７８０７３．２０ ０．００ １７７８０７３．２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Ｙ 表外理财资产余额 １７７８０７３．２０ ０．００ １７７８０７３．２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ＵＺ 　　其中：贷款余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Ａ 信托资金余额（信托公司专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Ｖ１ 信托资产余额（信托公司专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Ｖ２ 　　其中：贷款余额（信托公司专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ＶＲ 个人银行卡下活期存款 ４１２３３４５．３３ １０４８．８５ ４１３０１８９．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ＶＳ 个人两年以上定期存款 １４９３７０．６９ ６８０．８８ １５３８１３．３３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ＶＴ 企业两年以上定期存款 １８４４３１．９９ ０．００ １８４４３１．９９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ＶＵ 机关团体两年以上定期存款 ４６３．３１ ０．００ ４６３．３１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ＶＶ 社保基金两年以上定期存款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ＭＶＷ 部队两年以上定期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Ｄ 金融机构贷款核销额 ３２４１．０８ ０．００ ３２４１．０８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Ｅ 全额核销贷款金额 ３２４１．０８ ０．００ ３２４１．０８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Ｆ 差额核销贷款金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余额 ＡＡ１４１１１２Ｎ０Ｇ 金融机构核销贷款收回额 ２８５１．５６ ０．００ ２８５１．５６

５４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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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３
２．
５
４

２
７
０
６
０．
１
８

　
应
交
税
费

６
０
８
８
９．
５
４

５
７
４
７
０．
５
９

　
１．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
融
资
产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应
付
利
息

２
８
２
５
７
９．
８
６

２
３
２
３
２
９．
３
４

　
２．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
金
融
资
产

２
０
２
３
２．
５
４

２
０
０
６
０．
１
８

　
预
计
负
债

３
２
４
６
８．
６
８

１
３
４
２
８．
７
４

　
３．
以
摊
余
成
本
计
量
的
金
融
资
产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租
赁
负
债

４
５
１
６
６．
０
０

４
９
２
４
１．
０
４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已
发
行
债
务
凭
证

０．
０
０

３
４
４
３
４．
４
３

　
固
定
资
产

２
６
３
５
４
６．
４
０

２
７
３
４
７
６．
４
０

　
联
行
存
放

０．
０
０

１
３
７
８
２
６．
９
７

　
无
形
资
产

５
８
７．
５
５

４
５
９．
１
０

　
其
他
负
债

４
８
９
３
４．
９
７

－
５
７
０
２
８
２．
０
２

　
使
用
权
资
产

４
３
３
８
６．
３
７

４
８
４
２
２．
８
９

负
债
合
计

４
０
４
９
３
２
６
０．
１
０

２
９
６
０
５
０
７
０．
３
８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６
６
５
６
０．
８
１

４
５
０
５
０．
９
６

股
东
权
益

　
存
放
联
行

２
１
６
５
７
９
０
４．
２
７

１
３
８
９
５
４
１
７．
８
６

　
拨
入
营
运
资
金

５
５
２
３
３．
２
９

５
７
０
３
８．
８
１

　
其
他
资
产

２
０
６
３
９
３．
９
２

３
３
４
７
３．
２
０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９
０
６．
３
７

６
６
１．
８
１

　
未
分
配
利
润

９
５
０
８
２．
２
９

１
６
４
０
８
４．
５
１

股
东
权
益
合
计

１
５
１
２
２
１．
９
５

２
２
１
７
８
５．
１
２

资
产
总
计

４
０
６
４
４
４
８
２．
０
５

２
９
８
２
６
８
５
５．
５
１

负
债
和
股
东
权
益
总
计

４
０
６
４
４
４
８
２．
０
５

２
９
８
２
６
８
５
５．
５
１

６４２ 　第六篇　统　　计



书书书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编
号

资
　
　
产

期
　
初
　
数

期
　
末
　
数

编
号

负
债
及
所
有
者
权
益

期
　
初
　
数

期
　
末
　
数

１
资
产
：

　
　

５
负
债
：

１
１
０

　
现
金
及
银
行
存
款

１
８
７
０
３
４
９
１
０．
３
６

１
４
２
６
１
０
９
５
８．
８
３

５
１
０

　
对
公
存
款

１
４
１
３
５
８
４
１
０
６
０
４．
０
９

１
９
２
４
８
２
０
３
５
０
１
３．
０
３

１
２
０

　
贵
金
属

１
０
７
７
６
８
４
７
５
６
０．
２
９

９
３
１
２
２
１
２
１
６
５．
５
４

５
２
０

　
储
蓄
存
款

５
４
９
９
７
１
９
０
０
８
３．
４
７

６
４
０
１
０
２
０
８
１
２
７．
８
１

１
３
０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３
７
３
１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７
３
５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３
０

　
财
政
性
存
款

４
７
６
４
６
９
９．
７
０

３
７
０
６
８
０
５．
２
３

１
４
０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５
６
１
１
７
０
６
２
８．
６
９

４
１
０
２
７
８
６
５
５．
６
０

５
４
０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５
０

　
存
放
联
行
款
项

１
５
９
０
１
９
６
４
３
７
０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７
９
３
７
１
４
６
０
４．
０
４

５
５
０

　
同
业
存
放
款
项

５
９
１
６
６
１
９
５
９
８
４．
８
７

６
１
５
９
２
７
２
５
５
３
５．
９
７

１
６
０

　
拆
出
资
金

６
５
３
３
６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６
０

　
联
行
存
放
款
项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７
０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７
０

　
同
业
拆
入
款
项

２
１
０
２
４
６
１
２
４．
０
５

３
５
０
０
０
９
４
５．
２
１

１
８
０

　
发
放
贷
款
和
垫
款

７
４
６
７
０
８
６
１
６
１
１．
７
３

７
９
７
１
２
３
６
９
８
８
８．
４
６

５
８
０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３
３
７
０
０
８
６
２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９
０

　
贸
易
融
资

１
１
２
１
５
０
７
１
８
０
０．
４
７

６
８
１
６
４
２
９
２
０
７．
０
９

５
９
０

　
应
解
汇
款

８
８
１
１
０
３
１
４．
７
８

１
９
２
２
１
３
２
６
６．
１
９

２
０
０

　
贴
现

４
１
０
３
４
７
１
３
９
５．
０
３

５
４
１
９
５
５
６
３
５
５．
３
７

６
０
０

　
汇
出
汇
款

７
９
４
６
２
２．
５
１

４
６
０
６
７
８．
０
１

２
１
０

　
信
贷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２
８
２
０
６
８
２
３
８
５．
８
７

２
４
２
６
５
６
２
５
１
７．
０
９

６
１
０

　
应
付
利
息

１
９
１
０
７
７
７
４
５
３．
８
０

３
２
８
３
９
０
６
７
０
７．
８
７

２
２
０

　
应
收
利
息

２
８
９
６
８
２
９
５
４．
８
６

２
７
１
８
０
９
２
５
１．
５
４

６
２
０

　
其
他
应
付
款

２
１
０
８
０
２
５
７
８．
２
６

１
５
５
９
６
６
９
０
７．
１
０

２
３
０

　
其
他
应
收
款

６
３
９
６
９
６
３
２．
４
９

５
２
５
６
７
８
８
１．
７
８

６
３
０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４
０

　
重
估
计
损
益
的
交
易
性
资
产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４
０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７
７
１
２
０
３
２
１．
４
２

３
４
４
０
０
１
６
３
２．
６
５

２
５
０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８
３
１
４
０
１
１
７．
７
６

３
５
０
６
７
７
２
６
０．
５
４

６
５
０

　
应
付
债
券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６
０

　
重
估
计
权
益
金
融
资
产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６
０

　
长
期
借
款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７
０

　
摊
余
成
本
计
量
投
资
性
资
产

３
９
３
９
８
０
４
７
８．
２
４

２
２
２
６
６
４
３．
２
７

７
０
０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３
３
３
５
０
５
０
０
２．
４
３

３
３
７
８
８
９
１
１
９．
１
７

２
８
０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１
０

　
应
交
税
费

８
１
５
１
６
３
５
３．
７
２

７
４
５
１
２
３
６
９．
３
５

２
９
０

　
重
估
计
损
益
投
资
性
资
产

５
０
２
１
４
０
１
８．
４
９

６
０
５
６
９
７
８
４．
６
０

７
２
０

　
应
付
股
利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２
０

　
固
定
资
产
原
值

１
７
２
８
３
８
３
６
３
６．
５
６

１
７
２
８
５
１
３
５
９
４．
２
２

７
２
５

　
租
赁
负
债

４
１
４
０
２
８
２
１
８．
６
０

５
４
７
２
８
９
８
０
４．
８
８

３
３
０

　
减
：
累
计
折
旧

７
６
６
３
２
２
４
７
７．
５
５

８
１
２
６
５
３
５
０
６．
４
５

７
３
０

　
预
计
负
债

１
２
２
２
９
３
６
５
２．
７
１

１
６
３
４
０
９
９
８
１．
５
５

３
４
０

　
固
定
资
产
净
值

９
６
２
０
６
１
１
５
９．
０
１

９
１
５
８
６
０
０
８
７．
７
７

７
４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５
０

　
　

７
５
０

　
其
他
负
债

５
８
１
８
１
６
２
６
２．
１
６

３
０
５
０
１
２
４
４
３．
９
９

３
６
０

　
固
定
资
产
清
理

７
０
３
６
５
７．
３
３

５
８
５
８
６
３．
６
５

７
负
债
合
计

２
５
９
８
９
４
５
８
０
９
０
１．
５
７

３
２
３
５
２
８
３
３
９
３
３
８．
０
１

３
７
０

　
在
建
工
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股
东
权
益
：

３
７
２

　
使
用
权
资
产
原
值

５
０
２
０
９
５
１
９
２．
１
０

７
１
４
９
８
１
７
４
８．
７
９

８
１
０

　
股
本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７
４

　
减
：
使
用
权
资
产
累
计
折
旧

８
８
９
１
８
２
３
０．
８
６

１
７
３
４
７
７
０
３
２．
１
０

８
１
５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７
６

　
使
用
权
资
产
净
值

４
１
３
１
７
６
９
６
１．
２
４

５
４
１
５
０
４
７
１
６．
６
９

８
２
０

　
资
本
公
积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８
０

　
无
形
资
产

２
９
１
８
０
６
６
１．
８
０

２
５
２
７
６
８
９
７．
２
０

８
２
５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４
５
４
３
８
３
３
６．
７
７

２
２
６
３
８
０
１
７．
１
４

３
９
０

　
商
誉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３
０

　
盈
余
公
积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长
期
待
摊
费
用

１
４
８
０
５
２
５
１．
６
６

３
４
６
１
８
２
１
４．
１
６

８
４
０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１
０

　
抵
债
资
产

１
３
３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３
３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５
０

　
未
分
配
利
润

１
３
４
９
９
９
３
６
９
１．
０
４

１
２
９
４
７
２
５
９
７
０．
７
１

４
２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６
０

　
其
中
：
本
年
利
润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３
０

　
其
他
资
产

４
５
１
３
９
４
８
１
２．
４
７

２
２
８
４
４
０
４
０
６．
８
２

９
股
东
权
益
合
计

１
３
９
５
４
３
２
０
２
７．
８
１

１
３
１
７
３
６
３
９
８
７．
８
５

４
资
产
总
计

２
６
１
２
９
０
０
１
２
９
２
９．
３
８

３
２
４
８
４
５
７
０
３
３
２
５．
８
６

１
０

负
债
和
股
东
权
益
总
计

２
６
１
２
９
０
０
１
２
９
２
９．
３
８

３
２
４
８
４
５
７
０
３
３
２
５．
８
６

７４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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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夏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资
　
　
　
产

期
末
余
额

期
初
余
额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期
末
余
额

期
初
余
额

资
产
：

负
债
：

　
现
金
及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３
７
６
６
４
１
１
８．
２
５

　
４
０
７
０
９
３
７
９．
３
７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０

　
　
　
　
０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３
４
４
２
３
７
４
０
５．
７
２

３
７
３
６
４
４
３
９
８．
５
１

　
同
业
及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存
放
款
项

４
４
６
１
９
１
３
５
５
３．
１
３

４
４
５
２
１
６
７
２
９
９．
３
５

　
贵
金
属

０
０

　
拆
入
资
金

７
６
７
８
２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４
６
８
３
８
５
９
４
０．
０
０

　
拆
出
资
金

－
０．
０
７

－
０．
０
７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０
０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
融
资
产

０
０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０
０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１
３
９
４
２
７
９．
６
８

０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０
０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０
０

　
吸
收
存
款

７
１
４
５
１
６
９
５
１
７
３．
２
８

７
８
６
８
７
７
４
２
５
７
０．
５
９

　
应
收
利
息

４
３
４
４
４
５
０
４
７．
２
０

４
０
２
０
６
９
３
３
０．
０
４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６
３
５
８
５
４
３
５．
６
４

７
２
０
６
７
７
１
３．
５
２

　
发
放
贷
款
及
垫
款

４
８
４
１
５
２
５
２
７
６
９．
０
８

４
７
９
０
３
８
２
７
２
０
３．
５
９

　
应
交
税
费

５
８
４
９
６
６
２
２．
０
２

５
５
７
１
１
４
２
６．
４
０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
金
融
资
产

６
３
４
４
６
７
３．
６
４

６
３
４
４
６
７
３．
６
４

　
租
赁
负
债

０
０

　
以
摊
余
成
本
计
量
的
金
融
资
产

１
５
４
９
８
７
８
１
７
８
０．
１
７

１
６
４
９
４
７
７
２
０
２
９．
０
７

　
应
付
利
息

１
８
１
９
３
４
５
５
７
４．
３
８

１
７
９
０
４
７
１
３
２
８．
６
６

　
应
收
款
项
类
投
资

０
０

　
预
计
负
债

１
９
０
２
４
３
５
６．
０
５

１
９
５
７
２
８
２
９．
５
３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０
０

　
应
付
债
务
凭
证

０
０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０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０
０

　
固
定
资
产

３
３
４
５
４
０
９
６
９．
７
２

３
３
３
４
８
９
２
３
６．
１
３

　
其
他
负
债

４
８
７
６
９
６
０
１
９．
３
８

４
８
０
５
７
２
２
０
４．
１
７

　
使
用
权
资
产

０
０

　
—

　
无
形
资
产

０
０

　
负
债
合
计

８
６
０
３
９
９
５
９
７
３
３．
８
８

９
５
０
２
６
６
９
１
３
１
２．
２
２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０
０

股
东
权
益
：

　
其
他
资
产

２
２
２
７
５
８
４
１
２
９
７．
７
８

３
０
４
４
３
８
４
９
２
４
０．
５
３

　
股
本

０
０

　
—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０
０

　
—

　
资
本
公
积

０
０

　
—

　
减
：
库
存
股

０
０

　
—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
１
３
６
９
９
５
９
７．
１
６

－
１
５
３
５
８
２
８
９．
１
９

　
—

　
盈
余
公
积

０
０

　
—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０
０

　
—

　
未
分
配
利
润

１
３
２
２
２
４
２
２
０
４．
４
５

９
８
７
３
７
２
４
６
７．
７
８

　
—

　
股
东
权
益
合
计

１
３
０
８
５
４
２
６
０
７．
２
９

９
７
２
０
１
４
１
７
８．
５
９

　
资
产
合
计

８
７
３
４
８
５
０
２
３
４
１．
１
７

９
５
９
９
８
７
０
５
４
９
０．
８
１

　
负
债
与
股
东
权
益
合
计

８
７
３
４
８
５
０
２
３
４
１．
１
７

９
５
９
９
８
７
０
５
４
９
０．
８
１

８４２ 　第六篇　统　　计



书书书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资
　
　
产

期
末
余
额

年
初
余
额

负
债
和
股
东
权
益

期
末
余
额

年
初
余
额

现
金
及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２
２
０
８
６
９
２
６
２．
７
８

２
８
０
６
９
４
７
６
６．
０
６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存
放
同
业
及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款
项

２
１
１
０
５
３
６
０
８．
１
３

１
７
２
８
２
９
３
９
６．
１
９

同
业
及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存
放
款
项

９
６
７
０
４
５
４
７
９
２
７．
０
３

７
８
６
２
８
４
９
７
２
９
５．
０
７

贵
金
属

２
４
５
６
９
９
９
９．
０
２

１
２
９
５
０
３
９
９
８．
８
３

拆
入
资
金

３
６
２
１
５
０
３
５
４
７．
９
２

拆
出
资
金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
融
负
债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１
４
６
０
５
６．
０
０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６
３
８
１
１
６．
０
０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７
８
７
９
０
８
６
９．
７
４

８
５
０
９
６
２
４
６
１．
１
０

应
收
利
息

　
　

吸
收
存
款

３
６
４
９
４
８
６
７
２
６
８
６．
６
０

３
３
６
７
４
３
３
３
７
８
７
１．
６
９

发
放
贷
款
和
垫
款

２
０
５
３
１
５
０
２
８
２
５
８．
５
４

２
０
０
９
２
８
５
２
５
６
３
７．
７
１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１
１
５
７
５
６
３
１
６．
５
８

１
８
１
６
５
８
４
５
７．
４
０

金
融
投
资
：

　
　

应
交
税
费

１
９
６
４
９
１
６
１
５．
８
５

２
１
２
７
９
６
６
０
４．
６
５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投
资

３
１
６
１
５
９
３
８
７
３．
９
８

２
８
８
８
４
５
８
３
６
２．
７
３

应
付
利
息

　
以
摊
余
成
本
计
量
的
投
资

　
　

预
计
负
债

３
２
９
０
８
４
０
７．
７
１

３
５
９
６
９
３
２
０．
３
２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
债
权
投
资

－
３
９
２
３
５
１．
０
４

应
付
债
券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
权
益
工
具
投
资

　
　

租
赁
负
债

５
５
７
３
７
１
４
５
６．
７
７

５
８
４
７
５
８
５
７
３．
９
０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
投
资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其
他
负
债

７
４
９
９
６
１
７
１
２
．０
８

４
３
６
４
６
４
０
３
５
．７
７

固
定
资
产

２
９
５
７
２
０
４
２
９．
４
６

３
１
９
１
２
１
８
６
４．
２
１

负
债
合
计

４
６
３
３
８
５
１
３
９
１
０
８．
３
６

４
２
１
２
９
５
９
４
８
１
６
７．
８
２

无
形
资
产

２
５
１
０
２
８
１．
７
１

３
１
７
３
４
２
４．
５
３

使
用
权
资
产

５
８
７
０
２
１
８
７
８．
０
１

５
８
０
５
０
３
４
４
６．
５
５

股
本

１
２
５
２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５
２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其
他
资
产

２
５
８
９
５
９
７
２
５
２
９
２．
１
２

２
２
２
６
９
８
７
６
５
０
３
８．
４
６

其
中
：
优
先
股

　
　

　
永
续
债

　
　

　
资
本
公
积

　
　

　
减
：
库
存
股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１
７
１
５
７
１
１
０．
４
７

３
６
１
３
６
２
５
８．
８
８

　
　

　
盈
余
公
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
分
配
利
润

４
１
２
３
４
４
２
７
２
０．
９
２

５
４
１
６
５
９
９
１
５
７．
５
３

　
　

　
外
币
报
表
折
算
差
额

　
　

　
股
东
权
益
合
计

５
３
９
３
０
９
９
８
３
１．
３
９

６
７
０
５
２
３
５
４
１
６．
４
１

资
产
总
计

４
６
８
７
７
８
２
３
８
９
３
９．
７
５

４
２
８
０
０
１
１
８
３
５
８
４．
２
３

负
债
和
股
东
权
益
总
计

４
６
８
７
７
８
２
３
８
９
３
９．
７
５

４
２
８
０
０
１
１
８
３
５
８
４．
２
３

９４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万元

项　　目　　名　　称 本　期　余　额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１９１６３．９８

存放同业款项 ８５４８７．４２

贵金属 —

拆出资金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发放贷款及垫款 １６７９０１１９．１８

交易性金额资产 ２０９９２６．２０

债权投资 １３２９０．００

其他债权投资 １５０３６２．２２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２８５．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

投资性房地产 —

固定资产 ４３５９５５．１９

在建工程 ３３７３．７７

无形资产 １２３８．２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３０３８２９３９．０４

　其中：应收利息 ３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４８０９２１４０．１９

向中央银行借款 —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１７３２７８４６．６０

拆入资金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６４７０４．６６

吸收存款 ２８８０４２５７．８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７６８３０．０５

应交税费 １２７７０．２８

预计负债 １０２０６．４３

应付债券 ５３７７７７．９４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８６９７２６．０３

　其中：应付利息 —

负债合计 ４７７０４１１９．８７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

股本 —

资本公积 —

其他综合收益 ３６７６．１４

盈余公积 —

一般风险准备 —

未分配利润 ３８４３４４．１９

减：库存股 —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３８８０２０．３３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４８０９２１４０．１９

０５２ 　第六篇　统　　计



书书书

广
发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资
　
　
　
产

期
初
数

期
末
数

负
债
及
所
有
者
权
益

期
初
数

期
末
数

资
产
：

负
债
：

　
现
金
及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６
６
５
５
７
６
５
３．
７
６

６
４
１
０
４
９
３
２．
８
２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２
０
４
９
０
８
０
２．
１
９

８
３
７
８
２
４
８．
２
６

　
同
业
及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存
放
款
项

１
２
０
５
９
２
０
９
４
１
４．
２
８

２
２
２
６
５
４
３
８
９
３
８．
２
４

　
贵
金
属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拆
入
资
金

２
３
０
５
５
５
９
５
３
２．
８
７

２
６
１
８
６
２
７
３
３
７．
８
１

　
拆
出
资
金

８
３
７
９
３
４
０
１．
１
４

０．
０
０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０．
０
０

２
７
３
１
６
１
５
４．
０
６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１
５
９
４
０
２
８
８
６
０．
３
６

１
０
５
８
５
５
８
６
１
７．
８
２

　
发
放
贷
款
和
垫
款

４
９
０
０
３
７
２
９
３
７
４．
２
５

５
９
０
３
２
２
３
８
２
８
５．
４
７

　
吸
收
存
款

７
２
０
５
０
８
５
４
６
０
４．
６
０

１
１
２
７
２
５
０
７
０
２
３
３．
０
５

　
金
融
投
资
：

８
９
４
４
７
０．
１
８

１
４
６
６
１
６．
５
３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１
０
５
３
７
８
９
２
２．
２
０

１
０
４
０
６
２
０
４
４．
２
３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应
交
税
费

３
３
９
７
８
３
６
０．
６
２

４
２
９
０
３
２
８
１．
２
７

　
　
　
债
权
投
资

８
９
４
４
７
０．
１
８

１
４
６
６
１
６．
５
３

　
预
计
负
债

１
９
９
１
９
５
３
２．
２
４

５
４
５
２
５
４
０
０．
８
３

　
　
　
其
他
债
权
投
资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应
付
债
券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投
资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他
负
债

４
６
０
６
８
３
４
７
８．
７
１

４
８
９
５
４
８
０
２
７．
１
６

　
固
定
资
产

２
１
５
１
５
４
８
６．
３
８

１
８
６
２
４
０
２
０．
７
３

负
债
合
计

８
８
６
２
９
６
１
２
７
０
５．
８
８

１
３
９
３
８
６
０
５
０
０
３
４．
４
７

　
在
建
工
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

　
无
形
资
产

３
１
７
２
５
９
１．
４
５

３
５
０
５
１
０
１．
０
４

　
实
收
资
本
（
或
股
本
）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他
资
产

３
８
５
３
３
７
９
１
０
７
５．
１
４

７
９
８
９
７
１
０
６
３
８
９．
５
８

　
　
其
中
：
优
先
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永
续
债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资
本
公
积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库
存
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８
８
５
１
２
５
３．
２
５

－
１
９
４
６
８
８
５．
０
１

　
　
盈
余
公
积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未
分
配
利
润

－
９
０
４
５
１
９
１
０
４．
６
４

－
３
５
９
９
９
９
５
５
５．
０
３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合
计

－
８
９
５
６
６
７
８
５
１．
３
９

－
３
６
１
９
４
６
４
４
０．
０
４

资
产
总
计

８
７
７
３
３
９
４
４
８
５
４．
４
９

１
３
９
０
２
４
１
０
３
５
９
４．
４
３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总
计

８
７
７
３
３
９
４
４
８
５
４．
４
９

１
３
９
０
２
４
１
０
３
５
９
４．
４
３

１５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书书书

北
京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资
　
　
　
产

期
末
余
额

期
初
余
额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期
末
余
额

期
初
余
额

资
产
：

负
债
：

　
现
金
及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８
９
８
８
６
９
９
５．
４
３

　
　
６
３
８
２
１
１
０
２．
１
９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
—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１
６
６
６
２
３
０
４
４
３．
５
２

１
８
４
８
２
５
３
５
５
６．
３
２

　
同
业
及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存
放
款
项

２
４
６
５
９
０
６
３
６
５
４．
４
０

１
７
６
５
０
５
７
７
５
７
０．
１
１

　
贵
金
属

—
—

　
拆
入
资
金

１
３
６
９
１
１
５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５
７
９
９
５
７
０
０．
０
０

　
拆
出
资
金

１
８
８
５
０
２
９
３
９
８．
４
４

７
１
０
１
４
２
９
４
７．
１
３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
—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
—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１
５
６
４
７
８
２
０．
９
６

３
７
６
２
４
９
１
０．
３
２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１
６
７
１
４
９
３
４．
２
８

—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
—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
—

　
吸
收
存
款

７
９
１
１
４
２
６
２
７
２
２．
３
３

６
３
９
４
９
５
３
８
４
９
８．
０
１

　
应
收
利
息

２
６
５
０
２
５
２
８
８．
４
２

２
８
６
７
５
２
１
７
８．
３
６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
—

　
发
放
贷
款
和
垫
款

８
８
５
２
９
８
２
８
１
８
７．
９
８

９
５
７
７
７
７
２
５
３
２
９．
８
９

　
应
交
税
费

９
０
１
５
９
５
７
４．
４
２

１
１
０
０
９
４
５
５
４．
１
９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
—

　
应
付
利
息

９
４
３
６
２
１
２
８
３．
０
７

１
３
１
９
６
１
５
６
０
２．
９
３

　
持
有
至
到
期
投
资

—
—

　
预
计
负
债

３
０
２
１
０
２
４
０
９．
３
９

５
４
９
１
３
５
２
５
３．
２
９

　
应
收
投
资
款
项

１
１
２
３
８
１
９
４
８
８
２．
３
６

２
９
５
３
８
４
１
１
７
３．
６
１

　
应
付
债
券

—
—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
—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
—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
—

　
其
他
负
债

３
６
２
２
０
２
９
４
１．
０
１

１
１
５
７
８
２
６
８
８
４
１．
１
４

　
固
定
资
产

７
０
２
９
２
２
４
２
４．
６
６

７
４
０
５
１
５
０
２
１．
２
９

负
债
合
计

１
１
９
１
７
８
２
１
０
６
０
５．
５
８

１
０
５
３
５
２
８
５
０
９
２
９．
９
９

　
无
形
资
产

—
—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
—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

—
—

　
其
他
资
产

１
２
９
４
７
６
３
５
４
２
８．
８
８

３
０
４
１
３
０
１
６
３
９．
６
６

　
实
收
资
本
（
或
股
本
）

—
—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
—

　
资
本
公
积

１
１
６
９
４
３
９．
２
５

１
２
８
０
６
０
７
７．
９
１

　
减
：
库
存
股

—
—

　
盈
余
公
积

—
—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
—

　
未
分
配
利
润

－
１
８
３
７
９
１
２
０
６
０．
８
７

５
６
６
９
５
９
４
０．
５
５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合
计

－
１
８
３
６
７
４
２
６
２
１．
６
２

６
９
５
０
２
０
１
８．
４
６

资
产
总
计

１
１
７
３
４
１
４
６
７
９
８
３．
９
７

１
０
５
４
２
２
３
５
２
９
４
８．
４
５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总
计

１
１
７
３
４
１
４
６
７
９
８
３．
９
７

１
０
５
４
２
２
３
５
２
９
４
８．
４
５

２５２ 　第六篇　统　　计



书书书

杭
州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资
　
　
　
产

行
次

期
初
数

期
末
数

负
债
及
所
有
者
权
益

行
次

期
初
数

期
末
数

资
产
：

　
　

　
负
债
：

　
　

　
现
金
及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１
５
０
６
９
７
３
９
３．
９
２

３
８
７
５
７
０
５
４
．４
９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２
１

—
１
９
８
０
４
２
６
９
５
．１
４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２
４
９
３
４
１
２
４
９
７．
１
６

７
３
２
１
０
８
８
２
８
．９
４

　
同
业
和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存
放
款

２
２

１
４
８
９
８
６
９
９
４．
３
６

３
３
０
４
６
４
２
３
８
．８
２

　
贵
金
属

３
—

—
　
拆
入
资
金

２
３

２
５
３
０
６
２
９
０
６
４．
７
４

３
４
５
０
８
８
８
０
８
９
．９
１

　
拆
出
资
金

４
－
１
２
２
４
８．
７
８

－
１
２
２
４
８．
７
８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２
４

—
—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５
１
１
３
６
０
３
１
１．
２
７

—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２
５

１
１
４
０
１
３
３
１．
９
４

—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６
—

—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２
６

—
—

　
发
放
贷
款
和
垫
款

７
２
２
９
８
２
８
８
９
７
３
３．
４
８

２
８
４
４
５
７
５
０
３
５
８
．５
３

　
吸
收
存
款

２
７

４
３
０
４
１
０
６
７
５
３
９．
７
２

４
９
９
８
３
９
２
３
３
５
７
．０
９

　
金
融
投
资
：

８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２
８

２
１
０
１
３
０
８
４．
８
１

２
６
２
９
２
８
２
９
．４
３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９
—

—
　
应
交
税
费

２
９

２
１
１
６
８
８
０
７．
３
８

１
６
１
８
６
０
０
３
．６
６

　
　
债
权
投
资

１
０

—
—

　
预
计
负
债

３
０

２
５
６
１
２
１
２
５．
０
６

２
５
６
１
２
１
２
５．
０
６

　
　
其
他
债
权
投
资

１
１

—
—

　
应
付
债
券

３
１

—
—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投
资

１
２

—
—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３
２

—
—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１
３

—
—

　
其
他
负
债

３
３

１
３
３
６
７
２
４
３
６．
８
４

１
３
２
１
２
７
０
０
３
．９
６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１
４

—
—

负
债
合
计

３
４

４
５
９
３
３
５
５
１
３
８
４．
８
５

５
４
１
６
３
５
３
６
３
４
３
．０
７

　
固
定
资
产

１
５

５
５
８
０
５
６
０．
５
８

４
７
６
５
１
８
３
．８
６

股
东
权
益
：

　
　

　

　
在
建
工
程

１
６

—
—

　
股
本

３
５

—
—

　
无
形
资
产

１
７

—
—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３
６

—
—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１
８

—
—

　
　
其
中
：
优
先
权

３
７

—
—

　
其
他
资
产

１
９

２
２
５
４
９
１
８
１
９
４
９．
１
１

２
５
２
２
４
９
１
６
９
３
８
．１
８

永
续
债

３
８

—
—

　
　

　
　

　
资
本
公
积

３
９

—
—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４
０

５
０
８
０
７
２．
３
１

－
３
６
２
２
４
６
．３
７

　
　

　
　

　
盈
余
公
积

４
１

—
—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４
２

—
—

　
　

　
　

　
未
分
配
利
润

４
３

１
５
９
０
５
０
７
３
９．
５
８

２
８
３
１
１
２
０
１
９
．５
２

　
　

　
　

股
东
权
益
合
计

４
４

１
５
９
５
５
８
８
１
１．
８
９

２
８
２
７
４
９
７
７
３
．１
５

资
产
总
计

２
０

４
６
０
９
３
１
１
０
１
９
６．
７
４

５
４
４
４
６
２
８
６
１
１
６
．２
２

负
债
和
股
东
权
益
总
计

４
５

４
６
０
９
３
１
１
０
１
９
６．
７
４

５
４
４
４
６
２
８
６
１
１
６
．２
２

３５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书书书

渤
海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资
　
　
　
产

行
次

年
初
余
额

期
末
余
额

负
债
和
股
东
权
益

行
次

年
初
余
额

期
末
余
额

资
产
：

负
债
：

　
现
金
及
银
行
存
款

１
１
４
１
１
８
２
３
７．
９
９

１
３
０
０
３
３
９
７．
８
１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６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２
５
３
２
６
９
８
３
３．
５
３

３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同
业
及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存
放
款
项

６
２

７
４
０
１
３
６
７
３．
７
６

７
０
４
１
３
８
１
８．
０
２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３
７
４
３
４
５
１
４
７．
５
０

１
２
４
５
１
４
７
３．
７
１

　
拆
入
资
金

６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存
放
同
业
减
值
准
备

４
２
７
７
７
５．
１
８

０．
０
０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６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净
值

５
７
４
３
１
７
３
７
２．
３
２

１
２
４
５
１
４
７
３．
７
１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６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贵
金
属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６
６

５
９
４
７
２
５
０
０．
０
０

８
１
６
９
７
９
１
６．
６
７

　
拆
出
资
金

７
１
３
５
０
７
２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客
户
存
款

６
７

２
９
１
１
９
５
６
９
２
８
０．
２
８

３
１
２
４
４
７
９
７
７
０
９．
４
０

　
减
：
拆
出
资
金
减
值
准
备

８
１
３
５
２
７
８
５．
２
７

０．
０
０

　
应
解
及
汇
出
款

６
８

２
６
６
２
８
５
２．
５
０

３
９
０
８
９
２
７．
５
０

　
拆
出
资
金
净
值

９
１
３
４
９
３
７
２
２
１
４．
７
３

０．
０
０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６
９

６
４
６
３
５
８
９
２．
５
０

７
８
７
４
３
８
１
８．
１
０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
融
投
资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应
交
税
费

７
０

３
０
０
４
７
６
４
２．
５
５

２
９
９
３
２
４
６
２．
８
０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应
付
利
息

７
１

４
７
８
０
８
１
４
２
０．
１
６

４
８
２
６
６
８
０
０
２．
１
６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１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预
计
负
债

７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１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应
付
债
券

７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净
值

１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７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应
收
利
息

１
５

５
７
０
１
４
２
３
９．
７
６

２
４
３
０
９
５
８
４
０．
８
９

　
其
他
负
债

７
５

２
６
３
０
５
８
１
７
４．
６
６

１
９
２
７
７
９
３
４
９．
１
２

　
发
放
贷
款
和
垫
款

１
６

２
４
２
０
３
２
９
１
４
８
６．
６
５

２
３
３
４
９
７
６
４
８
９
４．
２
３

负
债
合
计

７
６

３
０
０
９
１
５
４
１
４
３
６．
４
１

３
２
１
８
４
９
４
２
０
０
３．
７
７

　
减
：
贷
款
损
失
准
备

１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股
东
权
益
：

　
发
放
贷
款
和
垫
款
净
值

１
８

２
４
２
０
３
２
９
１
４
８
６．
６
５

２
３
３
４
９
７
６
４
８
９
４．
２
３

　
股
本

７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
金
融
投
资

１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７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以
摊
余
成
本
计
量
的
金
融
投
资

２
０

１
１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中
：
永
续
债

７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资
本
公
积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投
资
性
房
产

２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８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固
定
资
产

２
３

５
４
９
８
２
３
５．
８
９

５
６
８
６
９
７
９．
４
１

　
盈
余
公
积

８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无
形
资
产

２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８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２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未
分
配
利
润

８
４

３
４
０
６
１
０
５
５
７．
７
０

０．
０
０

　
其
他
资
产

２
６

３
５
３
５
２
７
０
３
７
３．
２
４

７
７
１
９
７
７
４
２
４
５．
３
８

　
本
年
利
润

８
５

０．
０
０

２
９
８
８
７
１
８
２
７．
６
６

　
股
东
权
益
合
计

８
６

３
４
０
６
１
０
５
５
７．
７
０

２
９
８
８
７
１
８
２
７．
６
６

资
产
总
计

２
７

３
０
４
３
２
１
５
１
９
９
４．
１
１

３
２
４
８
３
８
１
３
８
３
１．
４
３

负
债
和
股
东
权
益
总
计

８
７

３
０
４
３
２
１
５
１
９
９
４．
１
１

３
２
４
８
３
８
１
３
８
３
１．
４
３

４５２ 　第六篇　统　　计



富邦华一银行（台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附　注
年末余额

人民币元

上年年末余额

人民币元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７ 　９８９８１１３７１６．３０ ７５５８９４４５０６．８６

　存放同业款项 ８ ２０７９２１３３５１．８１ ２２１４２５７９４４．８６

　拆出资金 ９ ６６７１４４０２００．００ ９６５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１０ ９９７３６８００．００ ２９６８３７１０．０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１１ ４６１６８４９０８．７２ ５９４３９６２２．１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２ １６９９４３８０００．００ ９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发放贷款和垫款 １３ ４５９４９７６８８８０．４５ ３９７５０６４５５６１．７３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４ ２４４４１０４６１２５．７５ ２００８３９７２１７０．８５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１５ ２１７５３８４６７１４．１０ １３００９９６１３７９．２６

　固定资产 １６ １０８５６９５２４５．７６ １１１５４７５１１５．３８

　无形资产 １７ ９５６９７１８２．６９ ４７３８６４１９．１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８ １９０７３４８９２．８６ ６９０６５５７６．５１

　其他资产 １９ ２１５０２３１７７９．１０ １０７２５４６０７７．０３

资产总计 　 １１６５７６６４７７９７．５４ ９４７６６３７８０８３．６９

负债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２０ ２８４７８９４５６．９５ ２９６５０６０９８６．３６

　拆入资金 ２１ ２７２４０２１７００．００ ３８６６２４８６００．０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１１ １０８０２０９７４１．２３ １４４２９１３４１．８４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２２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４７２７００００．００

　吸收存软 ２３ ９２８７０４８３２８６．８１ ７１０８１６７５４８２．９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４ １２９４７４９９４．００ １３０５２２６４８．００

　应交税费 ２５ ４５３０１０３７．１９ ４６９４３８３１．１９

　应付债券 ２６ １２１０１００８６０３．０３ ６９０６２２９７９９．７８

　其他负债 ２７ ８５５５８６５０２．９８ ７７８７７７７７２．４１

负债总计 １１０２９０８７５３２２．１９ ８８６６７０２０４６２．５４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２８ 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２９ ９３１７６４４６．１０ ９３１７６４４６．１０

　其他综合收益 ３０ （１８０４９６６３８．１１） ６９１０３５２２．５９

　盈余公积 ３１ ４６３６７９３９４．５１ ４２００７７８９３．０２

　一般风险准备 ３２ １５４４０２３９１６．５０ １３２１２８５５６８．４２

　未分配利润 ３３ ２２６５３８９３５６．３５ ２０９５７１４１９１．０２

所有者权益总计 ６２８５７７２４７５．３５ ６０９９３５７６２１．１５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１６５７６６４７７９７．５４ ９４７６６３７８０８３．６９

５５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书书书

上
海
松
江
民
生
村
镇
银
行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资
　
　
产

期
末
余
额

年
初
余
额

负
债
和
股
东
权
益

期
末
余
额

年
初
余
额

现
金
及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２
７
０
９
２
２
５
３
８．
５
６

３
３
０
７
４
２
３
８
４．
４
９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１
３
７
７
６
９
０
８
８．
１
０

６
０
０
５
０
４
１
６．
６
６

存
放
同
业
及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款
项

１
４
３
３
６
５
８
３
０
０．
８
１

２
３
１
６
６
５
３
２
４
５．
７
３

同
业
及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存
放
款
项

　

贵
金
属

　
　

拆
入
资
金

　

拆
出
资
金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
融
负
债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应
收
利
息

　
　

吸
收
存
款

４
２
７
９
０
８
４
４
６
６．
７
６

５
１
４
１
０
０
３
２
９
９．
７
９

发
放
贷
款
和
垫
款

３
０
７
１
２
６
３
３
３
６．
８
０

２
８
３
９
６
５
４
３
６
６．
９
３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４
１
１
２
４
２
２．
９
３

２
８
７
０
１
１
２．
８
８

金
融
投
资
：

　
　

应
交
税
费

５
９
７
５
５
２
１．
０
１

６
０
５
３
８
８
９．
７
８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投
资

　
　

应
付
利
息

以
摊
余
成
本
计
量
的
投
资

　
　

预
计
负
债

３
２
５
４
６．
６
０

４
２
０
０
９．
１
７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
债
权
投
资

　
　

应
付
债
券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
权
益
工
具
投
资

　
　

租
赁
负
债

２
９
２
６
３
３
３
４．
３
６

１
５
３
０
６
６
８
５．
９
３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
投
资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其
他
负
债

１
８
４
９
８
６
８
３．
９
２

１
０
８
８
５
２
０．
９
５

固
定
资
产

１
７
０
１
１
３
８．
８
２

２
０
７
１
９
２
６．
７
７

负
债
合
计

４
４
７
４
７
３
６
０
６
３．
６
８

５
２
２
６
４
１
４
９
３
５．
１
６

无
形
资
产

５
１
７
６
４
０．
０
１

５
４
１
１
４
３．
０
８

　
　

使
用
权
资
产

３
０
０
０
０
６
７
３．
２
６

１
５
９
６
８
８
７
７．
１
６

股
本

１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１
３
５
３
５
１
４
２．
９
４

１
２
９
１
５
３
８
７．
６
４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其
他
资
产

２
２
２
２
６
８
３
３
７．
２
２

２
３
９
９
３
２
５
２
８．
１
９

其
中
：
优
先
股

　

　
　

永
续
债

　

　
　

资
本
公
积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库
存
股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盈
余
公
积

５
１
８
０
５
９
６
５．
５
７

４
５
４
９
０
９
６
９．
０
９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８
２
５
１
２
６
２
６．
１
１

８
１
７
０
６
４
５
６．
９
３

　
　

未
分
配
利
润

２
３
４
８
１
２
４
５
３．
０
６

２
０
４
８
６
７
４
９
８．
８
１

　
　

外
币
报
表
折
算
差
额

　

　
　

股
东
权
益
合
计

５
６
９
１
３
１
０
４
４．
７
４

５
３
２
０
６
４
９
２
４．
８
３

资
产
总
计

５
０
４
３
８
６
７
１
０
８．
４
２

５
７
５
８
４
７
９
８
５
９．
９
９

负
债
和
股
东
权
益
总
计

５
０
４
３
８
６
７
１
０
８．
４
２

５
７
５
８
４
７
９
８
５
９．
９
９

６５２ 　第六篇　统　　计



书书书

上
海
崇
明
沪
农
商
村
镇
银
行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资
　
　
　
产

序
号

年
初
余
额

年
末
余
额

负
债
及
所
有
者
权
益

序
号

年
初
余
额

年
末
余
额

资
产
：

１
负
债
：

４
３

　
现
金
及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２
５
６
５
１
１
７
８
４
４．
８
７

３
９
６
５
２
４
９
６
１．
１
７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４
４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９
８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３
１
１
９
９
５
１
９
８
１
３．
３
３

１
３
９
８
３
０
５
５
５
８．
６
４

　
同
业
及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存
放
款
项

４
５

　
减
：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减
值
准
备

４
　
拆
入
资
金

４
６

　
贵
金
属

５
　
联
行
存
放

４
７

１
７
７
０
０．
０
０

　
拆
出
资
金

６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４
８

　
减
：
拆
出
资
金
减
值
准
备

７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４
９

　
存
放
联
行

８
３
５
３
１
９．
１
８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５
０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９
　
吸
收
存
款

５
１

３
５
８
２
１
８
３
９
４
７．
２
４

３
１
３
０
６
７
０
８
７
６．
６
１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１
０

　
汇
出
汇
款

５
２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１
１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５
３

１
２
１
９
１
２
５
９．
１
０

１
３
５
６
４
２
６
９．
５
６

　
减
：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１
２

　
应
交
税
费

５
４

６
０
２
１
４
１
０．
２
５

４
６
５
０
０
９
０．
９
０

　
应
收
利
息

１
３

６
９
９
６
２
０
５．
１
０

８
２
３
８
１
２
９．
８
９

　
应
付
利
息

５
５

２
３
５
９
６
５
６
８．
１
０

３
２
６
５
４
１
６
６．
７
０

　
其
他
应
收
款

１
４

５
８
９
７
５
４．
０
３

７
５
８
４
８
８．
９
８

　
应
付
股
利

５
６

　
减
：
坏
账
准
备

１
５

－
５
５
７
１
４．
４
０

－
１
４
６
６
０．
４
０

　
其
他
应
付
款

５
７

８
２
６
２
５．
４
０

１
０
０
７
５
６．
４
２

　
发
放
贷
款
及
垫
款

１
６

１
８
０
１
０
７
４
４
７
５．
８
７

１
８
４
９
２
５
７
５
１
４．
３
８

　
递
延
收
益

５
８

　
减
：
贷
款
损
失
准
备

１
７

－
６
１
８
４
０
０
２
２．
２
７

－
５
８
８
４
３
４
１
６．
６
５

　
预
计
负
债

５
９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１
８

　
应
付
债
券

６
０

　
减
：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１
９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６
１

　
持
有
至
到
期
投
资

２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２
１
８
１
４
７．
９
７

　
其
他
负
债

６
２

　
减
：
持
有
至
到
期
投
资
减
值
准
备

２
１

　
负
债
合
计

６
３

３
６
４
４
０
７
５
８
１
０．
０
９

３
３
０
１
５
０
７
８
６
０．
１
９

　
应
收
款
类
投
资

２
２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４

　
减
：
应
收
款
类
投
资
减
值
准
备

２
３

６
５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２
４

６
６

　
减
：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减
值
准
备

２
５

６
７

　
投
资
型
房
地
产

２
６

６
８

　
减
：
投
资
型
房
地
产
减
值
准
备

２
７

６
９

　
固
定
资
产
原
值

２
８

３
０
２
６
９
３
９．
９
３

２
８
２
５
３
１
６．
９
３

７
０

　
减
：
固
定
资
产
累
计
折
旧

２
９

－
１
２
１
３
５
５
１．
９
９

－
１
５
３
３
９
３
３．
３
７

７
１

　
减
：
固
定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３
０

７
２

　
固
定
资
产
净
值

３
１

１
８
１
３
３
８
７．
９
４

１
２
９
１
３
８
３．
５
６

７
３

　
在
建
工
程

３
２

５
７
８
５
７．
１
０

７
４

　
减
：
在
建
工
程
减
值
准
备

３
３

７
５

　
无
形
资
产

３
４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

７
６

　
减
：
无
形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３
５

实
收
资
本
（
或
股
本
）

７
７

１
０
５
２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５
２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长
期
待
摊
费
用

３
６

６
１
３
９
５
９
３．
１
７

４
０
９
３
０
６
２．
１
１

资
本
公
积

７
８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３
７

１
２
５
１
８
５
０
６．
９
２

１
４
７
７
５
０
７
８．
２
６

减
：
库
存
股

７
９

　
待
处
理
抵
债
资
产

３
８

盈
余
公
积

８
０

８
７
５
８
９
１
５
７．
６
１

１
０
７
２
６
１
７
４
１．
９
６

　
减
：
抵
债
资
产
跌
价
准
备

３
９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８
１

４
７
２
０
３
９
８
２．
２
９

５
２
１
５
１
０
９
８．
５
５

　
其
他
资
产

４
０

未
分
配
利
润

８
２

１
５
７
７
８
０
２
１
３．
７
５

１
５
８
４
８
１
４
０
４．
３
１

　
减
：
其
他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４
１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合
计

８
３

３
９
７
８
３
３
３
５
３．
６
５

４
２
３
１
５
４
２
４
４．
８
２

资
产
总
计

４
２

４
０
４
１
９
０
９
１
６
３．
７
４

３
７
２
４
６
６
２
１
０
５．
０
１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总
计

８
４

４
０
４
１
９
０
９
１
６
３．
７
４

３
７
２
４
６
６
２
１
０
５．
０
１

７５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书书书

上
海
奉
贤
浦
发
村
镇
银
行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资
　
　
　
产

行
次

期
初
数

期
末
数

负
债
及
所
有
者
权
益

行
次

期
初
数

期
末
数

现
金

１
８
７
９
８
９
１
６．
４
２

１
５
２
５
５
３
２
９．
２
９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４
５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８
２
３
４
０
０．
０
０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２
９
１
４
８
４
３
４
６
７．
４
５

２
２
６
７
２
８
６
２
５．
７
５

同
业
存
放
款
项

４
６

５
５
５
３
３
４
７
０．
２
１

５
５
９
４
１
０
９
２．
４
３

存
放
同
业

３
１
５
２
２
１
２
３
０
５
２．
０
７

１
８
４
４
０
８
３
０
９
３．
５
２

拆
入
资
金

４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贵
金
属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４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拆
出
资
金

５
２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４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短
期
存
款

５
０

９
０
３
２
２
５
６
８
６．
０
５

６
３
４
７
０
２
８
０
７．
９
３

加
或
减
：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公
允
价
值
调
整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短
期
储
蓄
存
款

５
１

１
３
５
３
７
９
８
４
５．
８
１

１
５
０
１
３
９
０
８
８．
７
０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委
托
资
金

５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存
入
短
期
保
证
金

５
３

１
７
９
１
７
５
７．
１
２

６
８
４
５
８
０．
０
５

应
收
利
息

１
０

１
５
７
６
４
５
４
３．
２
５

２
２
６
１
８
４
９
６．
９
２

长
期
存
款

５
４

１
７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６
８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短
期
贷
款

１
１

５
４
２
３
６
２
６
２
６．
７
１

６
２
６
２
８
８
８
８
５．
７
０

长
期
储
蓄
存
款

５
５

２
１
１
５
６
９
９
０
４
６．
５
８

１
９
８
５
０
４
９
９
９
４．
８
０

贴
现

１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存
入
长
期
保
证
金

５
６

８
８
０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８
８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进
出
口
押
汇

１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应
解
汇
款
及
临
时
存
款

５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中
期
贷
款

１
４

４
３
８
６
１
７
７
１
７．
２
０

５
０
３
８
０
５
４
１
４．
２
３

资
产
托
管
存
款

５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长
期
贷
款

１
５

１
５
５
７
５
９
２
１
５．
５
５

１
９
１
０
９
０
１
５
４．
４
４

应
付
工
资

５
９

１
９
５
２
４
５
９．
３
２

２
３
１
６
３
６
３．
９
７

逾
期
贷
款

１
６

２
２
６
９
５
３
２
８．
７
６

８
８
３
０
２
８
７．
０
１

应
付
福
利
费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贷
款
呆
账
准
备

１
７

－
６
１
２
０
１
９
５
９．
２
９

－
５
１
３
８
７
２
９
９．
０
８

应
交
税
费

６
１

６
８
４
７
６
１．
４
２

４
１
４
５
９
６
１．
５
１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１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应
付
利
息

６
２

１
３
７
７
６
７
５
０
３．
６
８

１
４
７
７
２
１
７
４
４．
６
６

加
或
减
：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公
允
价
值
调
整

１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发
行
长
期
债
券

６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６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持
有
至
到
期
投
资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财
政
性
存
款

６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持
有
至
到
期
投
资
减
值
准
备

２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汇
出
汇
款

６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分
为
贷
款
和
应
收
款
的
金
融
资
产

２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他
应
付
款

６
７

３
３
８
９
４
７．
１
２

４
２
３
８
１
０．
４
２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２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应
付
利
润

６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减
值
准
备

２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预
提
费
用

６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固
定
资
产

２
６

３
９
６
５
０
５
０．
５
７

４
０
４
８
８
０
２．
５
７

其
他
流
动
负
债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累
计
折
旧

２
７

－
３
０
７
３
５
０
５．
２
９

－
３
３
６
７
２
９
１．
１
５

应
付
债
券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固
定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２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他
长
期
负
债

７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固
定
资
产
清
理

２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在
建
工
程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负
债
合
计

７
２

３
５
３
１
５
７
８
４
７
７．
３
１

３
３
６
１
６
３
１
８
４
４．
４
７

减
：
在
建
工
程
减
值
准
备

３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无
形
资
产

３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无
形
资
产
累
计
摊
销

３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实
收
资
本

７
３

１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无
形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３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资
本
公
积

７
４

８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３
５

０．
０
０

１
２
４
１
４
８
２
１．
２
４

盈
余
公
积

７
５

９
０
６
９
６
０
０．
３
５

１
２
７
８
５
４
５
１．
５
７

其
他
应
收
款

３
６

３
１
０
０
２
２
８．
５
４

１
６
２
２
８
６
９．
５
７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７
６

２
２
１
７
１
５
６
８．
１
１

４
４
４
２
２
９
１
７．
７
０

减
：
坏
账
准
备

３
７

－
４
２
４
７
４
５．
０
０

－
１
４
０
１
０
８
３．
０
０

未
分
配
利
润

７
７

４
９
５
６
３
１
１
６．
８
１

２
９
１
５
９
４
４
３．
６
７

其
他
流
动
资
产

３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长
期
待
摊
费
用

３
９

５
０
５
２
８
２
５．
６
４

３
３
６
８
５
５
０．
４
０

所
有
者
权
益
合
计

７
８

３
１
６
８
０
４
２
８
５．
２
７

３
２
２
３
６
７
８
１
２．
９
４

抵
债
资
产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抵
债
资
产
跌
价
准
备

４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他
长
期
资
产

４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减
：
其
他
非
贷
款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４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资
产
合
计

４
４

３
８
４
８
３
８
２
７
６
２．
５
８

３
６
８
３
９
９
９
６
５
７．
４
１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合
计

７
９

３
８
４
８
３
８
２
７
６
２．
５
８

３
６
８
３
９
９
９
６
５
７．
４
１

８５２ 　第六篇　统　　计



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元

　 附　注
年末余额

人民币元

上年年末余额

人民币元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７ １９３０２３５６７５８．２０ ２１８９２６０３６９２．３９

　存放同业款项 ８ １７０６４７８６０５９．５２ １４１０８９７９１２６．３４

　拆出资金 ９ ３２１５６４８８５００．００ ３６２６８１３９２５０．００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１０ ８７３８９６０２６．００ ８３９６１４７１２．０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１１ ９０５１０１０８６１．６８ ３７７１２４４０１５．７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２ ６３９３９５６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７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发放贷款和垫款 １３ ４４７２９０３９９９１．５８ ４８８８５１９９０４６．６８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４ ２５８６６９９７３７５．００ ２２７０７７９７９２６．００

　固定资产 １５ １３３９９５８２５．５７ ８７８９５３６７．４４

　无形资产 １６ ５５７３１９０３７．２６ ５５６２９９４８３．７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７ ４４３２３０５０７．４６ ４６２０７８８５２．２３

　其他资产 １８ １０７１６６２９０４．２７ １２４３５１２８２０．９７

资产总计 １５７６４４７３９８４６．５４ １６３７００５６４２９３．５１

负债

　同业及其他金融

　　机构存放款项 １９ ３５４４１９６１３８．７５ ２８１９４０３３１５．１０

　拆入资金 ２０ ９３３９５８５７９９．９８ ９４０２３３７２４０．０１

　衍生金融负债 １１ ８７４６３９４５３５．５９ ３６３５０９５５９３．６７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２１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吸收存款 ２２ １１２９１９７２１９５４．１６ １２５０８０５４６６０２．６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３ ２１６０９５７９５．８１ ２０３８３３５６３．６９

　应交税费 ２４ ２１７０４３４７３．８１ ８７４６４８８１．７８

　其他负债 ２５ ５３２１４５８９８．１１ ７９７１６３３８０．７２

负债总计 １３５８７５１８３５９６．２１ １４２７６５８４４５７７．６０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２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他综合收益 ２７ （３７４９５７４９．７８） ５０００４６１８．４６

　盈余公积 ２８ １１６０２９１１６９．４０ １０３０９２３８９１．０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２９ ２２６０２７１５６９．５４ ２２６０２７１５６９．５４

　未分配利润 ３０ ８３８６４８９２６１．１７ ７５９３５１９６３６．９１

　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１７６９５５６２５０．３３ ２０９３４７１９７１５．９１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５７６４４７３９８４６．５４ １６３７００５６４２９３．５１

　　本表出自经外部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报。

９５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元

附　注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５ １４５８３０９３７８７．７９ １３８２６７５４６６７．４５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６ １４７６２６４５５３８．８８ １７５１８２５７１４８．９９

　拆出资金 ７ ４０５８９２７５８３３．２７ ３７４７６６４７８９７．５８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８ １３９５４８９５０．００ ５９９９２５７３０．０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９ ４４２６４７２７５０．３３ １５２４８２８０２０．６７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０ ５１５３５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收利息 １１ ７０８８６４３９２．４５ ６９５０８１７５６．０１

　发放贷款和垫款 １２ ４２１２６６０６５０１．５６ ４３８８２２０７０６６．２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３ ３０５０３９９６７２２．００ １５１３６７０７０５５．０２

　固定资产 １４ ５５２４４０８７．３２ ４７８４２３１３．５８

　在建工程 １５ ９１０２１１０１．２０ ３７５７７２２８．０７

　无形资产 １６ ５７５１４７５６．６１ ６７５３４７９３．０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７ ６７９７．３１ —

　其他资产 １８ ４８７６０１９５５．３０ １４５８８６２７５．７２

资产总计 １５３６８５４７３１７４．０２ １３２０５５２４９９５２．３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１９ ３１５９９３８３０８．３５ １９８４７１９２５８．９１

　拆入资金 ２０ ９４４６７９１７７８．３０ １２９５１９２１６６３．０６

　衍生金融负债 ９ ４３８７７６９００４．６４ １４２０４５５３０３．７３

　吸收存款 ２１ １０３５３２０６１５１３．６６ ９２８５９１８４１２０．８９

　存款证 ２２ １１１８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２３ ４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已发行债务证券 ２４ ９９６４２６３９．６２ —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５ １２６８９１０７．３１ １０２３４０５５．７３

　应交税费 ２６ １２０９６２６３９．９４ ４７９１７４１４．０８

　应付利息 ２７ ３１８９９３９４５．６６ ２５６７６４３５３．２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７ — ４２２８６６７７．９４

　其他负债 ２８ ６９９６４０７９３．７８ ３９３１３６９５５．８６

负债合计 　 １３３４５５４８９７３１．２６ １１２６８９６１９８０３．４１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２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他综合收益 ３０ （２３７１４６１０．８１） ５２８５３７９２．２４

　盈余公积 ３１ ８９０９６１９０９．０９ ７９６８６９７３９．４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３２ ２０６９９２２７３３．７９ １７１２６３３５０３．７６

　未分配利润 ７２９２８１３４１０．６９ ６８０３２７３１１３．５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０２２９９８３４４２．７６ １９３６５６３０１４８．９５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５３６８５４７３１７４．０２ １３２０５５２４９９５２．３６

０６２ 　第六篇　统　　计



书书书

正
信
银
行
有
限
公
司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项
　
　
　
目

附
注
七

年
末
余
额

年
初
余
额

项
　
　
目

附
注
七

年
末
余
额

年
初
余
额

资
产
：

负
债
：

　
现
金
及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一
３
９
９
４
３
７
１
４．
９
４

５
３
３
９
５
４
３
５．
８
０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二
３
３
５
４
６
２
４
８
１．
６
０

１
２
０
４
６
３
１
６
３．
１
４

　
同
业
及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存
放
款
项

十
二

１
３
４
８
１
７
２
０．
７
８

２
４
８
６
４
７
０
８．
８
４

　
拆
出
资
金

三
１
９
１
８
３
２
０
６
０．
０
０

４
１
４
３
８
６
２
８．
０
０

　
拆
入
资
金

十
三

３
３
３
４
２
２
３
９
０．
０
０

２
５
８
８
１
７
０
２
０．
０
０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０．
０
０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０．
０
０

　
应
收
利
息

四
９
５
０
７
３
９．
４
６

１
６
２
９
９
６
７．
７
９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十
四

４
８
７
１
４
９
５
５
２．
７
３

２
８
８
５
４
７
６
８
２．
６
９

　
发
放
贷
款
和
垫
款

五
７
０
４
２
１
４
３
９
７．
１
２

９
６
３
３
９
８
７
９
４．
３
３

　
吸
收
存
款

十
五

７
８
１
１
９
５
６
４
３．
２
４

９
９
１
０
２
４
８
２
０．
１
１

　
金
融
投
资
：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十
六

４
６
１
８
５
８
２．
８
２

３
８
４
３
７
２
８．
５
４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应
交
税
费

十
七

２
８
１
９
４
６
７．
６
１

４
２
０
４
０
９
３．
８
３

　
　
　
其
他
债
权
投
资

应
付
利
息

十
八

５
６
３
５
６
３
４．
４
１

９
５
４
８
９
４
１．
５
６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六
４
０
１
４
２
４
８
９．
７
８

１
７
０
７
４
４
６
６
５．
５
１

　
预
计
负
债

０．
０
０

　
持
有
至
到
期
投
资

七
１
３
４
３
５
９
９
２
８
８．
３
５

１
２
９
９
７
６
０
１
８
３．
１
６

应
付
债
券

０．
０
０

　
应
收
款
项
类
投
资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０．
０
０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其
他
负
债

十
九

１
９
１
２
６
９
１．
０
８

４
８
６
７
４
３．
２
７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负
债
合
计

１
６
３
０
２
３
５
６
８
２．
６
７

１
５
８
１
３
３
７
７
３
８．
８
４

　
固
定
资
产

八
５
１
８
９
２
５
０．
１
３

４
３
８
４
７
８
６．
８
０

　
使
用
权
资
产

所
有
者
权
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

　
无
形
资
产

九
２
８
９
７
５
３
５．
９
５

３
３
２
１
４
６
２．
２
３

实
收
资
本

二
十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十
２
６
２
１
８
６
７．
０
３

８
３
０
０
６
０
５．
９
７

　
资
本
公
积

二
十
一

５
２
５
０
０．
０
０

５
２
５
０
０．
０
０

　
其
他
资
产

十
一

９
９
１
９
０
７
８．
４
０

８
０
６
３
７
７
３．
１
２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二
十
二

－
７
６
９
３
２
２
３
１．
１
０

－
５
９
９
７
９
８
３．
２
０

　
　
盈
余
公
积

二
十
三

２
７
４
４
７
５
０
０．
６
２

２
６
９
３
８
９
３
３．
７
４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二
十
四

３
６
１
２
４
１
８
８．
７
６

３
２
５
０
９
５
１
０．
７
４

　
　
未
分
配
利
润

二
十
五

５
９
８
４
５
２
６
１．
８
１

４
０
０
６
０
７
６
５．
７
３

　
所
有
者
权
益
合
计

１
０
４
６
５
３
７
２
２
０．
０
９

１
０
９
３
５
６
３
７
２
７．
０
１

资
产
总
计

２
６
７
６
７
７
２
９
０
２．
７
６

２
６
７
４
９
０
１
４
６
５．
８
５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总
计

２
６
７
６
７
７
２
９
０
２．
７
６

２
６
７
４
９
０
１
４
６
５．
８
５

１６２二、 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科威特国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元

　 美　元 等值人民币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２０８６０００ １３６１０９４１

　存放同业款项 １８３９８７９１ １２００５０２７４

　拆借放同业款项 １４９６０００００ ９７６１２５０４０

　联行往来 １５０５６２９４ ９８２４０８１０

　应收利息 ３７１４０４ ２４２３３７１

　发放贷款及垫款 ６３４９３６７ ４１４２８９８５

　固定资产 ２４６７１ １６０９７７

　无形资产 ２３７６５１ １５５０６５２

　长期待摊费用 ４１５４１ ２７１０５３

　其他资产 １３５０３９ ８８１１１７

资产总计 １９２３００７５９ １２５４７４３２２０

负债：

　拆入资金 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３８３８６００

　联行往来 ３３４３８７３ ２１８１８４３６

　吸收存款 ２７３９８９８１ １７８７７５６１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２９２４ ２１４８２５

　应交税费 ２７０９５ １７６７９２

　应付利息 ４８０９３７ ３１３８０６７

　其他负债 １８０５７４３ １１７８２２９５

负债合计 １４７０８９５５４ ９５９７４４６２８

总行账户：

　拨入营运资金 ４５０９３７９５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他综合收益 — （６１９３２３９）

　未分配利润 １１７４１０ １１９１８３１

总行账户合计 ４５２１１２０５ ２９４９９８５９２

负债及总行账户总计 １９２３００７５９ １２５４７４３２２０

２６２ 　第六篇　统　　计



书书书

三
、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资
产
负
债
统
计

申
能
集
团
财
务
有
限
公
司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资
　
产

行
次

期
初
余
额

期
末
余
额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行
次

期
初
余
额

期
末
余
额

资
产
：

负
债
：

　
现
金
及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１
１
１
６
１
７
０
９
８
２
４．
７
９

１
３
９
３
５
６
４
５
３
１．
４
５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１
８

６
１
７
３
２
１
８
７
３．
４
３

１
０
６
４
２
８
０
３
０
１．
１
７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２
７
７
０
４
１
０
４
３
３
６．
７
９

８
９
３
６
３
２
３
１
６
１．
７
５

　
同
业
及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存
放
款
项

１
９

—
　
　
　

—
　
　
　

　
贵
金
属

３
—
　
　
　

—
　
　
　

　
拆
入
资
金

２
０

—
　
　
　

—
　
　
　

　
拆
出
资
金

４
—
　
　
　

—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２
１

—
　
　
　

—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５
—
　
　
　

—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２
２

—
　
　
　

—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６
—
　
　
　

—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２
３

—
　
　
　

—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７
—
　
　
　

—
　
　
　

　
吸
收
存
款

２
４

１
９
２
４
９
８
７
９
１
１
１．
７
１

２
３
５
９
２
５
９
５
５
８
０．
２
４

　
应
收
利
息

８
３
７
７
１
６
０
８
８．
５
４

２
７
５
４
９
１
５
２．
２
８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２
５

１
４
６
６
２
４
２
２．
４
８

１
４
６
２
０
４
１
３．
９
８

　
发
放
贷
款
及
垫
款

９
１
２
０
１
４
８
１
０
６
３
６．
２
３

１
５
４
７
４
４
４
３
０
２
９．
２
０

　
应
交
税
费

２
６

６
３
１
７
６
９
０
９．
１
５

１
０
８
９
１
１
４
１
８．
７
３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１
０

２
０
２
２
３
８
８
２
７
５．
５
６

２
３
３
８
３
８
２
０
６
５．
８
０

　
应
付
利
息

２
７

８
１
６
１
０
１
３
４．
２
８

１
６
１
１
８
５
９
３
７．
５
６

　
持
有
至
到
期
投
资

１
１

—
　
　
　

—
　
　
　

　
预
计
负
债

２
８

—
　
　
　

—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１
２

６
３
７
２
３
９
４．
７
１

６
２
７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应
付
债
券

２
９

—
　
　
　

—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１
３

—
　
　
　

—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３
０

３
８
７
８
６
６
４
６．
６
９

—
　
　
　

　
固
定
资
产

１
４

２
０
３
３
１
６
６．
７
８

２
０
８
０
４
９
６．
４
２

　
其
他
负
债

３
１

３
６
５
３
５
５
４
３
７．
５
３

７
４
０
６
１
１
６
９．
１
１

　
无
形
资
产

１
５

—
　
　
　

—
　
　
　

负
债
合
计

２
０
４
３
０
７
９
２
５
３
５．
２
７

２
５
０
１
５
６
５
４
８
２
０．
７
９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１
６

—
　
　
　

１
２
４
９
０
５
７
０．
３
２

所
有
者
权
益
：

　
其
他
资
产

１
７

２
１
１
３
５
２
７．
４
４

５
４
８
２
９
４
４
２．
１
９

实
收
资
本

３
２

１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资
本
公
积

３
３

０．
０
４

２
２
７
７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３
４

１
４
７
４
２
６
４
４
９．
３
７

－
１
４
２
５
９
１
２
２．
６
０

　
　
盈
余
公
积

３
５

２
８
３
９
０
２
９
２
６．
６
５

３
３
３
０
７
８
９
７
５．
１
５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３
６

２
３
７
４
３
１
１
６
８．
７
８

３
０
０
１
５
９
６
２
１．
０
６

　
　
未
分
配
利
润

３
７

３
５
１
６
９
５
１
７
０．
７
３

３
８
３
５
５
１
１
５
４．
９
７

　
所
有
者
权
益
合
计

３
８

２
５
２
０
４
５
５
７
１
５．
５
７

３
２
３
０
２
８
０
６
２
８．
６
２

资
产
总
计

９
９

２
２
９
５
１
２
４
８
２
５
０．
８
４

２
８
２
４
５
９
３
５
４
４
９．
４
１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总
计

１
０
０

２
２
９
５
１
２
４
８
２
５
０．
８
４

２
８
２
４
５
９
３
５
４
４
９．
４
１



书书书

中
泰
信
托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资
　
　
产

期
末
余
额

年
初
余
额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期
末
余
额

年
初
余
额

资
产
：

负
债
：

　
现
金

５
１
９
４
２．
２
１

４
１
９
３
５．
８
４

　
拆
入
资
金

　
银
行
存
款

９
４
９
８
０
６
５
４．
２
８

２
９
４
８
８
５
１
０
８．
３
４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其
他
货
币
资
金

３
３
０
０
４
０
７
８．
１
７

５
３
８
８
１
４
３
９．
１
９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拆
出
资
金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１
４
１
０
９
５
８
４
０
１．
８
５

９
１
７
２
３
４
３
４
７．
４
６

　
应
付
手
续
费
及
佣
金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９
１
８
５
５
５
５
６．
３
４

８
１
８
６
７
７
２
８．
８
８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应
交
税
费

２
９
６
２
１
３
６
１．
６
２

１
８
１
５
２
６
８
５．
７
９

　
应
收
手
续
费
及
佣
金

２
８
０
５
１
２．
０
７

　
应
付
利
息

　
应
收
利
息

３
６
７
６
９
２
８．
９
５

８
４
３
６
３
５．
１
９

　
应
付
股
利

４
７
０
６
２
８
１．
７
８

４
７
０
６
２
８
１．
７
８

　
应
收
股
利

２
５
５
４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３
９
０
８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他
应
付
款

７
１
９
７
１
１
６．
８
１

８
５
３
６
１
２
６．
７
４

　
其
他
应
收
款

１
７
５
８
２
４
２
７
１．
６
１

１
３
４
４
３
４
８
９
４．
３
０

　
预
计
负
债

　
其
他
流
动
资
产

６
８
４
８
１
５
４．
９
６

　
递
延
收
益

　
发
放
贷
款
和
垫
款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７
４
９
８
９
８
５
８．
６
７

８
１
４
５
８
８
９
１．
７
３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５
６
４
９
５
２
９
１
３．
５
８

７
８
０
５
２
３
０
７
２．
０
３

　
其
他
负
债

　
持
有
至
到
期
投
资

７
７
６
７
５
７
９
８．
６
２

１
２
６
４
９
３
８
９
１．
５
０

　
负
债
合
计

２
０
８
３
７
０
１
７
５．
２
２

１
９
４
７
２
１
７
１
４．
９
２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２
１
５
６
５
８
２
７
４
８．
８
９

２
０
４
９
３
０
２
５
１
４．
３
０

所
有
者
权
益
：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实
收
资
本

５
１
６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１
６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固
定
资
产

１
３
２
２
６
４
６
０．
１
２

１
２
０
０
９
３
５
０．
４
０

　
资
本
公
积

３
３
６
７
４
０
１
８．
２
５

３
３
６
７
４
０
１
８．
２
５

　
无
形
资
产

６
３
１
９
０
９
６．
２
７

６
６
８
９
６
２
８．
４
５

　
减
：
库
存
股

　
商
誉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１
６
５
１
７
７
６
３
９．
５
２

２
１
１
５
０
２
２
６
９．
１
８

　
长
期
待
摊
费
用

９
０
７
８
５
４
０．
５
６

４
０
９
７
１
５
８．
０
１

　
盈
余
公
积

２
７
５
８
４
１
７
９
５．
８
０

２
７
５
８
４
１
７
９
５．
８
０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１
２
８
８
１
４
８
１
１．
６
０

１
２
０
６
０
１
０
２
５．
７
５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７
６
３
６
８
２
２
１．
２
６

７
０
０
０
０
６
６
８．
０
７

　
其
他
资
产

　
信
托
赔
偿
准
备
金

１
０
３
３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３
３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未
分
配
利
润

３
５
５
１
２
１
４
７
９
６．
６
６

３
３
４
１
５
９
１
２
０
１．
５
７

　
　
外
币
报
表
折
算
差
额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权
益
合
计

４
７
２
２
１
９
６
４
７
１．
４
９

４
５
５
２
５
２
９
９
５
２．
８
７

　
　
少
数
股
东
权
益

　
所
有
者
权
益
合
计

４
７
２
２
１
９
６
４
７
１．
４
９

４
５
５
２
５
２
９
９
５
２．
８
７

资
产
总
计

４
９
３
０
５
６
６
６
４
６．
７
１

４
７
４
７
２
５
１
６
６
７．
７
９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总
计

４
９
３
０
５
６
６
６
４
６．
７
１

４
７
４
７
２
５
１
６
６
７．
７
９

４６２ 　第六篇　统　　计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万元

资产类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类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资产： 负债：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８．６０ 　　　 ９．２６ 　向中央银行借款

　存放同业款项 １４１２７９．９３ ４９９６９．７３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

款项

　贵金属 　拆入资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负债

　应收款项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合同资产 １８６６３．１０ 　吸收存款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２８０９．７４ 　３５４７４．２９

　持有待售资产 　应交税费 ５９８９６．０８ ３９６３３．７２

　发放贷款和垫款 ４２７９５２．４４ １４３７８４．１５ 　应付利息

金融投资： 　合同负债 １６６０３．９８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４０３９５６．５０ ７７３６３２．０４ 　持有待售负债

　债权投资 ２３５１６．３９ ２３６５６．５４ 　预计负债

　其他债权投资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１６０４．５４ 　其中：优先股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９６８．５４ ４１２８．６４ 永续债

　投资性房地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５４．１３ ６３．４８

　固定资产 １１０６．８５ ９４７．１３ 　其他负债 １１８１３０．３４ １９３１５５．１４

　在建工程 负债合计 ２２７５９４．２７ ２６８３２６．６３

　无形资产 ４４１６．８５ ２２９１．０８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商誉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４６０２６８．４６ ４６０２６８．４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７６４．７２ ４２３７．３０ 　其他权益工具

　其他资产 ２７７６３．７４ ８１０８．００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９０９６．９３ ９０９６．９３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６０４．５４

　 　盈余公积 ６６７７９．８３ ５４６７１．９２

　 　一般风险准备 １５８３９．８３ １５１４２．３０

　 　信托赔偿准备金 ６２０８５．６０ ４９９７７．６８

　 　未分配利润 ２１６７３２．７４ １５６４８９．０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３０８０３．３９ ７４４０４１．７８

资产总计 １０５８３９７．６６ １０１２３６８．４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０５８３９７．６６ １０１２３６８．４１

５６２三、 其他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附注编号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１１０１４１２２０３．２４ 　５７８１９９９２０．８９ 八、（一）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３９７２５６２９５５３．８３ ３５５９９０１５７０．４８ 八、（二）

　贵金属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２８４６８５７７３．５４ ２３５５１１１４９．１７ 八、（三）

　衍生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９１５３０７５４５．９０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八、（四）

　应收利息 ２６１１０６８４．９４ ２１４１８４４１．７３ 八、（五）

　发放贷款和垫款 １１６５４８３２９９１．９３ ５７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八、（六）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７１８２２７２５７．９０ ８３１６５８４７１．００ 八、（七）

　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收款项类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２７６２５３１．４３ ３１４９６９７．６６ 八、（八）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８７０８７３．３０ １８８６７９．０７ 八、（九）

　商誉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７５７３３１１．７３ ２４９４４９９９．８２ 八、（十）

　其他资产 ９０３５６９７．３８ １３１５８３３３３．６４ 八、（十一）

资产总计 ５５４８６４４８４２５．１２ １１５０８５５６２６３．４６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拆入资金

　吸收存款 ５２７３９７１４９７１．２３ ８５５２４９７２２８．１１ 八、（十二）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６６２ 　第六篇　统　　计



（续表）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附注编号

　衍生金融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项

　已发行存款证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２３９０．２５ ３５９７０３．５２ 八、（十三）

　应交税费 ５９２５７１４．６１ ２２８６０１９．１３ 八、（十四）

　应付利息 ２１４４３２９６．０５ ３５８８３５０６．１３ 八、（十五）

　应付股利

　预计负债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１４４２２１８．４３ ７９６１３７１．４３ 八、（十）

　其他负债 ２２６３６５７１３．３６ ３９８３６８９３６．７４ 八、（十六）

负债合计 ５３００４９３４３０３．９３ ８９９７３５６７６５．０６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八、（十七）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６３６４０００．００ ６３６４０００．００ 八、（十八）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５４６８１５３．８６ １１４５４７３１．９３ 八、（三十四）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２０１５９４０９１．５０ １９４７９１５４７．４８ 八、（十九）

　一般风险准备 ２１６６４８２３１．８３ １９６８６４９７９．６２ 八、（二十）

　未分配利润 ４１４３９６４４．００ １０１７２４２３９．３７ 八、（二十一）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４８１５１４１２１．１９ ２５１１１９９４９８．４０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５４８６４４８４２５．１２ １１５０８５５６２６３．４６

７６２三、 其他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书书书

上
汽
通
用
汽
车
金
融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资
　
　
　
产

行
次

年
初
数

期
末
数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行
次

年
初
数

期
末
数

资
产
：

负
债
：

　
现
金
及
存
放
中
央
银
行
款
项

１
　
４
６
１
８
６
７
８
７
７．
４
５

　
４
７
０
３
５
７
３
２
１．
０
９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１
８

　
存
放
同
业
款
项

２
４
８
２
１
５
３
１
６
１
７．
４
９

１
３
３
９
２
５
４
８
２
３
４．
６
９

　
同
业
存
放
款
项

１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贵
金
属

３
　

　
　
拆
入
资
金

２
０

４
９
５
７
８
８
０
０
２
４
９．
６
５

６
８
８
０
０
８
６
０
８
６
１．
４
７

　
拆
出
资
金

４
　
交
易
性
金
融
负
债

２
１

　
金
融
投
资
：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５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２
２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６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２
３

　
买
入
返
售
资
产

７
　
吸
收
存
款

２
４

２
８
０
５
３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８
０
５
５
５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发
放
贷
款
及
垫
款

８
１
１
０
０
４
６
４
７
５
６
６
５．
７
１

１
２
４
８
７
７
８
０
３
４
３
７．
８
９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２
５

５
０
７
９
１
６
３
０．
６
９

６
６
２
８
３
５
４
８．
５
９

　
金
融
投
资
：
其
他
债
权
投
资

９
　
应
交
税
费

２
６

５
７
７
８
７
５
２
４
８．
２
９

８
１
５
１
９
２
７
１
３．
２
７

　
金
融
投
资
：
债
权
投
资

１
０

　
预
计
负
债

２
７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１
１

　
应
付
债
券

２
８

２
６
８
２
９
９
３
３
１
２
６．
３
４

２
３
９
８
７
５
２
５
９
１
３．
１
７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１
２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２
９

　
固
定
资
产
净
值

１
３

１
２
２
３
７
３
６
５．
２
２

１
３
７
７
４
４
４
５．
３
７

　
其
他
负
债

３
０

２
３
８
２
１
１
４
６
３
２
０．
３
８

２
８
５
１
０
１
２
７
１
７
９．
４
２

　
无
形
资
产

１
４

２
８
１
６
５
２
２
７．
２
２

３
５
８
７
５
０
３
０．
２
７

负
债
合
计

３
１

１
０
３
６
６
３
９
３
６
５
７
５．
３
５

１
２
４
９
８
５
５
４
３
５
４
９．
２
５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１
５

１
７
０
５
５
７
７
４
５
４．
８
１

１
８
０
６
９
８
９
７
９
９．
０
１

所
有
者
权
益
：

　
其
他
资
产

１
６

４
６
６
９
４
６
２
７
４
１．
６
８

３
７
８
２
１
３
４
４
５
０．
１
７

　
实
收
资
本
（
或
股
本
）

３
２

６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资
本
公
积

３
３

　
　
减
：
库
存
股

３
４

　
盈
余
公
积

３
５

８
７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９
０
１
６
１
７
８
２．
４
９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３
６

１
８
１
０
９
４
５
８
６
９．
９
２

１
８
２
３
９
０
５
２
１
８．
２
８

　
未
分
配
利
润

３
７

８
８
９
５
４
３
５
５
０
４．
３
１

９
８
７
９
８
７
２
１
６
８．
４
７

所
有
者
权
益
合
计

３
８

１
８
０
８
１
３
８
１
３
７
４．
２
３

１
９
３
９
３
９
３
９
１
６
９．
２
４

资
产
总
计

１
７

１
２
１
７
４
５
３
１
７
９
４
９．
５
８

１
４
４
３
７
９
４
８
２
７
１
８．
４
９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总
计

３
９

１
２
１
７
４
５
３
１
７
９
４
９．
５
８

１
４
４
３
７
９
４
８
２
７
１
８．
４
９

８６２ 　第六篇　统　　计



书书书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集
团
财
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资
产
负
债
表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

单
位
：
元

项
　
　
目

行
次

期
末
余
额

期
初
余
额

项
　
　
目

行
次

期
末
余
额

期
初
余
额

流
动
资
产
：

１
流
动
负
债
：

７
２

　
　
货
币
资
金

２
１
１
１
９
２
４
７
２
３
９
７．
３
３

９
０
４
７
６
５
２
６
２
９．
１
７

　
　
短
期
借
款

７
３

　
△
结
算
备
付
金

３
　
△
向
中
央
银
行
借
款

７
４

　
△
拆
出
资
金

４
　
△
拆
入
资
金

７
５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
融
资
产

５
１
３
０
２
５
４
１
９
６
３．
６
２

１
０
９
１
７
３
１
３
７
２．
３
９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
融
负
债

７
６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６
　
　
衍
生
金
融
负
债

７
７

　
　
应
收
票
据

７
　
　
应
付
票
据

７
８

　
　
应
收
账
款

８
　
　
应
付
账
款

７
９

　
　
预
付
款
项

９
４
２
３
０
５
３
８．
３
１

２
０
３
５
３
１
４．
１
６

　
　
预
收
款
项

８
０

　
△
应
收
保
费

１
０

　
△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８
１

　
△
应
收
分
保
账
款

１
１

　
△
吸
收
存
款
及
同
业
存
放

８
２

２
１
９
０
４
４
６
３
４
１
２．
８
２

１
８
９
４
２
７
８
０
７
５
３．
８
７

　
△
应
收
分
保
合
同
准
备
金

１
２

　
△
代
理
买
卖
证
券
款

８
３

　
　
其
他
应
收
款

１
３

５
６
８
５
２
３
９
０．
９
７

５
８
４
４
３
６
０
１．
４
６

　
△
代
理
承
销
证
券
款

８
４

　
　
　
　
其
中
：
应
收
股
利

１
４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８
５

９
５
９
１
６
０
４．
７
１

８
９
３
９
７
８
０．
０
８

　
△
买
入
返
售
金
融
资
产

１
５

２
５
９
５
４
４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３
０
３
０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中
：
应
付
工
资

８
６

９
５
９
１
６
０
４．
７
１

８
９
３
９
７
８
０．
０
８

　
　
存
货

１
６

应
付
福
利
费

８
７

　
　
　
　
其
中
：
原
材
料

１
７

　
＃
其
中
：
职
工
奖

励
及
福
利
基
金

８
８

库
存
商
品
（
产
成
品
）

１
８

　
　
应
交
税
费

８
９

８
６
１
５
０
９
８．
６
７

３
３
２
２
８
７
６
０．
８
０

　
　
持
有
待
售
资
产

１
９

　
　
　
　
其
中
：
应
交
税
金

９
０

８
３
６
０
７
２
１．
５
７

３
２
９
５
５
２
９
８．
５
５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
流
动
资
产

２
０

　
　
其
他
应
付
款

９
１

１
５
８
９
８
７
２
２
２．
８
６

８
８
８
４
２
８
５
４
１．
３
３

　
　
其
他
流
动
资
产

２
１

４
３
０
４
７．
３
０

１
７
３
７
２．
２
０

　
　
　
　
其
中
：
应
付
股
利

９
２

７
４
３
８
５
３
５
８
２．
２
８

流
动
资
产
合
计

２
２

１
５
１
５
１
５
８
３
３
３
７．
５
３

１
１
５
０
２
９
３
０
２
８
９．
３
８

　
△
应
付
手
续
费
及
佣
金

９
３

非
流
动
资
产
：

２
３

　
△
应
付
分
保
账
款

９
４

　
△
发
放
贷
款
和
垫
款

２
４

６
１
１
８
４
１
７
４
２
２．
３
７

８
２
４
４
６
５
４
９
９
０．
０
０

　
　
持
有
待
售
负
债

９
５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２
５

３
３
４
２
７
１
３
３
０
０．
０
０

２
４
７
７
３
６
４
９
３
０．
０
０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
流
动
负
债

９
６

　
　
持
有
至
到
期
投
资

２
６

　
　
其
他
流
动
负
债

９
７

１
３
４
３
７
２
２．
１
４

４
５
９
６
４
４
０．
５
８

　
　
长
期
应
收
款

２
７

流
动
负
债
合
计

９
８

２
２
０
８
３
０
０
１
０
６
１．
２
０

１
９
８
７
７
９
７
４
２
７
６．
６
６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２
８

非
流
动
负
债
：

９
９

　
　
投
资
性
房
地
产

２
９

　
△
保
险
合
同
准
备
金

１
０
０

　
　
固
定
资
产

３
０

４
９
０
５
６
２
２
８．
９
３

５
１
６
９
３
２
６
１．
０
２

　
　
长
期
借
款

１
０
１

　
　
　
　
其
中
：
固
定
资
产
原
价

３
１

９
７
４
２
２
１
０
３．
８
６

９
７
０
１
７
７
９
５．
０
６

　
　
应
付
债
券

１
０
２

累
计
折
旧

３
２

４
８
３
６
５
８
７
４．
９
３

４
５
３
２
４
５
３
４．
０
４

　
　
　
　
其
中
：
优
先
股

１
０
３

固
定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３
３

永
续
债

１
０
４

　
　
在
建
工
程

３
４

　
　
长
期
应
付
款

１
０
５

９６２三、 其他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书书书

（
续
表
）
　
　

项
　
　
目

行
次

期
末
余
额

期
初
余
额

项
　
　
目

行
次

期
末
余
额

期
初
余
额

　
　
生
产
性
生
物
资
产

３
５

　
　
长
期
应
付
职
工
薪
酬

１
０
６

　
　
油
气
资
产

３
６

　
　
预
计
负
债

１
０
７

　
　
无
形
资
产

３
７

１
４
２
７
７
１
４．
６
６

２
０
６
１
７
４
１．
１
４

　
　
递
延
收
益

１
０
８

　
　
开
发
支
出

３
８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１
０
９

１
２
５
３
９
０
１
４．
１
４

１
９
４
２
６
８
７
４．
２
１

　
　
商
誉

３
９

　
　
其
他
非
流
动
负
债

１
１
０

　
　
长
期
待
摊
费
用

４
０

　
　
　
　
其
中
：
特
准
储
备
基
金

１
１
１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４
１

２
３
５
３
２
３
７
４．
７
０

３
１
７
１
０
２
１
１．
５
０

非
流
动
负
债
合
计

１
１
２

１
２
５
３
９
０
１
４．
１
４

１
９
４
２
６
８
７
４．
２
１

　
　
其
他
非
流
动
资
产

４
２

负
债
合
计

１
１
３

２
２
０
９
５
５
４
０
０
７
５．
３
４

１
９
８
９
７
４
０
１
１
５
０．
８
７

　
　
　
　
其
中
：
特
准
储
备
物
资

４
３

所
有
者
权
益
：

１
１
４

非
流
动
资
产
合
计

４
４

９
５
３
５
１
４
７
０
４
０．
６
６

１
０
８
０
７
４
８
５
１
３
３．
６
６

　
　
实
收
资
本

１
１
５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国
家
资
本

１
１
６

４
６

　
　
　
　
国
有
法
人
资
本

１
１
７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７

　
　
　
　
集
体
资
本

１
１
８

４
８

　
　
　
　
民
营
资
本

１
１
９

４
９

　
　
　
　
外
商
资
本

１
２
０

５
０

　
　
＃
减
：
已
归
还
投
资

１
２
１

５
１

　
　
实
收
资
本
净
额

１
２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２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１
２
３

５
３

　
　
　
　
其
中
：
优
先
股

１
２
４

５
４

永
续
债

１
２
５

５
５

　
　
资
本
公
积

１
２
６

３
４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４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６

　
　
减
：
库
存
股

１
２
７

５
７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１
２
８

３
７
０
８
１
４
９．
９
９

１
２
８
７
４
２
７
４．
９
８

５
８

　
　
　
　
其
中
：
外
币
报
表
折
算
差
额

１
２
９

５
９

　
　
专
项
储
备

１
３
０

６
０

　
　
盈
余
公
积

１
３
１

７
０
６
４
７
３
５
３
２．
７
５

６
５
４
３
９
７
６
９
０．
５
７

６
１

　
　
　
　
其
中
：
法
定
公
积
金

１
３
２

３
５
０
８
７
５
９
５
７．
２
３

３
２
４
８
３
８
０
３
６．
１
４

６
２

任
意
公
积
金

１
３
３

３
５
５
５
９
７
５
７
５．
５
２

３
２
９
５
５
９
６
５
４．
４
３

６
３

＃
储
备
基
金

１
３
４

６
４

＃
企
业
发
展
基
金

１
３
５

６
５

＃
利
润
归
还
投
资

１
３
６

６
６

　
△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１
３
７

３
３
５
９
３
８
１
１
０．
４
７

３
０
７
４
４
５
９
８
７．
５
６

６
７

　
　
未
分
配
利
润

１
３
８

１
９
８
０
７
０
５
０
９．
６
４

９
１
２
９
６
３
１
９．
０
６

６
８

１
３
９

６
９

１
４
０

７
０

所
有
者
权
益
合
计

１
４
１

２
５
９
１
１
９
０
３
０
２．
８
５

２
４
１
３
０
１
４
２
７
２．
１
７

资
产
总
计

７
１

２
４
６
８
６
７
３
０
３
７
８．
１
９

２
２
３
１
０
４
１
５
４
２
３．
０
４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总
计

１
４
２

２
４
６
８
６
７
３
０
３
７
８．
１
９

２
２
３
１
０
４
１
５
４
２
３．
０
４

０７２ 　第六篇　统　　计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元

项　　目 年末数 年初数

资产：

　货币资金 １ ２２０４１８５６６８．５７ １５９２９５６５４３．９１

　结算备付金 ２ ６３９８８５８４．８２ ５９９９３５８７．５３

　应收款项 ３ ２４４０４８０２４．５５ ２１５４０２６３８．０２

　存出保证金 ４ ３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金融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５ １２８２４２２５６５．３５ ９１００９０６４４．１８

　固定资产 ６ ２５３１０１５２．５３ ７４４８５４４．０８

　在建工程 ７ ３６８１３９３．２９ ３７２１０８．５７

　无形资产 ８ ３０１２６７６２．８０ １９７３２６１７．７０

　使用权资产 ９ １４５０４８３９７．９４ １８４０２１１３０．１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 １５１２９６６００．１７ ５１５８１８０２．６８

　其他资产 １１ １２８８２７２３９．１２ ８６４８３８３１．４１

资产总计 ４３１７９３５３８９．１４ ３１６０７８３４４８．２５

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２ ９７２２４１０２４．７０ ５４１４２３６８８．２７

　应交税费 １３ ３７６０８７５０５．７５ ８４１４６２５７．７１

　应付款项 １４ ２６７５８５４１１．９９ ２８３２４９９７８．３９

　其他负债 １５ １９８００２５１．０５ ９３３５１４３．０９

　租赁负债 １６ １５７７０５４６８．９８ １８８７９３０１６．４６

负债总计 １７９３４１９６６２．４７ １１０６９４８０８３．９２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１７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盈余公积 １８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１９ ９７９２３４３３８．４５ ７０７８４４７３６．３３

　交易风险准备 ２０ ５３０９１９９２６．９４ ４４９９２７５５８．９０

　未分配利润 ２１ ５６４３６１４６１．２８ ４４６０６３０６９．１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５２４５１５７２６．６７ ２０５３８３５３６４．３３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４３１７９３５３８９．１４ ３１６０７８３４４８．２５

１７２三、 其他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元

项　　　目 附注七

资产：

　货币资金 １ ２１９４５８１７２５．６０

　　其中：客户资金存款 １８９１１２４２３２．６７

　结算备付金 ２ ７９０２７５７９５．６５

　　其中：客户备付金 ４８８８１６５３４．９９

　融出资金 ３ ９０４３２１１７６．４３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４ ４６３２７７５０９．５９

　应收款项 ５ １８６８８１７８．０５

　存出保证金 ６ ２９９１８８１８．６９

　金融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７ ３２３７５９３９６．１３

　固定资产 ８ ５０６９１２０１．１８

　无形资产 ９ １４７８４５８８．４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 ４８０２２８１４．９０

　其他资产 １１ ２５２８００５８．８９

资产总计 ４８６３６０１２６３．５５

负债：

　应付短期融资款 １３ １２１７６９６４９．１９

　拆入资金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代理买卖证券款 １４ ２３８１３２８２６９．１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５ １９４０８３４８．９６

　应交税费 １６ １４６３３４９３．６２

　应付款项 １７ ４９５３５６６．４３

　应付债券 １８ ６１８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他负债 １９ ７６３６８１９０．４６

负债合计 　 ３２３７０６１５１７．８２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２１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盈余公积 ２２ ４２７７１６７２．７１

　一般风险准备 ２３ ８７３０９９７８．１５

　未分配利润 ２４ ９６４５８０９４．８７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６２６５３９７４５．７３

少数股东权益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６２６５３９７４５．７３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４８６３６０１２６３．５５

２７２ 　第六篇　统　　计



四、 保 险 统 计

（一） 资产负债统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资　　　产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２２４．８７ ２８８．１２ 　短期借款 ０　 ０　

　拆出资金 ０ ０ 　拆入资金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 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０ ０

　应收利息 １１．３８ ９．４９ 　预收保费 ８８７．０４ ８４３．１１

　应收保费 １８３．９ １７８．１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４６．５ ３６．４７

　应收代位追偿款 ０ ０ 　应付分保账款 ２．６７ ２．６７

　应收分保账款 ４．４９ ８．１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４４．４３ １６５．０４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５７．５９ ６０．１６ 　应交税费 ５．６２ ４．１６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７２．２５ ６５．４１ 　应付赔付款 ８４５．２９ ８３０．７７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３．６８ ２．８６ 　应付保单红利 １６５３．３４ １５８３．５８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９４．２７ ８８．９４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２８０３０．９２ ２６９８１．８１

　保户质押贷款 ９８３．３８ ８０７．３３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４８２．８６ ４５８．９２

　定期存款 ０ ０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３６２．７２ ３２１．３８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３４３１７．０２ ３０２４０．４７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０ ０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１６４０．５４ １３４８．３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０ ０ 　长期借款 ０ 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０ ０ 　应付债券 ０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０ ０ 　独立账户负债 ０ ０

　固定资产 ２６５．２７ ２８０．４７ 　递延所有税负债 ０ ０

　无形资产 ３６．３ ３７．６ 　其他负债 ４３５．６３ ４６０．３９

　独立账户资产 ０ ０ 　负债合计 ６８８５４．５８ ６３２７７．０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３９３７９．５ ３６６８０．８６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０ ０

　 　 　 　资本公积 ０ ０

　 　 　 　减：库存股 ０ ０

　 　 　 　盈余公积 ０ 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０ ０

　 　 　 　未分配利润 －２７５３７．７ －２４７６９．６１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２７５３７．７ －２４７６９．６１

资产总计： ４１３１６．８８ ３８５０７．４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４１３１６．８８ ３８５０７．４７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资　　　产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０．９８ ２．０５ 　短期借款 ０　 ０　

　拆出资金 ０ ０ 　拆入资金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 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０ ０

　应收利息 ７５．６７ ６２．１８ 　预收保费 １３０３．８１ １１４５．３６

　应收保费 ３２４．２５ ４３７．３３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２２０．４３ ２６６．９３

　应收代位追偿款 ０ ０ 　应付分保账款 ０ ０

　应收分保账款 ０ 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５２．１４ １４４．９２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７．８１ １０．７３ 　应交税费 ４６．９１ ４０．８５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４．３９ ２．９７ 　应付赔付款 ４４８９．８６ ４１４４．１１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９．９４ ７．５０ 　应付保单红利 ５０３５．４５ ４７８９．６２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４２．２８ ２９．４１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２７３８６．１７ ２６１４７．２６

　保户质押贷款 ４４７４．８７ ４０１３．６３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２９．２０ ２９．６６

　定期存款 ０ ０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８．７２ ５．５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１３７２６１．７５ １２６８２９．７８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０ ０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１１６８４．８８ １０５０５．６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０ ０ 　长期借款 ０ 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０ ０ 　应付债券 ０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２８５４．０４ ３０１３．８１ 　独立账户负债 １０６７２．５８ ９９６９．５０

　固定资产 ５０１．９０ ５１７．９５ 　递延所有税负债 ０ ０

　无形资产 ７２．０８ ７０．８９ 　其他负债 ４０１．６０ ２３６．４２

　独立账户资产 ０ ０ 　负债合计 １９８６９３．５０ １８４２５５．５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１３５８８６．６６ １２７２３０．７０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０ ０

　 　 　 　资本公积 ０ ０

　 　 　 　减：库存股 ０ ０

　 　 　 　盈余公积 ０ 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０ ０

　 　 　 　未分配利润 －５４４３８．６３ －４８８５６．３９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５４４３８．６３ －４８８５６．３９

资产总计： １４４２５４．８７ １３５３９９．１３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１４４２５４．８７ １３５３９９．１３

４７２ 　第六篇　统　　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资　　　产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６．７１ １７．００ 　短期借款 ０　 ０　

　拆出资金 ０ ０ 　拆入资金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 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０ ０

　应收利息 ５．４３ ５．６７ 　预收保费 ９５．２２ ７５．３４

　应收保费 ６４．３２ ５７．６８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２３．３９ ２７．００

　应收代位追偿款 ０ ０ 　应付分保账款 ５．７８ ５．５４

　应收分保账款 ６．７９ ９．２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７８．６１ ５３．０８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１．２６ ０．６７ 　应交税费 －５．０８ ０．８８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０．６２ ０．３０ 　应付赔付款 ４３８．１９ ２７１．１７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应付保单红利 ０．０２ ０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２１２５．９３ ２１６２．８６

　保户质押贷款 ２０１．１４ ２４９．１０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８５．７３ ６２．８２

　定期存款 ０ ０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６１．５５ １２６．４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１３３４１．５７ １４８３６．９２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０ ０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１１１６．０６ ９４０．２８

　长期股权投资 ０ ０ 　长期借款 ０ 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０ ０ 　应付债券 ０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５２．６１ ５３．９４ 　独立账户负债 ０ ０

　固定资产 ４４８．２０ ３７６．９１ 　递延所有税负债 ０ ０

　无形资产 ０．３４ ０．１１ 　其他负债 ９８．２４ ７５．６５

　独立账户资产 ０ ０ 　负债合计 １７４６５．２０ １８６３７．９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１５８６４．７８ １６９４５．２３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０ ０

　 　 　 　资本公积 ０ ０

　 　 　 　减：库存股 ０ ０

　 　 　 　盈余公积 ０ 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０ ０

　 　 　 　未分配利润 －８１３．０１ －９２２．１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８１３．０１ －９２２．１４

资产总计： １６６５２．２０ １７７１５．８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１６６５２．２０ １７７１５．８２

５７２四、 保 险 统 计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资　　　产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０．５６ ０．３８ 　短期借款 ０　 ０　

　拆出资金 ０ ０ 　拆入资金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 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０ ０

　应收利息 ４．００ ３．９２ 　预收保费 ２１４．００ ９３．１７

　应收保费 ２６．９８ ２０．２４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３３．０３ ３８．５１

　应收代位追偿款 ０ ０ 　应付分保账款 ６５６．４４ ７２６．７３

　应收分保账款 １．５６ ２４．８１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８．６４ １６．６３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９．１７ ９．２０ 　应交税费 １．５６ ２．４５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３．０５ １．３３ 　应付赔付款 １０１．９３ １１３．６５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３．５９ ３．３６ 　应付保单红利 ２０９．７７ １９７．３３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１６．４４ １２．３０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１２３６．６６ １０９１．４３

　保户质押贷款 ５１８．９７ ４７８．５４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２７．５１ ２０．９０

　定期存款 ０ ０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４．８０ ２．３６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８８９７．８４ ６９４７．７３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０ ０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１０３７．３８ ７８７．３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０ ０ 　长期借款 ０ 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０ ０ 　应付债券 ０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０ ０ 　独立账户负债 ０ ０

　固定资产 ５６．７２ ５９．６５ 　递延所有税负债 ０ ０

　无形资产 ０ ０ 　其他负债 ２．６９ ２．０７

　独立账户资产 ０ ０ 　负债合计 ５６５１．１２ ５２０５．９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２０．４４ ２０．３７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０ ０

　 　　 　 　资本公积 ０ ０

　 　　 　 　减：库存股 ０ ０

　 　　 　 　盈余公积 ０ 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０ ０

　 　　 　 　未分配利润 －４９８９．６３ －４５７１．８３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４９８９．６３ －４５７１．８３

资产总计： ６６１．４９ ６３４．１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６６１．４９ ６３４．１２

６７２ 　第六篇　统　　计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资　　　产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０．０１ ０．０５ 　短期借款 ０　 ０　

　拆出资金 ０ ０ 　拆入资金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 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０ ０

　应收利息 ６．０４ ４．７７ 　预收保费 １００．２０ ３８．０９

　应收保费 １２．６４ １１．７６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１５．５２ ８．６９

　应收代位追偿款 ０ ０ 　应付分保账款 ０ ０

　应收分保账款 ０ 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６．６０ ５．４２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０．３６ ０．１６ 　应交税费 －４．５６ ０．４３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０．１８ ０．７５ 　应付赔付款 １．０７ １．２５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７５ ０．７０ 　应付保单红利 １３８．６１ １２４．９４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２．１１ １．７９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１３１７．２９ １００３．６３

　保户质押贷款 １２５．９０ １１５．３８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３．７７ ４．７５

　定期存款 ０ ０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１．４１ ３．０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３７８７．６２ ３３１０．９７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０ ０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１０２．７６ ７２．８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０ ０ 　长期借款 ０ 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０ ０ 　应付债券 ０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０ ０ 　独立账户负债 １．１５ １．２３

　固定资产 ０．７０ ０．８４ 　递延所有税负债 ０ ０

　无形资产 ０ ０ 　其他负债 ２４８．０９ ２３５．２７

　独立账户资产 １．１５ ０ 　负债合计 ５７１９．５２ ４８１０．５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４１９６．６６ ３５０４．１３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０ ０

　 　　 　 　资本公积 ０ ０

　 　　 　 　减：库存股 ０ ０

　 　　 　 　盈余公积 ０ 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０ ０

　 　　 　 　未分配利润 －１３７３．０２ －１１７０．２３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１３７３．０２ －１１７０．２３

资产总计： ４３４６．５０ ３６４０．３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４３４６．５０ ３６４０．３２

７７２四、 保 险 统 计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资　　　产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２５５．２ １１９．２７ 　短期借款 ０　 ０　

　拆出资金 ０ ０ 　拆入资金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２１９．９４ ８９１．２８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 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６３．８ ２９０．０１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０ ０

　应收利息 １５７．６４ １４６．７３ 　预收保费 ０ ０

　应收保费 １３．６６ １７．８２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４ ７．２

　应收代位追偿款 ０ ０ 　应付分保账款 １０．７７ ８．０７

　应收分保账款 ５．０３ ３．６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１．５２ ２３．７９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０ ０ 　应交税费 ２．９２ ４．５９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０ ０ 　应付赔付款 １８３．１９ １４２．６８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８７．５９ ３０．４４ 　应付保单红利 ２２６．８１ １９４．４５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１１ ０．３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２７．９５ ２５．６３

　保户质押贷款 １０９ ９４．９５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０ ０

　定期存款 ０ ０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０ 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６０５．０８ ３６８８．５５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４４８１．１７ ３８３０．７１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３０９８．９５ ２８３９．８８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５１．３６ ４４．７４

　长期股权投资 ０ ０ 　长期借款 ０ 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２０５ ２０５ 　应付债券 ０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０ ０ 　独立账户负债 １４８７．８８ １０１３．９

　固定资产 ３．２９ ２．５１ 　递延所有税负债 ０ ０

　无形资产 １２４．１５ １０８．１７ 　其他负债 ７７８５．５ ６０４５．２５

　独立账户资产 １４８７．８８ １０１３．９ 　负债合计 １４２９３．０７ １１３４１．０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３７４６．４７ ２６３３．２６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５

　 　　 　 　资本公积 ６９．７９ ７５．２３

　 　　 　 　减：库存股 ０ ０

　 　　 　 　盈余公积 ０ 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０ ０

　 　　 　 　未分配利润 －２０５．０７ －３５５．４８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８８９．７２ ７４４．７５

资产总计： １５１８２．７９ １２０８５．７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１５１８２．７９ １２０８５．７６

８７２ 　第六篇　统　　计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资　　　产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１４１２．３０ ２０６７．０７ 　短期借款 ０　 ０　

　拆出资金 ０ ０ 　拆入资金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 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０８０．３０ １３８９．０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８６７７．５０ １２２６１．８２

　应收利息 １３８４．６４ １２６６．３０ 　预收保费 １３４４．５５ １０３３．６７

　应收保费 １５８１．１２ １３３５．５５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７９３．６６ ８３１．０１

　应收代位追偿款 ０ ０ 　应付分保账款 １２４３．０８ １１７４．９５

　应收分保账款 １１２９．８９ ９７７．８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４４．４５ ２９２．３７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２９．７５ ２５．２４ 　应交税费 １１６．５８ ７０３．１２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８８．３９ ７２．５９ 　应付赔付款 １２５０．７０ １０６３．８５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２０５．５２ １４８．１６ 　应付保单红利 ４１６．３４ ３５４．０６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４８３８．５２ ３０２１．５３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８６６１．４５ ８２５２．２３

　保户质押贷款 ３６０７．３３ ３０１４．１６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１７４５．７２ １３５３．４８

　定期存款 ２２６０．００ ２５３５．８８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３７４．２１ ２６６．９３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０８２４１．２９ ８６７０５．３５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１１３３９７．０５ ９６３８６．４２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５８９３０．６７ ６０１６７．５３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３６３９０．０１ ２６９８４．２６

　长期股权投资 ０ ０ 　长期借款 ０ 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７６５．３９ ７６５．３９ 　应付债券 ０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０ ０ 　独立账户负债 ４１４２．９２ ３１６８．３４

　固定资产 ５６．５０ ４７．４９ 　递延所有税负债 １１３２．５５ ９６７．１４

　无形资产 ５３５．６４ ３６９．９２ 　其他负债 １８４６．５７ ３５２５．０３

　独立账户资产 ４１４２．９２ ３１６８．３４ 　负债合计 １８１９７７．３４ １５８６１８．６９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８４０６．１６ ８２７９．００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３７７７．４０ ３７７７．４０

　 　资本公积 ４５６３．５８ ３９２４．８９

　 　减：库存股 ０ ０

　 　盈余公积 １２１３．７３ １０５８．６６

　 　一般风险准备 ０ ０

　 　未分配利润 ７１６４．２８ ７９７６．７１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１６７１８．９９ １６７３７．６６

资产总计： １９８６９６．３３ １７５３５６．３５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１９８６９６．３３ １７５３５６．３５

９７２四、 保 险 统 计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资　　　产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１．５７ １．７７ 　短期借款 ０　 ０　

　拆出资金 ０ ０ 　拆入资金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 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０ ０

　应收利息 １．２８ ２．８１ 　预收保费 ７１．９５ １３．６５

　应收保费 １３．６５ ５．０６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２１．３４ １２．９６

　应收代位追偿款 ０ ０ 　应付分保账款 ０ ０

　应收分保账款 ０ 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６．６１ １９．３２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０ ０ 　应交税费 ２．１ １．３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０ ０ 　应付赔付款 ７０．８９ ６７．５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应付保单红利 ２２．５５ ２１．６１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２３１．７１ １９１５．７９

　保户质押贷款 ３８．４１ ４１．５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５．４１ ５．８２

　定期存款 ０ ０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１３．１３ １９．１５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１４６２．４４ １０１６．５６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０ ０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６９５．４９ ７５７．２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０ ０ 　长期借款 ０ 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０ ０ 　应付债券 ０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４ 　独立账户负债 ０ ０

　固定资产 ２６５．０８ ２７０．５３ 　递延所有税负债 ０ ０

　无形资产 ０．０５ ０ 　其他负债 ７．７８ ２０．８８

　独立账户资产 ０ ０ 　负债合计 ２６２１．４ ３８７１．８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８９４．６ ３２４．６４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０ ０

　 　　 　 　资本公积 ３０．８５ ３０．８５

　 　　 　 　减：库存股 ０ ０

　 　　 　 　盈余公积 ０ 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０ ０

　 　　 　 　未分配利润 －２１２２．８１ －２１５２．３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２０９１．９６ －２１２１．４９

资产总计： ５２９．４４ １７５０．３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５２９．４４ １７５０．３２

０８２ 　第六篇　统　　计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资　　　产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６３．１４ ３３３．０５ 　短期借款 ０　 ０　

　拆出资金 ０ ０ 　拆入资金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 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０ ０

　应收利息 ０．０１ ０．０１ 　预收保费 ６５５．９１ ８１３．５２

　应收保费 ８１７．８８ ９３８．０５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３１３．４１ ２８１．６９

　应收代位追偿款 ０．７２ ０．５５ 　应付分保账款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３

　应收分保账款 －２０．５１ －２０．０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０１．３６ ３１３．５５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７２８．３３ ７２８．５２ 　应交税费 －２６．９７ －２７．３２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１２６０．８７ １１４８．５４ 　应付赔付款 ７６．５７ ５４．８９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应付保单红利 －０．０３ －０．０３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４５．３３ ４５．４５

　保户质押贷款 ０ ０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４０５８．２３ ３９３６．０６

　定期存款 ０ ０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５２１５．３５ ４０８２．８２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０ ０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０ ０ 　长期借款 ０ 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０ ０ 　应付债券 ０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０ ０ 　独立账户负债 ０ ０

　固定资产 ２４０９．１０ ２０２．３０ 　递延所有税负债 ０ ０

　无形资产 ０．６７ ０．７３ 　其他负债 －５２２７．９４ －５９８１．８４

　独立账户资产 ０ ０ 　负债合计 ５４０１．１７ ３５０８．７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１４０．９６ １７７．０３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０ ０

　 　资本公积 ０ ０

　 　减：库存股 ０ ０

　 　盈余公积 ０ 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０ ０

　 　未分配利润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０ ０

资产总计： ５４０１．１７ ３５０８．７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５４０１．１７ ３５０８．７６

１８２四、 保 险 统 计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资　　　产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７２．１４ １５５．４９ 　短期借款 ０　 ０　

　拆出资金 ０ ０ 　拆入资金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 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０ ０

　应收利息 ０ ０ 　预收保费 １１５０．６１ １２１８．１１

　应收保费 ２６０２．１５ ２２０２．４２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４２５．５８ ３０５．７

　应收代位追偿款 ０ ０ 　应付分保账款 ３００．２５ ２４３．２５

　应收分保账款 ４９８．１８ ５０５．１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５２．１４ －５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６０８．１８ ６０４．７ 　应交税费 ８０．４６ －５２．４９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８８８．７２ ８０８．５８ 　应付赔付款 ０ ０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应付保单红利 ０ ０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１．１３ １．１３

　保户质押贷款 ０ ０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８０７８．０６ ７０５２．９５

　定期存款 ０ ０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８２７２．１８ ７５４０．９５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０ ０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０ ０ 　长期借款 ０ 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０ ０ 　应付债券 ０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０ ０ 　独立账户负债 ０ ０

　固定资产 ３４．１５ ４２．８２ 　递延所有税负债 ０ ０

　无形资产 ０ ０ 　其他负债 ３５０．０６ ９７１．４９

　独立账户资产 ０ ０ 　负债合计 １８８１０．４７ １７２７６．０９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２１９５７．３１ １９３６１．４１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０ ０

　 　　 　 　资本公积 ０ ０

　 　　 　 　减：库存股 ０ ０

　 　　 　 　盈余公积 ０ 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０ ０

　 　　 　 　未分配利润 ７８５０．３６ ６４０４．５２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７８５０．３６ ６４０４．５２

资产总计： ２６６６０．８３ ２３６８０．６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２６６６０．８３ ２３６８０．６１

２８２ 　第六篇　统　　计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资　　　产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７２．１４ １５５．４９ 　短期借款 ０　 ０　

　拆出资金 ０ ０ 　拆入资金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 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０ ０

　应收利息 ０ ０ 　预收保费 １１５０．６１ １２１８．１１

　应收保费 ２６０２．１５ ２２０２．４２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４２５．５８ ３０５．７

　应收代位追偿款 ０ ０ 　应付分保账款 ３００．２５ ２４３．２５

　应收分保账款 ４９８．１８ ５０５．１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５２．１４ －５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６０８．１８ ６０４．７ 　应交税费 ８０．４６ －５２．４９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８８８．７２ ８０８．５８ 　应付赔付款 ０ ０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应付保单红利 ０ ０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１．１３ １．１３

　保户质押贷款 ０ ０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８０７８．０６ ７０５２．９５

　定期存款 ０ ０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８２７２．１８ ７５４０．９５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０ ０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０ ０ 　长期借款 ０ 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０ ０ 　应付债券 ０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０ ０ 　独立账户负债 ０ ０

　固定资产 ３４．１５ ４２．８２ 　递延所有税负债 ０ ０

　无形资产 ０ ０ 　其他负债 ３５０．０６ ９７１．４９

　独立账户资产 ０ ０ 　负债合计 １８８１０．４７ １７２７６．０９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２１９５７．３１ １９３６１．４１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０ ０

　 　　 　 　资本公积 ０ ０

　 　　 　 　减：库存股 ０ ０

　 　　 　 　盈余公积 ０ 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０ ０

　 　　 　 　未分配利润 ７８５０．３６ ６４０４．５２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７８５０．３６ ６４０４．５２

资产总计： ２６６６０．８３ ２３６８０．６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２６６６０．８３ ２３６８０．６１

３８２四、 保 险 统 计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资　　　产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２６６．７８ ２６５．１６ 　短期借款 ０　 ０　

　拆出资金 ０ ０ 　拆入资金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０ ４４０．１６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 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０ ０

　应收利息 ０ ７２．８６ 　预收保费 ０ ０

　应收保费 ２８１．１０ １４７．２９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１５．３６ １８．８６

　应收代位追偿款 ０ ０ 　应付分保账款 ２３３．２１ １６５．８３

　应收分保账款 ２５６．６７ ２５２．９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７３．５３ ６５．７８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１９３．８５ １３２．４０ 　应交税费 ９．６２ １４．５２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２２０．３４ ２４９．７０ 　应付赔付款 ０．５２ １６．９９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应付保单红利 ０ ０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０ ０

　保户质押贷款 ０ ０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５３８．９７ ３５１．３３

　定期存款 ０ ９３５．７０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３７９．９５ ４３０．７９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 １３１．１１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０ ０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０ ０ 　长期借款 ０ 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０ １８２．３７ 　应付债券 ０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０ ０ 　独立账户负债 ０ ０

　固定资产 １０．０２ ５．７１ 　递延所有税负债 ０ ０

　无形资产 １２．４６ １９．８３ 　其他负债 －９０４．３０ ７６７．２１

　独立账户资产 ０ ０ 　负债合计 ３４６．８６ １８３１．３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８．９２ ５７．２３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４３．２０ ３５．６６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５１０．５３ ５１０．５３

　 　 　 　资本公积 ３．９７ ４．６４

　 　 　 　减：库存股 ０ ０

　 　 　 　盈余公积 １１５．７９ ８９．１１

　 　 　 　一般风险准备 １１１．０２ ８４．３４

　 　 　 　未分配利润 ２４５．１７ ４０８．２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９８６．４８ １０９６．８６

资产总计： １３３３．３４ ２９２８．１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１３３３．３４ ２９２８．１７

４８２ 　第六篇　统　　计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资　　　产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２４．５７ １５．６７ 　短期借款 ０　 ０　

　拆出资金 ０ ０ 　拆入资金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 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０ ０

　应收利息 ０ ０ 　预收保费 ２１．６２ ２０．１６

　应收保费 ６．２５ ４８．９２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１．３１ ０．０７

　应收代位追偿款 ０．０４ ３．０４ 　应付分保账款 ０ ０

　应收分保账款 ０ 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０．７４ １５．３５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１２４．８１ １１０．１３ 　应交税费 －５３．５９ －４０．４５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１９２．７９ ２２０．１９ 　应付赔付款 １．８２ ０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应付保单红利 ０ ０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０ ０

　保户质押贷款 ０ ０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１６２０．８０ １７９３．４３

　定期存款 ０ ０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５４５．５４ ６０２．３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 ０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０ ０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０ ０ 　长期借款 ０ 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０ ０ 　应付债券 ０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０ ０ 　独立账户负债 ０ ０

　固定资产 ３．５８ ２．９１ 　递延所有税负债 ０ ０

　无形资产 ０ ０ 　其他负债 －１７９９．５４ －１９８４．４４

　独立账户资产 ０ ０ 　负债合计 ３５８．７１ ４０６．４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６．６７ ５．６０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０ ０

　 　资本公积 ０ ０

　 　减：库存股 ０ ０

　 　盈余公积 ０ 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０ ０

　 　未分配利润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０ ０

资产总计： ３５８．７１ ４０６．４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３５８．７１ ４０６．４６

５８２四、 保 险 统 计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资　　　产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５９８０．０５ ９２６．７２ 　短期借款 ０　 ０　

　拆出资金 ０ ０ 　拆入资金 ０ 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５３１８．３４ ５７１４．６７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 ０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９３ １６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４０９３．８２ ４０４９．７２

　应收利息 ３０３．６２ ３０２．８６ 　预收保费 １２６．７１ １０１．１３

　应收保费 ４４７７．９１ ３５３２．１６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５８１．３４ １５８．８５

　应收代位追偿款 ０ ０ 　应付分保账款 ４５２．１６ ２１８．０６

　应收分保账款 ３１９．５３ ２３８．０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７３．５３ ２０３．７２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１８８．２６ １１１．８３ 　应交税费 １６８．０８ ７３．４２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１５８．０９ １６３．２９ 　应付赔付款 ６９．７ １１５．９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应付保单红利 ０ ０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０ ０

　保户质押贷款 ０ ０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５４１５．７２ ５３６８．６８

　定期存款 ０ ０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３１２８．５ ２１７４．０２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４６６０．８５ １２１７５．１３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５７４．４５ ０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６６３．９５ ２７５３．６５ 　长期借款 ０ 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２９４．３４ ２９４．３４ 　应付债券 ６４８７．１７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０ ０ 　独立账户负债 ０ ０

　固定资产 １８．５７ ２４．５４ 　递延所有税负债 ０ ０

　无形资产 ２６２．３４ ２９３．７４ 　其他负债 １８３４．１２ １５１４．０１

　独立账户资产 ０ ０ 　负债合计 ２２５３０．８５ １３９７７．５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 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３４３６．６４ ３１７５．９１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１４６９．８１ １４６９．８１

　 　 　 　资本公积 １６８９７．８６ １６５６１．２４

　 　 　 　减：库存股 ０ ０

　 　 　 　盈余公积 ０ ０

　 　 　 　一般风险准备 ０ ０

　 　 　 　未分配利润 －１１４８．５８ －２１４１．６９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１７２１９．０９ １５８８９．３６

资产总计： ３９７４９．９４ 　２９８６６．８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３９７４９．９４ ２９８６６．８７

６８２ 　第六篇　统　　计



（二） 损 益 统 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损益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一、营业收入 ６３４１．９２ ５８４４．５８

　已赚保费 ６２３２．６１ ５７４０．２９

　　保险业务收入 ６４７７．２１ ５９８５．４９

　　　其中：分保费收入 ０ ０

　　减：分出保费 ２１８．０９ ２１３．６５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２６．５１ ３１．５５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４４．１８ ３６．９２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０ 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其他业务收入 ６５．１３ ６７．３７

二、营业支出 ９１０８．９９ ７９４９．５５

　退保金 ３８４．９６ ４８７．９２

　赔付支出 １５８０．５２ ２２７５．６５

　　减：摊回赔付支出 １８４．７８ ２１４．１９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４３９９．２７ ２７５８．３４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１３．００ ２５．３１

　保单红利支出 １１３２．８０ ８１９．４５

　分保费用 ０ 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８．１７ ７．３２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６１９．５１ ５５３．２９

　业务及管理费 ６５４．８３ ７４９．９４

　　减：摊回分保费用 ２２．５１ ０．１３

　其他业务成本 ５５６．２２ ５３７．２７

　资产减值损失 ０ ０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２７６７．０７ －２１０４．９７

　加：营业外收入 ０．２４ ０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２６ １．９０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２７６８．０９ －２１０６．８７

　减：所得税费用 ０ ０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２７６８．０９ －２１０６．８７

六、每股收益 ０ ０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 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 ０

７８２四、 保 险 统 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一、营业收入 １７６２７．９９ １７０７２．４８

　已赚保费 １６４９１．３４ １５９９２．１８

　　保险业务收入 １６６１５．８９ １６１１６．０７

　　　其中：分保费收入 ０ ０

　　减：分出保费 １２２．０９ １３６．００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２．４６ －１２．１１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０ 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６．１９ １．６５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１４２．８４ １０７８．６５

二、营业支出 ２３２１８．８１ ２４６７７．７０

　退保金 １７０７．１６ １５０９．９２

　赔付支出 ３８８５．３８ ４３６８．８７

　　减：摊回赔付支出 ８８．１０ ８５．６７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１１６１４．４５ １２４０９．１７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１６．７４ －２．５７

　保单红利支出 ９７０．４２ １０２５．４４

　分保费用 ０ 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８１．７０ ８０．４６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０ ０

　业务及管理费 ９７１．３４ １１５９．２６

　　减：摊回分保费用 ２２．８６ ２８．７１

　其他业务成本 ４１１６．０６ ４２３６．４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０ ０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５５９０．８２ －７６０５．２２

　加：营业外收入 ９．２５ ３．２３

　减：营业外支出 ０．６７ ０．２７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５５８２．２４ －７６０２．２６

　减：所得税费用 ０ ０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５５８２．２４ －７６０２．２６

六、每股收益 ０ ０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 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 ０

８８２ 　第六篇　统　　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一、营业收入 ２０５９．９４ １８２４．４５

　已赚保费 ２０１７．０５ １７６２．３８

　　保险业务收入 ２０６６．４６ １７４９．１７

　　　其中：分保费收入 ０ ０

　　减：分出保费 ２７．１０ ２４．４１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２２．３２ －３７．６２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１０．７１ １２．４９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０ 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其他业务收入 ３２．１７ ４９．５９

二、营业支出 ２８７３．９０ ２７３３．０１

　退保金 ３６２．１６ ５１０．５２

　赔付支出 ３４３８．２４ ３３６０．９２

　　减：摊回赔付支出 １７．９９ １７．３８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１３８４．４４ －１５７６．１１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０．３２ ０．２１

　保单红利支出 ５．７３ ０．１９

　分保费用 ０ 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７．５４ １９．６０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１２３．７６ １１３．７９

　业务及管理费 ２５２．８２ ２３３．１８

　　减：摊回分保费用 ５．３０ ７．７５

　其他业务成本 ８１．７１ ９６．２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０ ０．０６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８１３．９６ －９０８．５６

　加：营业外收入 ３．２０ ２．３７

　减：营业外支出 ２．８２ ３．９３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８１３．５９ －９１０．１２

　减：所得税费用 －０．５８ １２．０１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８１３．０１ －９２２．１４

六、每股收益 ０ ０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 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 ０

９８２四、 保 险 统 计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一、营业收入 ３００５．５３ ２４１８．３８

　已赚保费 ２９３０．４１ ２３８４．６３

　　保险业务收入 ２９８４．６４ ２４２９．６４

　　　其中：分保费收入 １１６８．３０ ７３０．６６

　　减：分出保费 ４７．６０ ４２．１３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６．６３ ２．８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０ 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２７．８１ －１２．９６

　其他业务收入 ４７．３１ ４６．７１

二、营业支出 ３４２７．５３ ２９４８．６８

　退保金 １６１．１９ １６４．３０

　赔付支出 ５０５．５４ ２０９．４４

　　减：摊回赔付支出 ３５．７２ ２２．８９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２１０６．４５ １７９０．１５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６．０８ ２．９１

　保单红利支出 １２３．６９ １０９．８４

　分保费用 ３８．６７ ４７．４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０．５２ ０．４５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２０６．９７ ２５８．５４

　业务及管理费 ２４４．３２ ３０９．４４

　　减：摊回分保费用 ７．７６ ３．８４

　其他业务成本 ８９．７４ ８８．６８

　资产减值损失 ０ ０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４２２．００ －５３０．３０

　加：营业外收入 １１．１６ ０．１３

　减：营业外支出 ０．３３ ０．１１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４１１．１７ －５３０．２８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２．３０ ９．８４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４２３．４８ －５４０．１２

六、每股收益 ０ ０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 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 ０

０９２ 　第六篇　统　　计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一、营业收入 ７０５．００ ７１０．７２

　已赚保费 ６９６．５５ ７０３．６４

　　保险业务收入 ７００．１７ ７１２．２０

　　　其中：分保费收入 ０ ０

　　减：分出保费 ４．８１ ８．８６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１．１９ －０．２９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０ 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其他业务收入 ８．４５ ７．０８

二、营业支出 ９０８．０４ ８６２．２１

　退保金 ６５．８１ ５４．９３

　赔付支出 １０４．５９ １２２．７５

　　减：摊回赔付支出 ４．１７ ７９．０５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５０４．９４ ４７０．０４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０．２０ －６６．０５

　保单红利支出 ３６．５０ ３４．９６

　分保费用 ０ 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０．０７ ０．０８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８０．１０ ７９．８２

　业务及管理费 ５１．１２ ６１．６６

　　减：摊回分保费用 ０．７２ ０．６３

　其他业务成本 ６９．６０ ５１．７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０．０１ －０．１６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２０３．０３ －１５１．４９

　加：营业外收入 ０．２９ ０．９５

　减：营业外支出 ０．０４ ０．０６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２０２．７９ －１５０．６０

　减：所得税费用 ０ －０．１６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２０２．７９ －１５０．４４

六、每股收益 ０ ０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 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 ０

１９２四、 保 险 统 计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损益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一、营业收入 １２９７．３１ １２３０．６６

　已赚保费 ７３９．１６ ７８１．８

　　保险业务收入 ８００．７７ ８１８．５１

　　　其中：分保费收入 ０ ０

　　减：分出保费 ６１．６１ ３６．７３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０ －０．０２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４０６．３３ ３６５．３６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０ 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１０４．９７ ６１．２１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１４．２４ －４．７８

　其他业务收入 ３２．６１ ２７．０７

二、营业支出 １１４４．９２ １１２７．７９

　退保金 ６７．４７ ３３．８１

　赔付支出 ７２．０６ ６２．３３

　　减：摊回赔付支出 １．９８ １．１６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６５７．０８ ７００．９２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５６．９６ ３０．４４

　保单红利支出 ５３．１５ ４６．７１

　分保费用 ０ 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１１ ０．９３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３４．０７ ３７．５８

　业务及管理费 ３１１．６８ ２６３．７６

　　减：摊回分保费用 ７．６７ ６．５４

　其他业务成本 １４．９１ １３．１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０ ６．７５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１５２．３９ １０２．８７

　加：营业外收入 １．４１ ０．０１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５８ ０．２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１５２．２２ １０２．６８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８１ －３．４２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１５０．４１ １０６．１

六、每股收益 ０ ０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 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 ０

２９２ 　第六篇　统　　计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一、营业收入 ４７０３６．９０ ３９２８２．９４

　已赚保费 ３７７７１．９７ ３２６５０．７５

　　保险业务收入 ３９７９７．６０ ３４１３３．９３

　　　其中：分保费收入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减：分出保费 －１６３７．９１ －１２２９．３２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３８７．７２ －２５３．８５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８８８５．４２ ６２７４．６６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０ 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４．３０ －３．０８

　其他业务收入 ３８３．８２ ３６０．６０

二、营业支出 －３８７６７．２０ －３０３４１．１５

　退保金 －８９４．３１ －７４８．３６

　赔付支出 －５８１５．４０ －４６４２．１２

　　减：摊回赔付支出 １１４４．２６ ８６１．７８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２４６２８．３６ －１６８７４．８４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１８９０．１５ １６５０．８９

　保单红利支出 －２８５．９７ －２２２．３９

　分保费用 ０ 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９．３０ ３．６５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５８８３．１６ －６０８５．３７

　业务及管理费 －３９６１．４１ －３６８０．９５

　　减：摊回分保费用 １６９．８８ １５３．７５

　其他业务成本 －４２１．９７ －６２３．４８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１．５９ －１３３．７２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８２６９．７０ ８９４１．７９

　加：营业外收入 ２５．３９ ６８．６３

　减：营业外支出 －２７．５８ －５５．０５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８２６７．５１ ８９５５．３７

　减：所得税费用 －９４８．１６ －７８６．８１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７３１９．３５ ８１６８．５６

六、每股收益 ０ ０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 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 ０

３９２四、 保 险 统 计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一、营业收入 ８２０．７７ ５６４．５９

　已赚保费 ７８４．１９ ５６０．８３

　　保险业务收入 ７８３．７８ ５５５．３６

　　　其中：分保费收入 ０ ０

　　减：分出保费 ０ ０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０．４１ －５．４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１．７９ ２．６５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０ 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１．１３ －８．６１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其他业务收入 ３５．９２ ９．７２

二、营业支出 ７８７．５９ ８９４．８３

　退保金 １００．１９ ４５０．９７

　赔付支出 １９８．５２ ２７０．２９

　　减：摊回赔付支出 ０ ０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３７７．７１ －２２２．４４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０ ０

　保单红利支出 １２．４９ ７．９７

　分保费用 ０ 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０．７１ ０．１３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１５２．４８ ８６．３１

　业务及管理费 ５２．２９ ４７．７９

　　减：摊回分保费用 ０ ０

　其他业务成本 －１１６．８１ ２５３．８１

　资产减值损失 ０．０１ ０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３３．１８ －３３０．２４

　加：营业外收入 ０．３３ ０．０１

　减：营业外支出 ０ ０．１１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３３．５１ －３３０．３４

　减：所得税费用 ０ ０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３３．５１ －３３０．３４

六、每股收益 ０ ０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 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 ０

４９２ 　第六篇　统　　计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一、营业收入 ６９２７．１１ ７３７０．８１

　已赚保费 ６９２２．９９ ７３５２．３４

　　保险业务收入 ８９９９．９１ ９７７６．６４

　　　其中：分保费收入 ０ －０．００

　　减：分出保费 １９５４．４６ ２１００．２１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１２２．４５ ３２４．０８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１．８２ －０．８０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０ 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５．４２ －４．３６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１２．３４ ０．６２

　其他业务收入 ２３．７０ ２３．０２

二、营业支出 ７２３６．４４ ７００５．７６

　退保金 ０ ０

　赔付支出 ５０７８．６７ ５０５９．１７

　　减：摊回赔付支出 ９７６．４０ １０４４．５０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１１２９．７９ ４１６．２６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１１２．３３ －９．５２

　保单红利支出 ０ ０

　分保费用 －０．０１ －０．０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５．４４ ５０．９７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８８５．５４ ９４０．８９

　业务及管理费 １６７０．０８ ２１５８．８０

　　减：摊回分保费用 ５２５．４７ ５８６．０９

　其他业务成本 １２．００ ５．８７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９．１４ －５．１３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３０９．３３ ３６５．０５

　加：营业外收入 ４．６５ ３．６２

　减：营业外支出 ０．２３ １．０４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３０４．９２ ３６７．６４

　减：所得税费用 ０ ０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３０４．９２ ３６７．６４

六、每股收益 ０ ０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 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 ０

５９２四、 保 险 统 计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一、营业收入 １３１７１．２２ １２５８４．６４

　已赚保费 １３１６４．９３ １２５５２．２６

　　保险业务收入 １５８５４．１５ １４６９７．８９

　　　其中：分保费收入 ０ ０

　　减：分出保费 １６６７．６ １５１８．６２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１０２１．６２ ６２７．０１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２２ ０．２６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０ 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６．４ －０．６１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２．４６ ３２．７３

二、营业支出 １１７１３．６８ １１２８７．０１

　退保金 ０ ０

　赔付支出 ６９５９．６８ ７７４８．１５

　　减：摊回赔付支出 ４７１．８６ ７６１．６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７３１．２３ －２４７．５１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８０．１３ －３７７．２２

　保单红利支出 ０ ０

　分保费用 ０ 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７３．０３ ８１．９２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１５４９．０９ １７９６．５３

　业务及管理费 ３２９８．９３ ２７２５．０６

　　减：摊回分保费用 ４８４．４９ ４５４．７３

　其他业务成本 ５．０８ ５．４９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３３．１２ １６．４８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１４５７．５４ １２９７．６３

　加：营业外收入 ０．０４ ０．０７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１．７５ １７．４９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１４４５．８３ １２８０．２１

　减：所得税费用 ０ ０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１４４５．８３ １２８０．２１

六、每股收益 ０ ０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 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 ０

６９２ 　第六篇　统　　计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一、营业收入 １３１７１．２２ １２５８４．６４

　已赚保费 １３１６４．９３ １２５５２．２６

　　保险业务收入 １５８５４．１５ １４６９７．８９

　　　其中：分保费收入 ０ ０

　　减：分出保费 １６６７．６ １５１８．６２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１０２１．６２ ６２７．０１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２２ ０．２６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０ 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６．４ －０．６１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２．４６ ３２．７３

二、营业支出 １１７１３．６８ １１２８７．０１

　退保金 ０ ０

　赔付支出 ６９５９．６８ ７７４８．１５

　　减：摊回赔付支出 ４７１．８６ ７６１．６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７３１．２３ －２４７．５１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８０．１３ －３７７．２２

　保单红利支出 ０ ０

　分保费用 ０ 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７３．０３ ８１．９２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１５４９．０９ １７９６．５３

　业务及管理费 ３２９８．９３ ２７２５．０６

　　减：摊回分保费用 ４８４．４９ ４５４．７３

　其他业务成本 ５．０８ ５．４９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３３．１２ １６．４８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１４５７．５４ １２９７．６３

　加：营业外收入 ０．０４ ０．０７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１．７５ １７．４９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１４４５．８３ １２８０．２１

　减：所得税费用 ０ ０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１４４５．８３ １２８０．２１

六、每股收益 ０ ０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 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 ０

７９２四、 保 险 统 计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一、营业收入 ３３０．７９ ４２４．５５

　已赚保费 ２９３．３４ ３８３．４８

　　保险业务收入 １１１２．２８ ９３８．８６

　　　其中：分保费收入 ２６１．１１ ２４２．３２

　　减：分出保费 ６９２．８２ ５８６．０６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１２６．１２ －３０．６８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２２．８２ ５２．０３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０ 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６５ －２．７１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５．２８ －８．２４

二、营业支出 １４５．０４ ２４６．３３

　退保金 ０ ０

　赔付支出 ３３９．０５ ２８０．５４

　　减：摊回赔付支出 １８２．２３ １５２．４８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５０．６９ ２９．３９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２９．２７ －５．１２

　保单红利支出 ０ ０

　分保费用 ３８．５１ ３９．６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０２ ４．５８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３７．５１ ５３．３５

　业务及管理费 ２０２．９６ ２３６．０１

　　减：摊回分保费用 ２８０．２５ ２４７．８７

　其他业务成本 ０ 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９０ －１．９５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１８５．７５ １７８．２１

　加：营业外收入 ２．３３ １．６７

　减：营业外支出 ０．２１ －０．２９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１８７．８７ １８０．１８

　减：所得税费用 ８７．３９ ７３．０９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１００．４８ １０７．０８

六、每股收益 ０ ０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 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 ０

８９２ 　第六篇　统　　计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一、营业收入 ６１６．６５ ５７０．８７

　已赚保费 ６５９．７３ ５３８．６２

　　保险业务收入 ７８５．９１ ８６１．７５

　　　其中：分保费收入 ０ ０

　　减：分出保费 ２３５．２０ ２１２．７１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１０９．０２ １１０．４２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０ 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０ ０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５９．０３ １９．４０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５．９５ １２．８５

二、营业支出 ２６６．５６ ２６１．３０

　退保金 ０ ０

　赔付支出 ３９０．０３ ３１５．２０

　　减：摊回赔付支出 １４６．９２ １２１．５９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１７．７０ ４１．６９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１２．９８ ５．２５

　保单红利支出 ０ ０

　分保费用 ０ 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２４ １．２２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４．２８ １．７４

　业务及管理费 ７５．６７ ７５．９９

　　减：摊回分保费用 ５５．８９ ５０．５０

　其他业务成本 ２．８１ ２．６７

　资产减值损失 ０．０６ ０．１３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３５０．０９ ３０９．５７

　加：营业外收入 ０．１３ ０

　减：营业外支出 ０．０３ ０．０２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３５０．１８ ３０９．５５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８７ １．７１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３４８．３１ ３０７．８４

六、每股收益 ０ ０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 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 ０

９９２四、 保 险 统 计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损益表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一、营业收入 １７８３４．３１ １４６３３．２７

　已赚保费 １６２１６．６６ １２８０６．２５

　　保险业务收入 １６７０９．３８ １４６３３．４

　　　其中：分保费收入 ０ ０

　　减：分出保费 ５２２．１ ２３４．１５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２９．３８ １５９３．０１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１２５３．７４ １４８３．７８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０ 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３７．７８ １６２．１８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１７０．３７ －０．０１

　其他业务收入 ２３１．３２ １８１．０７

二、营业支出 １６９４２．６８ １４５９９．２３

　退保金 ０ ０

　赔付支出 ８１８２．３ ８２９３

　　减：摊回赔付支出 ３６９．２５ ２５６．４７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９５４．４８ ６３２．７２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５．２ ４３．１４

　保单红利支出 ０ ０

　分保费用 ０ 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７２．２２ ５７．６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１４２５．４５ ９３５．９６

　业务及管理费 ６１００．６９ ４６９４．１９

　　减：摊回分保费用 －１６．１５ １．１５

　其他业务成本 ２１６．３８ ９９．９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３９．０６ １８６．５６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８９１．６３ ３４．０４

　加：营业外收入 １．２３ ０．３６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１．９６ ２．４７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８８０．９ ３１．９３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１２．２１ ２４．３３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９９３．１１ ７．６

六、每股收益 ０ ０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 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 ０

００３ 　第六篇　统　　计



第七篇　法　　规





一、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的法规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修订
《上海票据交换办法》的通知

上海银发〔２０２０〕１２８号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

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市、

自贸区）分行，上海银行、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华瑞银

行，其他法人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市各经营人民币业

务的外资银行，上海市各村镇银行：

为保障票据交换业务安全、有序开展，规范票据

交换单位管理及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现将我分行

修订的《上海票据交换管理办法》（详见附件）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

附件

上海票据交换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上海金融业务稳健发展的需

要，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规范票据交换单位管理，

保障票据交换业务的安全、有序进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上海票据交换的票

据交换单位及上海票据交换中心。

第三条　上海票据交换中心是负责上海票据交

换业务正常运行的专设机构，并负责票据交换业务

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维护。

第四条　票据交换单位分为直接交换单位和被

辖带交换单位。

直接交换单位是指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核

发交换号码、独立参加上海票据交换的机构。

被辖带交换单位是指由直接交换单位辖带参加

上海票据交换的机构。

第五条　交换票据的种类包括支票、银行本票、

银行汇票、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电汇凭证、托收凭证、定期（专用）借

记凭证、代收（付）款项报数单、收入缴款书、收入退

还书、贷记凭证、预算拨款凭证、特种转账凭证、特种

转账凭证［退借（贷）方凭证专用］、利息凭证等。

第六条　交换的票据应当按规定打印磁码后提

出交换。

磁码是指直接打印在票据和专用信封上的磁性

号码（ＭＩＣＲ），包含银行交换号、账号、交易码和金额

等信息。

第七条　上海票据交换的基本原则：票据信息

与磁码信息相符，票据交换以磁码为准，场场轧平，

日账日清，人民银行不垫款。

第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上海票据交

换业务实行统一管理。

第二章　票据交换单位管理

第一节　管 理 方 式

第九条　票据交换单位参加上海票据交换应当

具备以下条件：

（一）持有《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二）遵守本办法以及各项支付结算管理制度；

（三）其所属的上海市法人银行或非法人银行

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上海市管理行”）已印制相

关票据凭证；

（四）直接交换单位应当配备熟悉票据业务制

度和操作的工作人员。

第十条　票据交换单位的参加、变更、退出事项

按照集中管理原则组织实施。

上海市管理行负责管理所辖机构参加、变更、退



出上海票据交换，并根据本办法要求向中国人民银

行上海分行提交申请或报备。

票据交换单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

海市管理行的要求承办具体的票据交换业务。

第十一条　上海票据交换单位管理包括审核管

理、报备管理和日常信息管理。

（一）审核管理事项包括直接交换单位参加、退

出上海票据交换，直接交换单位变更票据交换场次

或者交换号码，以及直接交换单位采用、取消集中提

回处理方式等事项；

（二）报备管理事项包括直接交换单位变更名

称、地址、清算关系，被辖带交换单位参加、退出上海

票据交换，以及被辖带交换单位变更辖带关系等

事项；

（三）日常信息管理事项包括票据交换单位变

更联系人、联系电话，以及被辖带交换单位变更单位

名称、单位地址等事项。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可以根据管

理需要调整审核管理、报备管理和日常信息管理的

范围和具体内容。

第十三条　上海票据交换单位管理工作通过中

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公文和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

组织实施。

第二节　管 理 要 求

第十四条　票据交换单位在审核管理范围内申

请相关事项的，由上海市管理行通过正式公文形式

报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并同步通过票据交换

中心业务系统报送申请信息。公文应将相关申请材

料作为附件。

第十五条　票据交换单位申请直接参加票据交

换的，应提交下列附件：

（一）《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直接交换单位审核管理事项申请表》（详

见附表１，下同）；

（四）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

局的开业批文。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相关规定无相关开业批文的除外。

第十六条　直接票据交换单位申请退出票据交

换、变更票据交换场次或者交换号码的，应提交《直

接交换单位审核管理事项申请表》作为附件。

第十七条　上海市管理行首次申请采用集中提

回处理方式的，应当在正式申请前与上海票据交换

中心商定集中提回处理方案，并通过模拟运行进行

验证。上海票据交换中心应当出具模拟运行结论

报告。

上海市管理行首次申请采用集中提回处理方式

的，应将模拟运行结论报告以及集中提回清单作为

附件；申请取消集中提回处理方式的，应将取消集中

提回清单作为附件。

第十八条　票据交换单位在报备管理范围内报

备相关事项的，由上海市管理行将加盖管理行公章

的纸质报备报告和相关附件报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

分行，并同步通过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报送报备

信息。

第十九条　直接交换单位变更名称、地址的，应

提交下列附件：

（一）《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直接交换单位报备管理事项登记表》（详

见附表２，下同）；

（四）直接交换单位变更名称的，还需附上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的变更批文。

第二十条　直接交换单位变更清算关系的，应

提交《直接交换单位报备管理事项登记表》作为

附件。

第二十一条　被辖带交换单位参加上海票据交

换的，应提交《金融许可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

件作为附件。

第二十二条　被辖带交换单位退出上海票据交

换或者被辖带交换单位变更辖带关系的，无需提交

附件。

第二十三条　票据交换单位在日常信息管理范

围内变更相关事项的，由上海市管理行通过票据交

换中心业务系统报送相关信息，无需报送纸质报告。

第二十四条　票据交换单位如因特殊情形（包

括但不限于不可抗力）需要临时退出上海票据交换、

变更参加交换场次或地址等信息，应由所属上海市

管理行通过正式公文形式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报备，并按要求提交相关附件。

第二十五条　票据交换单位应按照实际需要由

所属上海市管理行通过正式公文形式向中国人民银

行上海分行提交刻制交换清算章申请，至少包含交

换单位名称、交换号、交换清算章起讫号、发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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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步向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报送相应申请

信息。

第二十六条　交换清算章由票据交换单位自行

保管。作废的交换清算章由票据交换单位自行

销毁。

第三节　生 效 事 项

第二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收到审核

管理事项申请并同意的，通过正式公文形式批复相

关事项，并同步在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中发布相

关事项生效信息。

第二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收到报备

管理事项并复核无误的，在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

中发布相关事项生效信息。

第二十九条　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自动发布

经系统校验的日常信息管理事项。

第三十条　审核管理、报备管理事项在中国人

民银行上海分行指定日期生效，日常信息管理事项

经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发布后立即生效。

第三十一条　直接交换单位变更票据交换场

次、变更交换号码或者退出上海票据交换的，原交换

号码自批复变更或退出之日（含）起１０个交换工作

日内可以办理提回票据和提出退票，第１１个交换工

作日第一场交换起停止一切交换业务。

第三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收到临时

变更申请并审核通过后，应协调上海票据交换中心

及票据交换单位做好临时变更工作，确保上海票据

交换平稳有序开展。

第三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在批复或

复核时发现相关审核管理或报备管理事项的材料或

附件不符合规定的，应及时通知相关上海市管理行

予以补充或更正。

第三十四条　审核管理或报备管理事项不符合

本办法规定，或者相关上海市管理行无法提供本办

法规定附件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将终止相关

审核管理或报备管理事项的审理程序。

第四节　信 息 查 询

第三十五条　上海市管理行可以在票据交换中

心业务系统中查询审核管理或报备管理事项的批复

或审核进度。

第三十六条　上海市管理行、直接票据交换单

位可以在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中查询、下载上海

市各票据交换单位信息。

第三十七条　上海市管理行、直接票据交换单

位应当及时查看由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发布的票

据交换单位新增、变更和退出公告，并遵照执行。

第三章　票据交换运行管理

第三十八条　上海票据交换收发票时间及场次

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通过公文形式确定。

第三十九条　票据交换单位应当在每个交换场

次通过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上传票据和信件交换

信息。本场无提出交换票据或信件的，应提出零报。

第四十条　票据交换单位必须将当日营业时间

内受理的应当提出交换的票据全部提出交换，不得

积压、延误。

上海票据交换中心必须依据交换单位上传的票

据和信件信息将票据交换单位当日提出交换的票据

及信件全部进行清分处理，不得积压、延误。

第四十一条　上海票据交换采用三级清算资金

方式。

一级清算资金单位关联相关上海市管理行在中

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开立的资金账户，汇总清算相

关上海市管理行所辖所有票据交换单位每场次的票

据交换业务。

上海市管理行根据需要将票据交换单位分别设

置为二级清算资金单位和三级清算资金单位，票据

交换单位逐级向其上级清算资金单位清算资金。

第四十二条　上海市管理行应当保证在中国人

民银行上海分行开立的资金账户有足够的余额支付

每场次上海票据交换差额资金。

第四十三条　上海票据交换中心负责运行和维

护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管理系统用户。

上海市管理行负责本行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

的系统用户管理。如需重置系统密码，应填写票据

交换中心业务系统重置密码申请表（详见附表３），

由上海票据交换中心审核后重置。

第四章　纪 律 和 责 任

第四十四条　票据交换单位不得擅自移址使用

交换号码，全部业务必须纳入其会计报表。

第四十五条　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发生故障

的，上海市管理行应当第一时间报告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分行及上海票据交换中心。

第四十六条　票据交换单位之间的交换业务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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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负责协调处理。

第四十七条　上海票据交换业务纳入上海市支

付结算业务考核范围。

第四十八条　票据交换单位违反本办法及票据

交换有关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将进行约见

谈话，给予通报，直至停止为其提供票据交换服务。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在特殊情

况下决定的场账处理和应急措施（包括临时改变交

换时间、场次等），上海票据交换中心、上海市管理行

及票据交换单位应当遵照执行。

第五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负

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起施

行，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修订〈上海票据

交换管理办法〉的通知》（上海银发〔２０１９〕２号）同时

废止。

附表１

直接交换单位审核管理事项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事项 参加（　）　退出（　）　变更场次或号码（　）　集中（　）

刻制交换清算章 枚 起讫号码

参加

地址

联系电话

清算级别 上级清算行交换号

申请参加场次 集中提回行交换号（若有）

交换号（人民银行填写）

退出

交换号

变更场次或号码

原交换号 变更后的场次

新交换号（人民银行填写）

其他同步

变更信息

新增集中提回

集中提回行交换号 集中提回清单见附件

集中提回行联系电话

说明事项：

申请管理行（签章）

年　月　日

启用（退出）日期 　　　　
启用（退出）场次 　　　　

退出过渡期 　　　　

审核编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一份。

如申请以一级清算单位身份参加票据交换，则在说明事项中填写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开立的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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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２

直接交换单位报备管理事项登记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名称

票据交换号码

变更事项 名称（　）　　地址（　）　　清算关系（　）　

拟变更生效日期 年　月　日第　场

刻制交换清算章 枚 起讫号码

变更前的信息

名称

地址

清算级别 上级清算行交换号

变更后的信息

名称

地址

清算级别 上级清算行交换号

联系电话

说明事项：

申请管理行签章

年　月　日

启用日期 　　　　

启用场次 　　　　

报备编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一份。变更前、后的信息仅填写需变更的事项。

如需变更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开立的账户信息，则在说明事项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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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３

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重置密码申请表

银行名称

系统用户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重置密码理由

负责人签字：

银行公章或管理部门公章：

日期：

上海票据交换中心审核意见：

经办人：

上海票据交换中心公章：

　　注：本表填完后传真至上海票据交换中心，传真：５２７６９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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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发布的法规

上海银保监局关于印发《关于推动
上海银行业和保险业差异化转型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沪银保监通〔２０２０〕３３号

在沪各银行保险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国银保监会和上海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部署，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上海

银行业和保险业差异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提升金融

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质效，支持

上海朝着具有更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

心迈进，我局制定了《关于推动上海银行业和保险业

差异化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请辖内各机构

认真按照本意见和相关政策要求，明确具体任务，落

实工作责任，将推动差异化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各项

要求落到实处。

特此通知。

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

附件：

关于推动上海银行业和保险业差异化

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国银保监会和上海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部署，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上海

银行业和保险业差异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提升金融

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质效，支持

上海朝着具有更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

心迈进，现依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

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２０１９〕５２

号）及相关政策精神，提出以下贯彻落实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直面风险挑战，增强发展

动力

（一）总体要求。推动上海银行业和保险业差

异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金融工作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内容，是

进一步推进新时期上海银行业、保险业改革创新发

展和支持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强化“四大功

能”的关键。辖内各银行保险机构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按照中国银保

监会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抓住新时代上

海发展重大机遇，以排头兵的姿态和先行者的担当，

着力打造扩大金融开放的新高地，着力构筑金融改

革创新的新平台，着力形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

能级，着力构建金融良性发展的新生态，努力开创上

海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二）对风险挑战要有全面清醒认识。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质

量发展要求相比，金融业发展还有较大差距，金融企

业经营也面临较大风险挑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

新旧发展动能转换，对市场主体的业务结构和资产

质量会产生长期深远影响。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导

致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增强优

质企业金融脱媒趋势，银行传统业务规模增速因此

可能放缓，行业内部分化会进一步加剧。保险费率

市场化改革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保险业长期存

在的粗放发展问题可能进一步突出。金融科技的迅

速发展既为行业发展带来机遇，也带来很大挑战。

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严峻以及国内外金融市场关联共

振，对市场主体经营将产生日益显著影响。

（三）以差异化转型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增强发

展动力。面对风险挑战，各银行保险机构要明确市



场定位，充分研判经济金融形势与市场发展变化，综

合考虑自身比较优势和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突出

差异化和特色化，促进经营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要

充分融入上海经济社会建设和改革开放创新大局，

更好支持国家战略实施和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拓宽

金融服务边界，形成“千人千面”特色优势，培育增强

发展新动能。面对各种困难，要保持战略定力，克服

短视、激进行为，坚持差异化转型方向，走高质量发

展道路，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二、持续完善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保

险机构体系

（四）优化大中型银行功能定位。开发性、政策

性银行要突出政策性职能定位，进一步提高政策性

业务比重，着力发挥中长期融资支持优势。大型商

业银行要在“做强”上下功夫，加强各业务条线的服

务整合，加强与集团内各子公司的业务联动，提高综

合金融服务水平。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坚持差异化市

场定位，增加更具特色的产品与服务，不断提升市场

竞争优势。

（五）增强中小银行金融服务能力。中小银行

要坚守服务上海本地经济、中小微企业和城乡居民

的定位。村镇银行要坚守支农支小发展定位，坚持

做小做散，打造符合上海村镇特点的微小金融产品

体系。要不断优化社区金融服务，采用线上线下多

种形式延伸服务网络，为居民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

金融服务。

（六）强化保险机构风险保障功能。保险机构

要回归风险保障本源，在稳健发展传统业务的基础

上，不断扩大保险产品的应用领域。针对抗疫减灾

等薄弱环节，增加保险产品供给。扩大出口信用保

险覆盖面，积极发展海外投资保险。大力发展航运

保险，推进上海再保险市场建设。加快发展养老保

险和健康保险，与养老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形成有效

互补。推动建设新型保险中介市场体系。

（七）推动外资银行保险机构发展。巩固提升

上海外资银行保险市场的优势地位，支持外资机构

在稳外贸、稳外资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鼓励外资

机构发挥境外母行（公司）优势，创新业务模式，引入

新产品新服务，深度参与上海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

市场。鼓励中外资机构在产品、股权、管理和人才等

方面开展合作，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八）发挥非银行金融机构特色优势。信托公

司要加强资产端的主动管理能力建设，积极发展服

务信托、财富管理信托、慈善信托。金融租赁公司要

聚焦服务先进制造业领域，帮助企业提升国际市场

竞争能力。财务公司要加强集团资金集中管理，支

持符合条件的财务公司延伸产业链金融业务。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要做强做精不良资产处置主业，合理

拓展资本市场业务。消费金融公司要立足消费本

源，以小额、分散为基本原则，不断提高消费金融的

普惠水平。支持理财子公司及专业子公司、金融资

产投资公司及专业子公司，投资和参与与上海重点

项目建设、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和协调发展

相关的股权投资与企业重组业务。

三、聚焦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提升金

融服务质效

（九）支持上海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和建设科创中心。要大幅增加对上海战略新兴产

业、先进制造业的中长期资金支持，尤其是扩大对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民用航空、高端装备、基础材料、特色工艺等产业的

信贷投放。鼓励银行保险机构依法合规加强与各类

高新技术产业引导基金的协同合作。注重开发针对

中小型制造企业的特色化、专业化金融产品。加快

融资租赁业务发展，支持大型飞机、民用航天、先进

轨道交通、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智能电网成

套设备等高端装备重点领域扩大市场应用和提高国

际竞争力。紧扣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发展科技

金融，支持科研基础设施和科技重大项目建设，支持

“上海制造”品牌建设和科技产业创新布局，支持专

业技术交易转移平台建设，支持高层次科技人才的

金融需求，在金融、科技和产业良性循环与三角互动

方面进行新探索。

（十）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与临港新片区建设。

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充分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与临港

新片区的试验田作用，积极开展业务创新，丰富面向

国际的金融产品体系，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

用程度。支持市场主体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

可持续的前提下，为临港新片区内企业和非居民提

供各类跨境金融服务。运用创新监管互动机制，支

持市场主体参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业务试点，重点

支持引进涉及国计民生、国家亟需的高新技术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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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产业建设，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在配置要素资源时

对跨境金融服务的新需求。鼓励具备条件的银行保

险机构在临港新片区建设跨境金融服务平台，统筹

发展在岸业务与离岸业务。鼓励银行机构按照市场

化原则为临港新片区内高新技术产业、航运业等重

点领域增加长期信贷资金，支持重大科技创新及研

发项目。鼓励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金融资产投资

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及以上机构子公司，投资临

港新片区重点建设项目股权和未上市企业股权，持

续优化产融对接机制。

（十一）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紧扣一

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围绕重点领域、重点区

域、重大项目和重大平台，在产业体系协同创新、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公共服务便利

共享等方面加大金融资源投入，高效对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金融需求。具备条件的银行机构要加强

与长三角内其他省市系统内机构和同业机构的沟通

合作，在项目评审、授信贷款、贷后管理等方面开展

联动协同，共同服务长三角内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

优化信贷资源跨省市配置。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保

险机构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试点设立管理总部或

分支机构，联动长三角内各类机构，统筹推进跨省市

一体化发展和同城化金融服务落地。创新绿色金融

产品与服务，推动长三角绿色建筑与绿色金融协同

发展，改进生态环境责任保险产品。

（十二）加大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

度。银行机构要通过单列信贷计划、完善内部转移

定价和综合绩效考核权重等方式，着力提升民营和

小微金融服务能力。把稳企业保就业和服务民营、

小微企业更好地结合起来。增加对符合产业发展方

向、主业相对集中、技术先进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力

度。对暂时遇到困难但仍有前景的企业，加大金融

支持。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首贷、无还本续

贷。落实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安

排好复工复产信贷支持举措，取消不当收费，合理降

低费率，加大贷款优惠，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明显

下降，实现向企业合理让利。用好“百行进万企”融

资对接平台等渠道，优化信贷产品与服务方式。积

极发展供应链金融，强化产业链核心企业金融服务，

帮助上下游企业解决资金紧张问题。在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稳妥发展针对性较强的企业贷款保证保险

业务。

（十三）完善外贸金融服务。银行机构要加大

对外贸企业的信贷投放，加强与境外同业合作，完善

跨境服务网络，努力提升对国际产业链企业的融资

支持和服务能力。紧跟外部环境变化和外贸形势发

展，为企业提供外贸金融整体解决方案，采用多种金

融工具助力畅通全球供应链。通过提供买方信贷等

融资方式帮助企业稳定和增加出口订单，用好出口

信用保险分担风险损失，扩大保单融资业务规模，增

加外贸企业资金来源。鼓励具备条件的银行推动内

外贸、本外币、境内外业务融合发展，提供多样化风

险对冲产品。不断提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金融服

务水平，为参会参展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

支持。积极开展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等业务，为

真实离岸转手买卖提供高效便利的金融服务，放大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带动效应。

（十四）丰富社会民生领域产品供给。针对家

政、托幼、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消费需求，开

发专属信贷和保险产品。提升健康保险供给能力，

推动保险产品与健康管理融合发展，优化跨境医疗

保险产品服务，支持上海国际医疗服务集聚区建设。

积极参与上海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推动税延型养老

保险扩大规模，优化职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结余资

金购买商业保险的产品供给。积极探索“意外险＋

服务”创新模式。更好发挥财产保险在污染防治、安

全生产、食药安全、医疗纠纷、建筑质量以及突发公

共事件领域辅助社会治理作用，主动适应车险市场

综合改革，提供更加优质车险服务。

四、优化转型发展工作机制，改进丰富业务发

展方式

（十五）优化信贷管理机制。注重审核第一还

款来源，减少对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把主业突出、

财务稳健、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信用良好等作为

授信的重要依据。丰富信用贷款产品体系，提高信

用贷款发放效率，增加信用贷款比重，加大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支持力度。鼓励银行机构与产业链核心企

业、各类信用信息平台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对物

流、信息流和第三方数据的跟踪管理，积极发展应收

账款、存货、订单融资。创新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股权质押贷款、以品牌为基础的商标专利权质押

贷款，更好满足轻资产企业的融资需求。

（十六）完善科技金融机制。健全绩效考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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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法人机构应在发展战略中内嵌支持科创中心建

设任务，并落实到绩效考核体系中。分支机构应积

极向总行（公司）争取政策，在绩效考核中体现科创

中心的业务特点。推动建设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切

实发挥科技支行“科技金融试验田”作用，加快实现

专业化经营、特色化发展、体系化运作、品牌化管理

的“四化”发展目标。鼓励保险公司建设科技保险专

营分支机构。开展科技金融产品创新。积极推出科

技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方案，开发符合技术贸

易特点的金融产品，创新技术类无形资产交易融资

的担保方式和风险管理技术。积极发展科技保险、

专利保险，深入推进首台（套）首批次重大技术装备

保险补偿机制试点。拓宽科技金融服务范围。依托

科技企业客户及投资机构建立投融资对接平台，为

产业链、创新链提供金融服务，稳妥推进与天使投资

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贷联动业务。联动各方提

升科技金融水平。充分利用上海市政策性担保基

金、科委“３＋Ｘ”科技信贷体系等，发展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贷款履约保证保险，有效分散科技金融业务

风险。进一步加强与市科技管理部门、科创中心、科

技金融服务站、科创产业园区的联动合作，拓展科技

金融服务的广度与深度。

（十七）健全普惠金融机制。银行机构应在内

部绩效考核评价中提高小微业务权重，落实尽职免

责要求。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手段精准采集小微企业

信息，开展有效银企对接。加强与上海市大数据中

心等平台的数据信息交换，进一步促进银税互动，提

高信贷投放的精准度和力度。创新发展供应链金融

在线业务，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为企业提供方

便快捷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将

环境与社会治理要求纳入授信流程，针对生态环保

领域开发更多专属信贷和保险产品，积极创新特许

经营权、项目收益权和排污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融

资方式。主动对接农业农村金融需求，强化涉农信

贷与农业保险服务，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

支持，助力上海都市型现代化农业发展。

（十八）推动交易银行转型。鼓励银行机构加

强产品、渠道、客户、服务的整体协同，为企业提供包

括支付结算、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财资管理等在

内的一体化金融服务。围绕客户各类交易行为，以

账户管理为核心，完善交易银行产品体系，提高金融

服务的匹配度。运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区块链

等技术，通过场景化与平台化运作，提升产品与服务

的可得性与客户体验。充分挖掘交易数据潜在价

值，完善风险控制技术，改进企业信用风险评价模

型。推动客户现金与资产管理线上化与智能化。

（十九）发展投资银行业务。支持有条件的银

行机构完善直接融资服务体系，增加综合金融服务

类型。为企业收购兼并提供融资支持，满足客户的

财务顾问需求。鼓励具有集团内多牌照优势的银行

机构积极参与系统内投融资业务协作，一站式满足

客户的全方位投融资需求。依托上海金融市场优

势，积极发展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服务等业务。

（二十）强化金融科技支撑。银行保险机构要

夯实信息科技基础，建立完善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

组织架构、激励机制、运营模式，做好相关技术、数据

和人才储备。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

生物识别等新兴技术，充分运用于产品开发、客户营

销、业务运营和风险控制等环节，创新服务流程与模

式，改进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强化业务管理。

在安全运营的前提下逐步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

管理，着力推动智慧银行建设，提升保险普惠水平与

服务能力。加强数据治理，提高数据质量。加强网

络安全建设，强化客户信息安全保护，提升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能力和灾备水平。

五、精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二十一）防止影子银行死灰复燃。坚决防止

违规同业投资、同业理财等重新抬头。清理压缩不

符合资管新规的表外理财非标资产投资、表内特定

目的载体投资、同业理财等业务规模，严控银信通道

类业务。按照业务实质实施一致性、穿透性、全覆盖

风险管理，严格适用相应的风险分类、资本占用和拨

备计提等要求。严格落实资管新规要求，认真合规

完成理财业务整改，推动业务平稳过渡和规范转型。

（二十二）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严格遵循

“房住不炒”定位，执行落实房地产金融监管政策各

项要求。做好融资平台存量债务风险监测。稳妥化

解集团客户信用风险，有序退出“僵尸企业”。深入

推进联合授信机制，遏制多头过度融资行为。加强

对个人消费贷款与经营性贷款、信用卡透支的风险

防控。调整规范联合贷助贷业务，禁止将核心业务

环节外包。严格控制个人融资性保证保险经营风

险。做实资产质量分类，充足提取拨备，加大不良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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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处置力度，提高抵御风险能力。积极稳妥推进高

风险机构处置，严防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

（二十三）加强合规管理与案件风险防控。加

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深入推进“合规管理示范

区”建设，持续推动合规管理实现主动合规、全员合

规、尽职合规和价值合规。夯实案件防控工作基础，

完善案件管理制度。强化员工行为管理，合规与案

件警示教育常抓不懈。配合上海市相关部门持续深

入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严防互联网金融风险、

非法金融活动风险传染渗透。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提

升账户资金监测预警功能，在打击非法集资、反洗钱

和反欺诈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六、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二十四）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辖内国有控股

法人机构要认真落实加强国企党建有关意见，把党

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各机构要从实际出

发，积极探索更好发挥党组织作用的有效途径与方

式，实现加强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一体化推进。坚

持党建对业务发展的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带动

队伍成长、推动业务发展。

（二十五）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辖内法人

机构董事会要切实承担起股东资质审查第一责任，

严把增资扩股和股权重组中新进股东的资质关，强

化对股东情况的穿透管理，防止出现通过隐瞒关联

股东信息、股权代持等方式变相谋求机构控制权的

行为。厘清出资人与机构资金上的联系，不允许把

资金挪用给出资人或关联方，不允许违规开展关联

交易。切实加强股东行为约束，进一步规范股权质

押、股权转让等行为。

（二十六）加强“三会一层”建设。更好发挥股

东（大）会的权力机构作用，防止控股股东不当干预

机构经营和侵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持续优化董

事会结构，加强董事履职能力建设，提升董事的专业

性和独立性，引导独立董事真正发挥作用，增强董事

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的履职能力。做实监事会功

能，增加外部监事占比，增强专职监事作用，定期开

展监督检查并督促整改。规范高管层履职，合理优

化董事会对高管层的经营授权，提高经营决策效

率，严格落实岗位交流、履职问责等各项制度。主

发起行要在村镇银行公司治理中切实承担起主要

责任。

七、加强金融监管和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二十七）严格依法依规监管。持续推进简政

放权，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做细做深分类监管，严肃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问责和处罚信息披露。推

进监管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检查实验室建设，提高监

管科技水平。积极参与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

制，协同上海开展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

（二十八）推进扩大对外开放。保持金融业扩

大对外开放的上海速度，推动更多银行业和保险业

扩大开放重大举措在上海落地，吸引各类全球金融

机构入沪，进一步提升金融开放枢纽门户功能。按

照内外资一致，支持外资机构合理布局，拓宽业务范

围。促进双向开放，为境内机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提供载体平台，更加高效连结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

（二十九）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各机构应切

实承担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体责任。深化全流程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建设，全面推行保险销售

行为可回溯管理制度，及时纠正误导金融消费者的

违法违规行为。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和消费者教育，

帮助金融消费者树立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风险防

范意识。推进行业纠纷调解组织建设，打造金融纠

纷多元化解的上海品牌。

（三十）全面推进清廉金融文化建设。通过机

构主动、行业联动、监管推动三管齐下，切实提升从

业人员的廉洁意识，强化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形成

“遵纪守法、秉公办事、廉洁自律、为民服务”的行为

准则。严格执行公私分开、履职回避、非公务交往等

要求，做到监管与被监管之间“零物质往来”，构建良

好“亲清”监管关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

腐的长效机制建设。

辖内各银行保险机构要认真按照本意见和相关

政策要求，明确具体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将推动差

异化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并转化

为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竞争能力。

３１３二、 中国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发布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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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 术 团 体

上海市金融学会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金融学会组织金融学术研究活

动，编辑出版金融书刊，提供金融决策咨询和科学普

及等服务。

２月通过通讯方式召开第十届理事会第二次会

议，完成秘书长兼法定代表人变更程序。

３月３１日，上海市金融学会跨境金融服务专业

委员会举办《临港新片区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

让业务操作指引》专题培训会。

４月１６日，上海市金融学会召开《上海市志·

金融分志·金融综述卷（１９７８—２０１０）》评议会。人

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

致辞。

７月３日，上海市金融学会与交银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共同举办“上海市金融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系

列学术活动：《把握新趋势、引领新发展》———２０２０

年金融租赁行业专题研讨会”。

８月，上海市金融学会跨境金融服务专业委员

会成功举办第二届换届大会暨跨境金融惠企服务分

享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市金融学会、跨

委会会员单位、高校专家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８月２０日，上海市金融学会召开第十届第二次

会员代表大会暨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系列学术活动首

场报告会。

９月１１日举办上海市金融学会成立四十周年

系列学术活动：汽车金融专题研讨会。

９月１７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在人民银行上

海总部召开会议，审定通过《上海市志·金融分志·

综述卷（１９７８—２０１０）》（以下简称“《金融综述卷》”）。

《金融综述卷》专家组组长、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市

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主席冯国勤，人民银行上海总

部副主任孙辉，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洪民荣出

席审定会并讲话。

９月２１日，上海市金融学会召开“‘双循环’经

济发展新格局”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金融学

会、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上海现代金

融学会联办，是上海市社联第十四届（２０２０）学会学

术活动月活动之一。会上，来自六家外资金融机构

的经济学家围绕国内大循环的潜力和短板、我国产

业链供应链如何重构、金融如何适应“双循环”新格

局等主题进行了探讨。

９月２８日，上海市金融学会举办“关于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有关问题的思考”学术

讲座。会议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

诚君。

１０月９日，上海市金融学会举行“金融前沿论

坛———上海市金融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学术交流会”。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

川应邀出席，并与上海市金融学会代表就四个课题

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学术探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

主任、上海市金融学会会长金鹏辉主持会议。人行

上海总部领导班子成员、相关部室负责人，以及部分

金融机构的负责人等代表与会交流。

１０月１５日，上海市金融学会跨境金融服务专

业委员会成功举办人民币跨境金融助力进博会全贸

易链同业倡议活动。

１１月４日举办《关于统计法律法规理论与实践

的思考》学术讲座。讲座邀请了国家统计局统计执

法监督局巡视员庞晓林。

１２月１１日，上海市金融学会召开“金融科技与

普惠金融发展”研讨会暨上海市金融学会成立四十周

年系列学术活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

部赵春萍副主任、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杨军出席

并致辞。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交通银行上海市分

行、浦发银行上海分行以及中银金科、建信金科、兴业

数字金融、平安壹账通的业务专家出席会议。

（上海市金融学会）



上海市保险学会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保险学会在上海银保监局和上

海市社科联的正确领导下，围绕行业发展中突出的

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积极推动上海保险理论研究

工作，在学术期刊、课题研究、宣传培训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意识形态管理】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推进“两学一做”“三会一课”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为抓手，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和作风建设，把党建工作融入学会发展。二是建立

《对外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加强选题管控和内容监

督，强化会刊杂志、微信公众号等学术载体与宣传阵

地管理，确保正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言行。三是遵

照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要求，完成

五年一度的记者证换证工作。

【把握宣传阵地，讲好上海保险故事】

一是改版“上海保险”官方微信号。年度新增近

５万人，涨幅超过１８０％。二是推出“上海保险直播

间”，全年举办１３期活动，最高单场观看量近３０００

人次。三是开辟“行业新闻通气会＋集中调研式采

访”形式。召开两场新闻通气会，开展“保险服务进

博会３．０版调研式采访”。四是“线上＋线下”开展

３．１５消保宣传周、“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７．８全国

保险公众宣传日等活动。五是打造学术交流类活动

重要品牌———“保险思享汇”，为广大保险从业者、保

险消费者提供了互动交流的平台，有力促进了保险

宣教工作的开展。

【办好杂志期刊，做好志鉴编纂】

一是保证《上海保险》杂志专栏与理论文章的

高水准，继续做好《封面人物》栏目，进一步规范杂

志（社）的发展与日常管理。二是召开《上海市志·

金融分志·保险业卷（１９７８—２０１０）》（以下简称

“《保险业卷》”）评议会和《保险业卷》审定会，《保险

业卷》通过审定并进入了收官阶段。三是扎实推进

年鉴编纂。整理参编单位的用户名录及２０２０版

《上海保险年鉴》填报要求及说明，申请开放并协助

测试《上海保险年鉴》信息管理系统；制定了编辑、

审核分工表，对外发布组稿编辑工作通知；督办信

息上报工作。

【发挥智库效应】

一是专委会牵头各类研讨活动。如：“承保人建

筑幕墙责任保险风险识别的技术基础与法律适用性

讨论会”“２０２０年信用保险与风险专委会第一次联

席会议”“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健康保险方向）人才

培养暨学术研讨会”等。二是办好学术年会。举办

主题为“探索研究与实践之融合，助力保险业科学发

展”的保险科技高峰论坛暨上海保险学会２０２０年学

术年会。三是做好课题管理。《疫情背景下加快上

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的对策研究》被成功列入上海

市社联２０２０年度学会（民非）学术课题研究合作项

目。四是合作高校，促进行业人才培养建设。与复

旦大学泛海金融学院、上海交大高等金融学院创新

合作模式，推出上海保险行业专属奖学金项目。

（上海市保险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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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 融 博 物 馆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２０２０年是上海市银行博物馆成立２０周年，博

物馆持续发挥在金融历史文化领域的特色和优势，

依托展览、教育、收藏、研究等方面的基础职能，克服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开展年度各项工作。

【举办展览】 ２０２０年，银行博物馆举办多场展

览，累计接待参观５万余人次。一是在馆内推出“红

色金融百年足迹”和“红色基因在上海”两个专题展，

回顾建党百年红色金融发展历程；二是在第十四届

上海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洽谈会（金洽会）现场布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金融历史展，突显文化公

益；三是在２０２０年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

博会），参与“变革的力量———中国工商银行网点的

发展”专题展览，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储蓄所场景和金

融展品融入展区，展现银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

进程；四是举办“金史漫观———金融历史文化漫画

展”，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上图书店和明复图书馆等

三家单位进行巡展。

【文化宣传】 一是结合银行博物馆建馆２０周

年契机做好“发布”，在陆家嘴大屏、《新民晚报》、分

行ｉ频道等媒体平台，推出“念廿不忘”系列形象宣

传广告；二是新媒体宣传突破“发力”，与新华网公众

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相结合，开展《走进银行博物

馆，１２０分钟速览上海银行业１７０年风云》线上直播

活动，观看量达８０余万人次，《远东第一金库》短视

频在哔哩哔哩播出，《新民晚报》新媒体以视频结合

图文的形式，播出《上海人“老底子”存银行，９０后真

是看不懂了》，介绍储蓄与民生的变迁发展；三是在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媒体上保持“发挥”，利用博物馆

员工在收藏、艺术、研究领域的积累，在《工行通讯》

上开辟专栏，弘扬金融历史，传播金融文化，全年刊

登量近２０篇；四是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全年发布２００

余篇文章，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金融老海报

“抗疫”新编、金融漫画“云展览”等方式，增强时效

性，促进与读者的互动。

【学术研究】 一是继续做好《行家》《银行博物》

杂志的组稿和出版，通过精心组织专题、调整版式和

设计风格，提升刊物可读性；二是在《上海城市金融》

《金融博览》《金融文化》《档案春秋》等刊物撰稿及开

设专栏，推出各类研究文章２０余篇；三是组织员工

编写《中国金融之最》，收录中国金融史上相关第一、

之最等内容１００篇，图文并茂，书稿已经全部编排

落定。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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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 进 劳 模

　　［王志红］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生，汉族，本科学历。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营业部零售副经理。曾任上

海农商银行祁连支行金融便利店店长、上海农商银

行吴淞支行行长助理、上海农商银行高境支行副行

长、上海农商银行罗泾支行副行长。入行以来，立足

本职，兢兢业业，求实奋进，自强不息，争先进位，打

开了工作局面，促进营业部的各项工作健康、稳定、

快速的发展。作为一线员工的领头羊，无论在网点

营运，还是在拓展营销方面都发挥着先锋带头作用。

２０２０年被授予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方　泳］ １９６５年７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１９８４年８月参加工作。中

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兼任光大

集团长三角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在多年来的工

作中，突出表现了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工匠精神，

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严谨求实，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工

作学习、以扎实的作风诠释党员身份、以过硬的本领

保障业务规范运转、以优异的成绩出色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一个能树典型、当标杆、

做榜样的劳模形象。２０２０年获上海金融五一劳动

奖章。

［刘　瀛］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职工。

２０２０年获上海金融五一劳动奖章。

［李永妹］ １９７１年２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经济师。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营销总

监兼公司业务一部总经理。其政治立场坚定，认真

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钻研金融理论和业务，具

有丰富的银行工作经历、基层实践经验和组织管理

能力。她以过硬的政治素质、精湛的业务技能和务

实的工作作风赢得广泛赞誉，曾获全国金融五一劳

动奖章。２０２０年被授予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吴　炜］１９７３年生，中共党员。中国银行上

海市分行办公室高级行政经理。她是奋战在新闻宣

传一线的工作者，作为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品牌管

理工作的牵头人，用文字和影像擦亮百年中行的金

字招牌。在上海自贸区创立初始，紧抓中国银行成

功叙做、落地多项首笔金融业务的契机，创新宣传形

式和工作方法，打造践行国家战略的立体宣传阵地，

形成了“一提起自贸区首单，就想到中行”的良好口

碑，有力地彰显中行积极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的坚定决心。积极投身进博会宣传工作，通过全

方位、多角度宣传形式和内容，生动展示了中国银行

支持服务进博会的卓越风采。她也是中国银行上海

市分行与上海市红十字会的对接联系人，牵头推进中

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人体器官捐赠专项基金”定向捐

赠项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中行人的担当和社会

责任。２０２０年获全国金融五一巾帼标兵称号。

［吴　斌］１９８３年７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

生学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债券融资部总

经理兼债券融资总部副总经理。吴斌爱岗敬业、勇

于创新，积极树立专业标杆。始终坚持优质资产、优

质区域、优质企业的工作策略，带领团队完成债券发

行数量和规模均在业内名列前茅，曾创下国内

ＣＭＢＳ发行史上规模之最。投身精准扶贫事业，带

领团队发行首单以扶贫专项债为标的的信用保护合

约，为实体经济发展贡献金融力量。２０２０年被授予

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陆培尔］１９８１年生，中共党员。中国银行上

海市分行信息科技部高级技术经理。其为信息科技

领域的技术达人，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用科技力量

为金融业的创新发展持续赋能。凭借过硬的专业技

术，近年来牵头组织实施了人行自贸区资金监测平

台、ＧＥ集团客户个性化服务平台、支付宝代发平台

等重大项目，以出色的工作成效，获得监管机构、客

户单位的认可。在中银集团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

勇于创新、自我要求，不断学习和运用前沿技术为中

行数字化转型按下“加速键”，牵头建立微服务应用

平台、ＤｅｖＯｐｓ平台等，并制订“十四五”整体应用架

构规划，为中行分布式架构转型打下坚实基础。同

时，注重新员工的带教与培训，通过开展系统培训课



程与经验分享交流，培养输送了一批青年技术骨干。

２０２０年被授予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工作室

被评为“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陆嫣一］１９８３年生，中共党员。中国银行上

海市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匠心深耕普惠金

融，牵头为中小微企业创新研发产品和方案２０余

款，获得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银保监局、上

海市金融工会、上海市科委、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等

颁发的２０余项创新奖，其中以“张江模式”为代表的

科技金融服务已累计支持约３０００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累计发放信贷超３００亿元，培育境内外上市公司

近３０家、新三板挂牌企业近２００家，获上海市人民

政府颁发金融创新成果奖一等奖。积极投身上海

“三大任务、一大平台”等建设，组织中行志愿者组

成被誉为“跨境红娘桌长”的队伍，全力保障进博会

官方配套活动贸易投资对接会，相关工作获得展

商、客商一致赞誉。２０２０年被授予上海市劳动模

范称号。

［陈锦焰］ １９８８年１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２０１２年９月入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

所，２０１５年１月加入中国东方上海市分公司，２０２０

年任风险管理部副经理。２０２０年获上海金融五一

劳动奖章。

［陈　韵］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虹桥开发区张

虹支行网点负责人。２０２０年获上海金融五一劳动

奖章。

［林允情］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职工。２０２０年

获上海金融五一劳动奖章。

［费玉华］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与产

品管理部副总经理，分管上海农行本地特色信息系

统研发。坚持服务业务与基层，为不同客户提供安

全可靠的服务；坚持以科技促创新、以创新促发展，

积极探索新技术应用，先后完成农行中间业务平台

ＴＵＬＩＰ、Ｃａｔｈａｙ、太行平台、融易汇等平台的迭代更

新；紧紧围绕全行数字化转型目标，在移动互联、人

工智能等领域开展产品创新，推动技术业务深度融

合，支持业务经营转型与创新发展，在助力小微企

业、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带领技术团队探索普惠金融

业务模式和金融产品创新，研发“经营融Ｅ贷”产品，

创新引入Ｈ５界面嵌入合作方ＡＰＰ，通过ＡＰＩ和组

件化等技术重构内部系统，为小微客户提供手机人

脸识别、活体检测等服务，实现远程客户身份识别，

让客户体验到贷款的“秒批秒贷”“随借随还”的便捷

服务。在融入上海城市建设、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方

面，积极支持市政府重大项目建设与金融服务创新，

在上海市敬老卡、社保卡项目中，农行是全市首批发

行敬老卡、社保卡的银行之一，她带领开发部门克服

时间紧、任务重等困难，在项目入围后的短短一个月

的时间内就实现了敬老卡和社保卡的批量开卡、申

领等功能。在ＥＴＣ金融服务需求中，积极配合全行

营销任务，短时间内完成个人在线申领、对公ＥＴＣ、

第三方渠道接入等功能研发。２０２０年被授予上海

市劳动模范称号。

［黄长虹］１９７１年生，中共党员。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上海嘉定区支行党总支书记、行长。１９９０年

进入上海邮电局，２００８年加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

海分行。牢记党员干部初心使命，以“老黄牛”精神，

常年战斗在邮储银行基层一线。善于学习，勇挑重

担，始终冲在市场第一线。坚持风控第一，资产质量

保持优良。多次被授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

“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优秀党务工作者”

“优秀工会工作者”等称号，２０１７年被授予上海市巾

帼建功标兵称号，２０２０年被授予上海市劳动模范

称号。

［章万锋］ 交通银行总行软件中心干部。从事

并专注金融ＩＴ应用研发及系统建设工作近１６年，

承担交通银行核心、财资、理财、贷记卡、风险等业务

领域的项目建设、研发创新与系统运行保障等重要

职能。５年来，为交通银行“５３１工程”新一代信息系

统建设及境内、海外行全集团推广上线，为每年两会

期间的金融系统运维保障作出突出贡献。作为部门

负责人，带领部门完成生物识别平台建设，以人工智

能技术助力银行业务线上化、拓展服务渠道；部门承

建“双核异构”主体开发，基于自主开发分布式数据

库，在同业率先实现主机、开放双“核心”运行，为交

行核心技术安全可控迈出坚实一步，获人民银行科

技发展奖。作为创新工作室领军人，与工作室成员

共促研发、共克难题，推出区块链、深度学习、知识图

谱等相关的十多项创新成果，其中“基于区块链技术

的资产证券化平台”创新项目获《金融电子化》金融

行业科技创新突出贡献奖；工作室已获６项专利、发

表４篇期刊文章。因业绩突出，部门团队获得“交通

银行青年文明号”称号；个人获得１次上海市劳动模

范，４次人民银行科技发展奖，１次交通银行优秀党

４２３ 　第九篇　人　　物



务工作者，１次交通银行优秀教育培训工作者，２次

总行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１次总行机关优秀党员

等荣誉称号。２０２０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董春英］ １９８３年４月生，中共党员，金融学

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上海电气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结算部部门副经理。作为具

有装备制造业背景的金融机构财务部门负责人，在

财务战略体系建设、服务实体产业、金融产品定价等

专业领域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曾获“上海市青年

金才”，首届“财协研究人才”等称号，并带领团队多

次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统计工作一等奖、中国金融

品牌传播年度案例奖、上海市机电工会“五一巾帼

奖”集体等荣誉。２０２０年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谭晨晨］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闸北支行客户

经理。２０２０年被授予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潘　淳］１９８１年生，中共党员。中国银行上

海市虹口支行内控运营部主任。她始终满怀对于工

作的热情和认真，在担任瑞虹新城支行党支部书记、

行长期间，为周边群众打造了最温暖、最贴心的“家

银行”。她坚持党建引领，与多个政府部门、企业、高

校、街道社区建立党建共建联盟，发挥组织合力，有

效提升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她立足区域特点，

积极开展财商课程，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打造

消费金融与财富金融两大品牌服务。她持续推进改

善网点服务环境和员工工作环境，建立户外职工爱

心接力站、员工休息活动区等，为环卫工人、快递小

哥、交通警察等户外工作者提供充电、饮水等服务，

为员工打造暖心家园，所在网点被誉为“有高度、有

温度、有精度、有深度”的“四有”银行网点。２０２０年

获全国金融五一巾帼标兵称号。

５２３一、 先 进 劳 模　



二、 新 闻 人 物

（一）２０２０沪上金融家

上海黄金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焦瑾璞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陈

其昌

上海期货交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凤海

上海票据交易所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汉光

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党委书记、总经理

李骏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

海超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副董事长张

晓蕾

（二）２０２０沪上金融行业领军人物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党委委员、副总裁崔嵬

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张欣

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党委委员、总经理李慧

中国光大银行首席业务总监、上海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马宁

平安银行行长助理、上海分行行长张朝晖

汇付天下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周晔

（三）２０２０沪上金融行业创新人物

法国兴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ＨｕｇｕｅｓｄｅＬａＭａｒｎｉｅｒｒｅ

摩根大通环球企业银行中国区总裁、董事总经

理黄健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首席执行官符

懋赞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华龙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钱于军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王庆龙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井伟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卢大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骁

中债数字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平



三、 金融机构负责人

　　［犆犺犪狉狅犲狀犾犪狉狆犜犺犪犿犿犪狀犻犮犺犪狀狅狀犱］ 中文名“谭

永乐”。１９７５年４月生，泰国籍，工商管理硕士。毕

业后曾先后供职于荷兰银行和花旗银行曼谷分行等

银行金融机构，自２００８年起加入泰国盘谷银行（大

众有限公司），任职于国外银行业务部，并于２０１１年

调任泰国盘谷银行（大众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先

后出任副总经理、总经理。２０１９年１０月起出任盘

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２０２０年１月起

出任盘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犎犲狉犿犪狀狀犎犪狌狊犲狉］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生，毕业于德

国歌德商学院（慕尼黑分校）。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

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１９８７—２０００年先后在德国

ＢｒａｕｎＭａｓｃｈｉｎｅｎｖｅｒｔｒｉｅｂＧｍｂＨ 公司、德国 Ｗｅｐｒｏ

公司、德国ＴｕｐａｊＴｅｃｈｎｉｋＶｅｒｔｒｉｅｂＧｍｂＨ公司以及

德国福特银行工作；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先后在戴姆勒

克莱斯勒金融服务公司德国以及韩国风险部担任管

理职务，戴姆勒东南亚投资有限公司（新加坡）非洲、

亚洲、太平洋洲地区金融服务风险管理部长；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年先后担任梅赛德斯 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和信贷运营副总经理、梅赛德斯 奔驰租赁

有限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担任东风日产汽

车金融有限公司董事和总经理。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担

任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监事、日产全球汽车

金融业务部部长。２０１９年６月起任东风日产汽车

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犜犪犽犪狀狅犃犽犻］１９７１年１２月生，本科学历。东

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财务官。

２００４年加入日产全球总部，至２０２０年９月先后在日

产总部财务部负责全球资金管理；在北美日产汽车

公司担任资金经理，负责融资和现金流管理；在日产

总部财务部担任副总经理，负责海外融资项目；在日

产汽车金融公司（日本）担任首席财务官和首席信息

官。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起任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首席财务官。

［犢狅狀犵犛犻狀犔犲狅狌］ 中文名“杨先柳”。１９６４年５

月生，马来西亚籍，本科学历。科威特国民银行上海

分行行长。有３０年金融行业相关从业经历，曾在华

侨银行、住友银行（原）、星展银行服务并担任过银行

企业融资部资深高管，负责银团贷款等业务。２００５

年１月起在科威特国民银行上海代表处任首席代表

职务，２０１７年任科威特国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八田健（犎犪狋狋犪犜犪犽犲狊犺犻）］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生，经

济学士。日本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行长。曾在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古屋

分行从事金融工作。２０００年外派至住友信托投资

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外派至中和住信咨询（北京）有限

公司任业务科科长。２０１２年任三井住友信托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亚洲部大中华区科科长。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任上海分行副行长，２０１９年至今任上海分行

行长。

［大和健一（犢犪犿犪狋狅犓犲狀犻犮犺犻）］１９６８年６月生，

本科学历。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负责人、

董事、行长。先后在株式会社东京银行、株式会社东

京银行纽约分行、株式会社东京三菱银行、株式会社

三菱ＵＦＪ银行任职。２０１９年８月起任株式会社三

菱ＵＦＪ银行执行董事、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董事兼行长。

［马立新］ 浙江大学硕士，上海交通大学

ＥＭＢＡ。曾于中国人民银行浙江分行、上海分行、中

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任职，２０１０年担任中国银监

会、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副局长，２０１９年至今担任

富邦华一银行董事长。

［马　宁］１９７１年３月生，蒙古族，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学历。自１９９８年进入中国光大银行后，

先后在总行、北京分行、上海分行工作，现任中国光

大银行首席业务总监兼任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拥有２０余年的经验，具备较高

的金融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

［王　克］１９６８年４月生，获北京大学计算机

科学学士学位及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Ｋｅｌｌｏｇｇ）商



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在中国、美国、新加坡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超过２０年的国际金融从业经验，

谙熟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模式、管理方法以及市

场法规环境等。２０１２年加入华侨永亨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历任信息科技部总经理、营运与科技部总

经理、珠三角地区总部总经理、副行长等职务。作为

银行高级管理团队的重要一员，直接参与银行战略

管理的决策，出色领导多个战略性项目的实施并取

得了丰硕成果。

［王明东］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宝武财务公司党委副

书记、副董事长。

［区瑞光］ １９６４年９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２０１９年１１月起，任北京银行业务总监、

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中村伸吾］ １９６９年２月生，本科学历。１９９３

年４月进入第一劝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日本瑞

穗银行股份公司前身之一），先后担任瑞穗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营销部助理总经理、深圳分行副行长、

上海总行战略企划部副总经理、广州分行行长、上海

总行战略企划部总经理。２０２０年７月起担任瑞穗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具有丰富的战略企划

业务推进经验及全面的银行业务管理能力。

［冈山智则］１９６６年１１月生，本科学历。日本

横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行长。有３０年银

行业工作经验，１９９０年进入日本横滨银行工作，为

汉语进修生，先后在香港代表处、曼谷代表处、总行

国际业务部门、法人营业部门等就职。２０１９年６月

由总行派遣至上海分行。２０１９年８月任上海分行

行长，主管分行前、中、后台业务以及风险管理。

［孔祥清］ １９６７年５月生，中共党员，复旦大

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理学硕士学

位，高级会计师。华宝信托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１９９１年７月参加工作，曾在宝钢集团从事财务

工作多年，历任宝钢计财部资金处副处长（主持工

作），宝钢集团财务公司总经理，华宝投资副总经理，

华宝证券董事长，法兴华宝汽车租赁董事长，华宝租

赁董事长，中国宝武产业金融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

书记兼工会主席，华宝基金党委书记、董事长等

职务。

［左　畅］ 硕士研究生学历。德邦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代任总经理，德邦星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及法人，德邦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法

人。担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资产证券化业

务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证券交易所薪酬财务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会科技发展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先后于华泰证券、东海证券工

作，对于证券、基金行业各类业务具有丰富的管理

经验。

［石原至］１９６５年６月生，本科学历，并修完英

国伦敦商业学院斯隆学术项目课程。１９８８年４月

加入日本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日本瑞穗银行

股份公司前身之一），分别担任营业第一部部长代

理、国际管理部海外日系营业推进室参事役／次长、

欧洲营业第一部次长、伦敦分行迪拜事务所所长、瑞

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营销二部总经理、瑞穗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行长。２０２０年７月起担任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具备客户营销、信

托、外资法人银行经营管理等丰富的商业银行业务

和管理经验。

［付　捷］１９７３年７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

生学历，高级经济师。２００９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

任工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２０１４年１月

至２０１７年３月，任工行青岛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２０１７年３—５月，任工行山东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兼青岛分行行长。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任工

行山东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２０１９年６月起，任工

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冯长军］ １９７８年５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正高级会计师。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董

事长，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总会计师，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先后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财务

与审计部总会计处、预算处员工、预算处副处长、财

务部预算处副处长；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先后任济南轻骑

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先后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财务

部副主任、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先后任重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党委书记，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总经

理、董事、党委书记；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６月任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长安汽车金融有限

８２３ 　第九篇　人　　物



公司董事长。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起任东风日产汽车金融

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淳林］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生，中共党员，香港大

学经济学、哲学硕士。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曾担任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投资银行部部门经理、创新投资部部门经理、副总

经理等职务。

［朱永红］ １９６９年１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中国宝武党委

常委、总会计师兼董事会秘书、财务公司董事长。

［朱　健］ １９７１年６月生，中共党员，法学硕

士，工商管理硕士。上海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

长、行长。曾任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管办信息调研处

副处长，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信息调研处副处长、

处长，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办公室主任、机构二处

处长，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党委委员、局长助理、

副局长，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裁。

［任德奇］ １９６３年９月生，工学硕士，高级经

济师。１９８８年７月至２００３年８月先后在中国建设

银行岳阳长岭支行、岳阳市中心支行、岳阳分行，中

国建设银行信贷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信贷风险管理

部工作。２００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历任中国建设

银行信贷审批部副总经理、风险监控部总经理、授信

管理部总经理、湖北省分行行长、风险管理部总经

理。２０１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其中：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兼任中银香港

（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２０１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８

年６月兼任中国银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总

裁］。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任中国银行执行

董事、副行长。２０１８年８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任交通

银行行长。２０１８年８月至２０２０年１月任交通银行

副董事长（其中：２０１９年４月至２０２０年１月代为履

行董事长职责）、执行董事。２０２０年１月起任交通

银行董事长、执行董事，代为履行行长职责。

［刘志美］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３２年银行业

工作经验，先后在交通银行总行担任代理行欧非区

主管、瑞典银行上海代表处担任过首席代表职务。

２０００年进入瑞典银行工作，任代表处首席代表，

２００７年６月起担任瑞典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刘　宏］ 硕士研究生学历。法国外贸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行长。具有多年银行业丰富的

工作经验，曾经在荷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澳新

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自２０１６年６月进入法国外

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担任上海分行行长及大

中华区负责人。

［刘　珺］１９７２年１月生，工商管理博士，高级

经济师。１９９３年７月至２００９年９月先后在中国光

大银行国际业务部、香港代表处、资金部、投行业务

部工作。２００９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历任中国光大

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期间先后兼任中国光大银行

上海分行行长、中国光大银行金融市场中心总经

理）。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任中国光大集团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４年６—１２月任中国光大

（集团）总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２０１４年６月至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期间先后兼任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

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副主席、中国光大国

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副主席、中国光大实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２０年

５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２０年７

月起担任交通银行行长、执行董事。

［刘　勤］１９７５年２月生，本科学历。自２００１

年底加入汇丰数据处理（上海）有限公司开始，至今

已有近２０年的金融及银行从业经验，曾任渣打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副行长。上海银保监局

（筹备组）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日核准刘勤德意志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行长的任职资格。

［严　栋］ １９７３年７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初级会计师。温州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风险监控官、副行长。

［李大宁］ 本科学历。１９８９年进入韩国产业

银行工作，已有３２年银行业工作经历，曾在韩国产

业银行水源分行、营业部、安全管理部、人事部、投资

管理部、财务部等部门工作。２０１８年７月由总行派

遣到上海分行，担任营业部部长。后经上海银保监

局任职资格核准，自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起任韩国产

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负责与信、不良与信、监察

统辖等业务。

［李　化］ １９７８年４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中级经济师。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董事

兼执行副总经理。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担任深圳市紫金

支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宣传部经理；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年先后担任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销售部销售

９２３三、 金融机构负责人　



计划科专营店管理主管，车辆业务科业务主管、科

长，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销售部（水平事业部）汽车

金融业务科长，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科长。２０１８年７—１１月任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９月任东风

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２０１９年９

月起任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执行副总

经理。

［李　玮］ １９６６年７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工程师。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长期在开发银行上海分行工作，曾任办公室

主任。

［李建国］ １９６３年６月生，中共党员，经济学

硕士，经济师。上海农商银行监事会主席。曾任中

国人民银行外资司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港澳事

务管理处副处长，中国华安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中国

人民银行驻东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国

际司正处级干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国际部副

主任，上海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上海银行副行长

（任职期间先后挂职任辽宁省财政厅副厅长、党组成

员，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李晓勇］１９７２年１１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高级经济师。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长期在开发银行总行部门工作，曾任

上海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李家永］１９６３年１２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杭州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连云港分行金融监督管理科科

长、连云港市商业银行副行长、江苏银行总行风险管

理部副总经理、江苏银行小企业金融部总经理、杭州

银行南京分行行长。

［李琦强］１９７１年１１月生，中共党员，会计学

硕士，高级会计师。华宝信托党委书记、董事长。

１９９４年７月参加工作，曾在宝钢集团从事财务工作

多年，历任宝钢集团浦钢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

宝钢股份中厚板分公司财务部部长，宝钢股份财务

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八一钢铁总会计师，宝钢

集团（中国宝武）财务部总经理，中国宝武产业金融

业发展中心总经理、产业金融党工委书记、华宝投资

总经理，中国宝武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杨　波］ 工商管理博士。申能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有２０多年的金融从业经

验，行业经历涵盖外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股权投

资基金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对于企业融资、创业投

资、股权投资、产融结合有着丰富的经验。作为长期

从事能源金融的专业人士，同时担任中国投资协会

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理事，对于碳中和背景下的绿

色金融和产业投资有着深刻的见解。积极发挥财务

公司自身金融机构与产业生态之间的桥梁纽带作

用，围绕绿色金融、低碳发展，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和

路径，不断丰富绿色金融的理论研究和业务实践，在

碳中和投融资实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吴庆斌］１９７３年４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水

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及法学专业，获得双学士学位。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先后任职于北京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等机构并担任重要管理职务，具有

近２０年金融工作及管理经验。

［吴克照］ １９７６年７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温州银行上海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

［吴亮东］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长期在开发银行总行部门工作，曾

任国家开发银行资金局副局长，国家开发银行深圳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吴瑞忠］１９６４年７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

生学历。华澳信托公司董事长。先后担任莆田县贸

易信托公司副经理，莆田县财政股股长，兴业银行莆

田分行荔城办事处主任，福建兴业银行莆田分行党

组副书记、副行长、党委书记、行长，兴业银行重庆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总裁、董

事长。

［何庆东］１９７１年５月生，中共党员，金融学硕

士。１９９２年７月任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金融系

教师（其间：１９９５年７月至１９９６年２月由人民银行

安排赴西藏援助工作）。２０００年１月调至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至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历任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

分公司党委委员、助理总经理，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党委书

记、总经理。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至今任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何舜华］１９６０年１月生，工商管理硕士。东

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行长。作为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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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地区的资深银行人士，具备逾３０年的国际性银行

业务和管理经验，对内地市场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

１９８３—２０１７年服务于汇丰集团，曾任汇丰香港工商

金融处总监、汇丰中国工商金融服务中国区总经理、

汇丰中国副行政总裁以及汇丰中国广东行政总裁等

职务。曾任中国银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银行业协

会外资银行工作委员会主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副

理事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务理事、上海海外联谊

会理事。

［余亚瑞］ １９６５年１月生，中共党员，工商管

理硕士，高级会计师。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总经理。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上汽集团，从

事财务分析和管理工作。历任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

司财务部成本科高级经理、上汽通用东岳汽车有限

公司财务部部长、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部总监。

［余　钧］ １９６７年９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中级会计师。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长期从事金融及企业管理工作，先后在厦门农业银

行国际部、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并担任高级

管理职务，具有２０余年金融及企业管理工作经验。

［汪　宇］１９６８年７月生，本科学历。兴业银

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

［汪素南］ １９６６年３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国际注册内审师。浦发银行

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具有超过２０年的商业银

行内部管理、营销推进工作经验，曾任浦发银行总行

审计部执行审计官、零售业务总监、浦银安盛基金公

司董事等职务。

［沈　烁］ １９７２年８月生，中共党员，经济法

学士，中级经济师。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长期从事金融机构合规与风险管理相关实务工作。

具有近２０年金融及企业管理工作经验。

［沈晓驰］１９７０年１１月生，硕士。江苏银行上

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历任江苏银行南京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

［张文杰］ 经济学与国际商业管理学士。拥有

２０余年银行从业经验。２０２０年任美国银行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行长。

［张旭蕾］１９７１年７月生，经济学硕士。她拥

有超过２７年的银行业工作经验，先后在瑞穗实业银

行上海分行、马来亚银行上海分行担任业务课人民

币部门经理、营运部经理职务。２００７年７月进入中

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工作，任营运部主管；

２０１０年４月起任上海分行副行长兼营运部主管；

２０１２年３月起任上海分行副行长、中国区营运部及

信息技术部副主管兼上海分行营运部主管。２０１９

年６月起任上海分行副行长、营运管理部副主管兼

上海分行营运部主管。

［张晓蕾］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总裁兼副董事

长。曾任渣打中国多项高级管理职务。在担任渣打

中国副执行总裁兼华北区执行总裁、北京分行行长

期间，主要负责渣打中国北方区的战略制定、业务发

展和公司治理，同时全面负责北京分行的日常管理

工作。曾任中国区金融机构客户部董事总经理。在

此期间，她凭借卓越的客户关系管理才能和出色的

领导力，成功带领金融机构客户部实现跨越式发展，

并使之成为在华外资银行中最大的金融机构客户

部。自１９９４年加入渣打银行，在企业银行业务领域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管理经验，曾成功开创渣打中

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客户部。

［张朝晖］１９６９年３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

生学历，中级经济师。平安银行行长助理兼上海分

行、上海自贸区分行行长。从事金融工作３０年，其

中从事中高级管理岗位逾２０年，曾担任平安银行广

州分行行长助理、平安证券南区事业部总经理、平安

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平安租赁总经理等职务。其在

银行、证券、租赁等多个金融领域表现出了卓越的业

务及管理能力，具备跨领域的专业知识与管理经验。

［张　锋］１９７４年５月生，经济学硕士。上海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曾任上

海财政证券公司研究员，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

究员，上海融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信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股票投资副总监、基金经理，上海东方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投资部总监、私募权益

投资部总经理、公募集合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执行董

事、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

［张　騄］ 硕士研究生学历，１１年金融从业经

历。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席总经理。曾于宁夏

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神林乡中学担任支教教

师。历任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制造业研究

部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

究所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知合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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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研一中心投资总经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

究所所长、总裁助理兼研究所所长、总裁助理兼产研

中心总经理。

［陈永健］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８日生，无党派人士，

本科学历。丰业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兼西安银行非

执行董事、西安银行董事局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

员。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及广泛的银行业从业背

景，曾在丰业银行数个部门和业务领域担任过管理

职位，包括投资银行及商业银行业务、企业和市场信

贷、贸易融资、金融机构同业、资金外汇、债务重组、

分行管理以及公司战略发展。

［陈　刚］ １９６５年４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上海国利货币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历任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财

务部副总经理、总裁办总经理、香港鼎通投资有限公

司执行副总裁、行政人事部总监。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历

任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行政管理总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总经理，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任上海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总经理，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任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４年５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长。

［陈庆锴］ １９７４年１月生，硕士研究生学位，

无党派人士。日立（中国）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从

事相关经济工作时间２０年，其中金融从业年限为

１７年。

［陈其昌］１９６３年１０月生，中共党员，复旦大

学国际金融专业在职大学学历。１９８３年７月进入

农行工作。１９９８年５月起历任卢湾支行党总支书

记、行长，上海市分行银行卡部总经理，南汇支行党

委书记、行长，徐汇支行党委书记、行长。２００８年１０

月起历任上海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上海市分

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上海市分行党委副书记、副

行长兼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监事长，上海市分行

党委副书记、副行长。２０１９年３月起任农行上海管

理部党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兼上海市分行党

委书记。２０１９年４月起任农行上海管理部党委常

务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兼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

［陈　峰］ 经济学博士。曾任厦门银行副行

长，负责厦门银行金融市场及零售业务。曾任职于

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中国银监会厦门监

管局等机构。２０１７年担任富邦华一银行副行长。

２０１８年至今，担任富邦华一银行行长。

［陈海涛］１９７２年４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

生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宝武财务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

［邵伏军］１９６５年１０月生，中共党员，经济学

博士。中国银联党委书记、董事长。１９８８年８月参

加工作，１９８８年８月至２００１年６月先后在中国人民

银行资金管理司、计划资金司、货币政策司、办公厅

工作，２００１年６月至２００３年１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办

公厅副局级助理巡视员，２００３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３月

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２００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１

年３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２０１１年３

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

公室）主任，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加入中国银联。

［武鸿鹏］１９７７年７月生，中共党员，国民经济

学硕士，高级经济师。２０００年７月参加工作。曾任

中国电财发展策划部副主任，中国电财湖南分公司

总经理，中国电财信贷管理部主任，中国电财东北分

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林顺辉］１９６７年９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

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兼建行大学上海金融创新学院副院长、

建行大学上海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先后任中国建

设银行厦门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上海市分行党

委委员、副行长，浙江省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湖

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等职务。

［林钰华］ 利兹大学荣誉法学学士学位。花旗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常驻上海。同时兼任花

旗中国首席执行官，负责花旗中国区的各项业务和

运营。此前担任花旗亚太区运营和技术主管、花旗

香港和澳门的零售金融业务总裁。自１９８３年加入

花旗以来，曾先后在香港、加拿大和亚太区担任多个

管理职务，涉及领域有环球交易服务部，企业与投资

银行和商业银行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领导花旗

证券服务部参与中国Ｂ股市场的业务。

［林焕钧］ １９８０年１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台湾中小企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副行长。

２０１４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研究所。具有１７年银

行工作经验，先后在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历练催收诉

讼与管理、企划推展、法令遵循等业务，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调至上海分行任行长助理，负责协助办理分行业务

手册及作业规章之修订、协助同仁对于相关业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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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法规之搜集与释疑、协助分行各类业务相关合同

与契据之审视与修订、办理业务相关法令及法规之

教育训练等事务，并于２０１６年１月取得合规负责人

任职资格的批复。

［林惠娘］ １９６５年３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台湾中小企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副行长。

具有３３年银行业工作经历，先后在台湾中小企业银

行担任过存款业务、外汇业务、放款及信托业务等职

务。２０１８年３月起拟任上海分行副行长，同年７月

起任上海分行副行长。

［欧阳勇］ １９６３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

政工师。中国民生银行行长助理、上海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曾

任中国民生银行武汉青山支行行长，福州分行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零售总监，太原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深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总行人力资源部总经

理、党委组织部部长。

［金一民］ １９６８年５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中级经济师。温州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

［金　胜］ １９７４年３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研究员级）。中船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１９９７年８月至２００４

年７月任航天一院综合财务处会计、副处长。２００４

年７月至２００６年９月任航天五院财务部会计核算

中心副主任、主任。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８月任航

天五院财务部副部长。２０１２年８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

任航天五院神舟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

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任航天五院财务部部

长。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任中船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２０１９年６月至２０２０年

４月任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２０２０年４月起任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

［金　煜］ １９６５年２月生，中共党员，经济学

博士，高级经济师。上海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申

联国际投资公司董事，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

营业部总经理、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新加坡分行总

经理，中国建设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上海银行党

委书记、副董事长、行长，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上海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向军］１９６８年７月生，中共党员。浙商银

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历任中国建设银行瓯

海县支行副行长，苍南县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温

州市分行营业部总经理，瑞安市支行党委书记、行

长，兴业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浙商银行温州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

［周　杰］ １９６７年生，中共党员，工学硕士。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日起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２０１６年７月起任海通证券党委书记。曾于１９９２

年２月至１９９６年６月在上海万国证券有限公司投

资银行部工作。１９９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先后任

职于上海上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实业医药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上海上

实（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允哲］ 本科学历。１９９１年进入韩国产业

银行工作，至今已有３０年银行业工作经历，曾先后

在中国沈阳分行、总行企业金融二部、平泽分行、仁

川分行总行监察部、海外事业室等多个部门和分行

任职。在此期间，负责过企业集团信贷营业战略、统

辖对外监察、制定各分行的营业战略、调整债权金融

机构之间的利害关系等重要业务。２０２０年７月由

总行派遣到上海分行，经上海银保监局任职资格核

准，自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起就任韩国产业银行上海

分行行长。

［郑　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书

记、董事长，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国

家经贸委经济法规司调研处副处长，中国机电设备

招标中心开发处处长、第七招标业务处处长，国家外

汇管理局资本项目司副司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

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副

局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党委委员、副主任兼外

汇管理部主任，上海市金融工作党委副书记、市金融

办主任，上海市金融工作党委书记、市金融办主任，

上海市金融工作党委书记、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金

融工作局）局长。

［项　震］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生，中共党员，工商管

理硕士。３２年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工作经验，历任奉

贤支行行长、上海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上海分行

第二营业部总经理及浦东分行行长。２０２０年１月

加入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８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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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保监局核准，任上海分行副行长。

［赵　蓉］１９７１年１１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

究生学历。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中

国银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常务副总裁、党委

副书记、直属机关党委书记。１９９８年进入中国银行

工作。历任中国银行行长办公室秘书二处副处长，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执行董事，

中国银行办公室副主任（秘书督办行政）、个人金融

部营销总监、个人金融总部副总经理（财富管理）、办

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党委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２０１４年７月起任中国银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

部常务副总裁。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起任中国银行上海市

分行行长、党委书记。担任的社会职务包括上海市

第十五届人大代表、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上

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理事、上海市医药卫生发展基金

会理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促进会副理事长、上

海市金融学会第十届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第三届

校董会董事、上海金融业联合会理事。

［胡　杰］１９８４年４月生，经济学学士。长期

从事金融合规、风险管理工作。中泰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总裁。先后任职于上海银行、南洋商业银行、中

建投信托、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

有限公司等机构并担任重要管理职务。具有逾１０

年金融合规、风险管理工作经验。

［胡雅丽］ １９７６年８月生，中共党员，管理学

硕士，《新财富》白金分析师。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联席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兼任权益研究

部总经理。曾任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分析师、中

信证券研究部首席分析师（ＭＤ）、光大证券研究所

所长、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

［侯福宁］ 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上

海华瑞银行董事长。具有近３０年法人银行经营管

理经验，在资金财务、公司金融、零售银行等金融领

域具有扎实深厚的管理实践，历任中国工商银行上

海市外高桥支行副行长，上海银行资金财务部总经

理、办公室主任、行长助理、副行长，上海市农村信用

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主任，上海农商银行党委

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均瑶集团副总裁，上海华瑞

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积极推进上海农商银行的

改制、创新和转型发展，扎实探索民营银行差异化创

新发展，对中小商业银行经营发展战略具有全面的

研究和实践经验。发表有《商业银行合规人员法律

适用手册》《切实转变经营模式》《农商行的多元化发

展》《生态银行、金融科技、组织创新：民营银行的差

异化创新发展路径》等专著或论述。

［姚毅治］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自２０１８年任华美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行长以来，全面负责银行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整体

运营及发展，制定积极的战略方针，推动和发展银行

的中美桥梁金融业务。拥有近３０年外资银行从业

经历，历任美国富国银行上海分行中国区总裁、美国

银行上海分行中国运营部主管、美国纽约梅隆银行

上海分行行长。曾在荷兰银行、澳新银行、花旗银行

以及东亚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

［贺劲松］１９６８年１２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

［秦志华］ １９６９年６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中级经济师。２０１７年２月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任厦

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秦　怿］１９７０年４月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

硕士，高级经济师。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曾担任交通银行贵阳分行外汇业务处副

处长，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贾锐军］１９６４年７月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

硕士。上海银行监事会主席。曾任上海虹桥国际机

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部部长，上海

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虹桥候机楼管理分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上海机场集团虹桥国际机场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董事，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裁，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夏兵玉］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生，经济学硕士。科威

特国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合规负责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先后任职于中国银行镇江分行公司

部、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贷款营运中心和东亚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处。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先后担任印度卡纳拉银行上海分行合规负责人和印

度同心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合规负责人。２０１９

年１１月起任科威特国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合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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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维淳］１９７３年１１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起，任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

［顾建忠］１９７４年１１月生，中共党员，经济学

硕士，经济师。上海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

长、执行董事、行长，兼任上海市第三届金融青年联

合会副主席、上海市第八届青年企业家协会执行会

长、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

会第十二届会员。曾任上海银行公司金融部副总经

理兼营销经理部、港台业务部总经理，上海银行公司

金融部总经理、授信审批中心总经理、营业部总经

理，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综合协调处副处长（挂

职）、金融机构处处长（挂职），上海银行党委委员、人

力资源总监、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纪委副书记，上海

国际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徐　力］１９６７年１２月生，中共党员，经济学

硕士，高级经济师，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上海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兼

任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第六届

副主任、上海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银行同业

公会副会长、《上海国资》理事会理事。曾任中国工

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中国工

商银行上海市外滩支行行长、党总支书记，中国工商

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党委委员，上海

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徐众华］ 硕士研究生学历。爱建信托董事

长。曾任建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上海市分行风险

总监、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正行级）；兼任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航运研究

中心航运金融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浙江商会副会长

等职务。

［徐　舍］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会计师。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１９９６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７月任职于中船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〇四研究所，历任财务处科员、副处长、处长、

副总会计师、资产运作部主任、党委书记助理、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８

年５月任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支部书记、总

经理。２０１８年５月至２０２０年４月任职于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历任财务金融部副主任、主任，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２０２０年４月

起任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船

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徐学军］１９７２年１２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电财华东分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１９９４年８月参加工作，曾任杭州市

电力局财务处会计（项目主管），浙江省电力公司财

务部主管，中国电财浙江业务部副主任，中国电财甘

肃业务部主任，中国电财办公室主任，中国电财浙江

分公司总经理，中国电财华东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

［徐　春］ 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经

济师。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在东

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发展部、资金计划部

任职，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任东航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任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计划部经理，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任东航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外汇业务部经理，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任东航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任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起任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翁宏杰］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中级经济师。１９９４年８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在宁波

鄞州农业银行先后从事业务部业务员、副总经理等

岗位。２００４年３月进入广发银行，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在广发银行宁波分行先后任金融同业部副总经理、

金融同业部总经理、宁波鄞州支行行长、宁波分行副

行长、宁波分行行长。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至今，任广发银

行上海分行行长。

［高　宇］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博

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沈阳市轻工业管理局办公室职

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资金计划处

科长、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中心（上海）副总

经理，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总监，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总部副总经理、金融

市场总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金融市场总部总经

理、金融市场总部董事总经理、权益投资交易部董事

总经理。

［高芳明］１９６７年１月生，工商管理硕士。澳

洲联邦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兼机构银行及市场部大中

华区董事总经理。有３０多年的金融行业从业经验，

曾在诸多国际性外资银行，任职于渣打银行诸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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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分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总行、摩根大通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总行等，担任高级管理层职务。

［黄兆铭］ １９７１年１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台湾中小企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行长。

１９９７年起任职于台湾中小企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曾任总行授信管理部襄理、总行董事会秘书处及人

力资源处秘书，分行副经理、经理，历练存款、放款、

征审、外汇等业务及经营管理银行相关业务。２０１８

年８月赴上海分行实习，２０１９年１月起任行长。

［曹八阳］ １９７２年２月生，中共党员，工商管

理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虹

桥开发区支行副行长、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小

企业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兼任风险管理部总经理、中

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卢湾支行行长。２０１７年９月起

担任正信银行执行董事、行长。

［崔宝静］１９７６年１２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２００２年参加工作，拥有超过２０年的银

行业工作经验，先后在渣打银行上海分行、法国巴黎

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公司业务客户经理、高级客户经

理职务。２００８年４月进入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

限公司工作，任上海分行公司银行主管。２０１７年１

月升任上海分行行长。

［符懋赞］ 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管理学士荣

誉学位，特许金融分析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任大

华银行中国行长兼首席执行官。大华银行中国执行

非独立董事及执行委员会成员，大华银行集团管理

委员会成员，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拥有３０多年银行业从业经验，２０１１年加入大华银

行，主管资金和环球金融部海外分支机构业务，２０１２

年开始担任大华银行泰国行长兼首席执行官一职。

［程春涛］１９７１年１月生，中共党员。华夏银

行党委委员、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历任中国银

行河南省分行外汇信贷处信贷员、信贷管理处外商

投资企业信贷管理科副科长，风险管理处资产保全

科副科长、科长，保全业务处副处长；招商银行郑州

分行风险控制部副总经理，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副

总经理（主持工作）、风险控制部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风险控制部总经理兼计划财务部总经理，招商银

行郑州分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兼安阳分行行长；华

夏银行郑州分行筹备组成员、党委委员（负责纪检工

作）、副行长，华夏银行郑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华夏

银行党委委员、华夏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曾绍姿］１９６３年１２月生，中共党员，党校研

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路文斌］１９６５年１１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高级资

深经理、上海分行行长、党委书记。２００８年１月至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厦门分行行长、

党委书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任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福建省分行党委书记。２０１４年２月至

２０１７年８月，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省分行行

长、党委书记。２０１７年８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任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高级资深经理、福建省分行行长、党委

书记。２０１９年１１月起，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高级资

深经理、上海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解　强］ 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上海华

瑞银行执行董事、行长，上海市浙江商会第十届理事

会副会长，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咨询行业协会副会

长。曾任职于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建设银

行上海分行卢湾南市支行分理处副主任兼房地产信

贷科负责人，上海银行支行副行长、行长、总行风险

管理部总经理；上海华瑞银行行长助理兼首席风险

官、副行长。

［蔡广龙］１９５７年１２月生。上海国利货币经

纪有限公司总经理。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任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Ｌｔｄ．总经理，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任Ｃｌｅａｒｉｍａｇｅ

Ｌａｂ．Ｕ．Ｓ．Ａ总经理，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任香港德利万邦

有限公司利率衍生产品部主管，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任上

海国利货币经纪有限公司利率衍生品市场部总经

理，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任公司前台业务总监兼利率衍生

品市场部总经理。

［蔡剑波］１９６３年７月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

士，教授。中国银联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兼

任银联国际董事长。１９８３年８月参加工作，１９８３年

８月至１９８７年９月任杭州大学经济系助教，１９８７年

９月至１９９３年３月公派赴日本九州大学攻读硕士研

究生、博士研究生，１９９３年３月至２００２年９月先后

任日本熊本学园大学商学部讲师、副教授、教授（其

间：１９９８年９月至１９９９年８月在美国哈佛大学费

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２００２年９月至

２００５年５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研究处处长，

２００５年５月至２００７年３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司长（副主任），２００７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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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中国银联。

［潘卫东］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副

书记、副董事长、行长，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

长。曾任宁波证券公司业务一部副经理，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宁波分行资财部总经理兼任北仑办事处主

任、宁波分行副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产品开发部

总经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分行行长、党组书

记，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挂职并任金融机构处处

长，上海国际集团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上海国际

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委员、执行

董事、行长、财务总监。

［戴祖荃］ １９７９年９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中级经济师。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２００２年８月至２００６

年１月，任职于中国石化扬子石化公司财务处。

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８月，任职于中国石化化工销

售分公司财务处。２００７年８月至今任职于中国石

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分公司、武汉分公司、上海

分公司。

［霜鸟隆成］ １９７８年５月生，本科学历。具有

１９年银行业工作经验。２００１年进入日本横滨银行

工作，先后在金泽分行、新横滨支行、新桥分行、纽约

事务所以及总行融资部从事对企业务及涉外、贷款

审查等业务。２０２０年３月由总行派遣至上海分行。

２０２０年５月任上海分行副行长，主管分行资金科和

营业科相关事宜。

［藤尾纪史］１９７０年１１月生，本科学历。具有

２６年银行业工作经验。１９９４年进入日本横滨银行

工作，先后在国际业务科、派遣至泰国盘谷银行、法

人营业科海外业务支援中心等就职。２０１８年３月

由总行派遣至上海分行，２０１８年４月任上海分行副

行长，主管分行资金科和营业科相关事宜。２０２０年

３月平级调任至主管中、后台业务相关事宜的副行

长一职。

［瞿秋平］１９６１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

高级会计师。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起担任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２０１８

年起担任海通国际证券董事会主席。历任中国工商

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江苏省分行副行

长，上海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副董事长，中国证监

会派出机构工作协调部主任、投资者教育办公室主

任、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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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一） 上海市银行业机构名录

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政
策
性
银
行

１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 浦明路６８号 ２０２６６６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２ 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 东方路２号 ２０２６５２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３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 延安东路４５号 ６３３６６３３６ ２００００２

大
型
银
行

１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浦东大道９号 ５８８８５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２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 银城路９号 ２０６８８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３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中山东一路２３号 ６３２９１９７９ ２００００２

４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 陆家嘴环路９００号 ５８８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５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江西中路２００号 ６３２１３４００ ２００００２

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东大名路１０８０号 ３５９６５５００ ２０００８２

法
人
银
行

１ 上海银行 银城中路１６８号 ６８４７５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２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中山东二路７０号 ６１８９９９９９ ２００００２

３ 上海华瑞银行 世纪大道１２３９号１层０１、０２单元 ３３２６８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２

４ 上海崇明沪农商村镇银行 城桥镇东门路３６６号 ６９６９５６６０ ２０２１５０

５ 上海奉贤浦发村镇银行
南桥镇南亭公路２８１、２８３号（１层），２８５号

（２—５层）
６０９７３８３１ ２０１４９９

６ 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 文诚路２３０号 ６７８１１３１２ ２０１６２０

７ 上海浦东江南村镇银行 祝家港路２２８、２３０号 ３８２３０７３２ ２０１３１８

８ 上海浦东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金港路２１１号１层、２０１室及２０９室 ５８３８５８８５ ２０１２０６

９ 上海闵行上银村镇银行 鑫都路２５３１号 ３４７９５４７２ ２０１１９９

１０ 上海嘉定民生村镇银行 金沙路２４５号 ６９０１６３６０ ２０１８９９

１１ 上海宝山富民村镇银行 宝林路４５８号 ６６６８０６３３ ２０１９９９

１２ 上海金山惠民村镇银行 卫清东路３００８—３０１８号 ３７２１３０３１ ２０１５０８

１３ 上海青浦惠金村镇银行 浦仓路５２８号 ３９２７２８１１ ２０１７９９

１４ 上海嘉定洪都村镇银行 塔城路４５５号 ６０７６６８９９ ２０１８９９

１５ 上海浦东恒通村镇银行
民生路５５０号船研大厦１０１、１１５、１１６室和

２层
６８５８５９６０ ２００１３５

１６ 上海松江富明村镇银行 新松江路１５０１号 ３１７８９９５０ ２０１６２０

１７ 上海宝山扬子村镇银行 殷高西路７１１号 ６６８３２５１２ ２００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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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股
份
制
银
行

１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世博馆路１１２、１３８号 ２０２６８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６

２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１１１８号 ６３６０６３６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３ 华夏银行上海分行 浦东南路２５６号 ３８８３９６６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４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浦东南路１００号 ６１８７７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５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陆家嘴环路１０８８号招商银行上海大厦 ５８７９５５５５ ２００１２０

６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江宁路１６８号、北京西路９６８号２９楼０５—０８
单元

６２６７７７７７ ２０００４１

７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 银城路８８号中国人寿金融中心
６３９０１０２２

６３９０１０３３
２００１２０

８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 陆家嘴环路１３３３号１层 ５８８７７７７７ ２００１２０

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 浦东南路５８８号 ６８８８７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０ 浙商银行上海分行 威海路５６７号 ６１３３３３３３ ２００００３

１１ 渤海银行上海分行 银城中路６８号 ５０１０６６６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２ 恒丰银行上海分行 张杨路１３５３号、源深路４１９号 ６１１８２３７０ ２００１３５

１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浦东南路１００号４０、４１楼 ６１８７６８８７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４ 平安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杨高南路７９９号１层０２单元 ２０７７６２７７ ２００１２７

１５ 渤海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世纪大道１２２９、１２３９号 ５１８２７１００ ２００１２２

１６ 宁波银行上海分行 银城中路８号 ３１１５８０２１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７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 浦东南路１５００、１５３０号 ２０６１２３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８ 杭州银行上海分行 中山东二路５５８号２幢 ６３７９８９０５ ２０００１０

１９ 南京银行上海分行 中山北路９３３号１—３层 ６６０６９８８８ ２０００７０

２０ 江苏银行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１１２８号１—２层 ２２２５８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１ 天津银行上海分行 世博大道１８５９号宝境商务大厦 ６３２９９１９９ ２００１２６

２２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上海分行 浦明路８６８弄１号 ３８８６８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２

２３ 温州银行上海分行 九江路３３３号１—３楼 ６３６０１１１６ ２００００１

２４ 大连银行上海分行 世博大道１９１９号２号楼 ６０２０１１７７ ２００１２６

２５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上海分行 吴中路５１５—５２７（单）号、５２９号 ３３５６１９９１ ２０１１０３

２６ 盛京银行上海分行 虹桥路１４５２号１０２、１０３、２０２室 ６３６０５０７０ ２００００４

２７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 中山西路１６００号 ３３６３５０００ ２００２３５

２８ 宁波通商银行上海分行
杨高南路４２８号由由世纪广场２号楼１层、

１５层、２２—２６层
６０５８７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７

２９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 杨树浦路８８号１—２层 ３１７８８８８８ ２０００２８

３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 北京东路６８９号东银大厦１５楼 ６１６１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１

３１ 中国民生银行中小企业金融事业部 浦东南路１００号３２楼 ６１８７８０８７ ２００１２０

外
资
法
人
银
行

１ 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海阳西路３９９号前滩时代广场１７—２０楼 ６８８８１６６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２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源深路１１５５号华侨银行大厦 ２０８３３２５２ ２００１３５

３ 华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世纪大道８８号金茂大厦３３楼０１—０８单元 ５０４９９９９９ ２００１２０

４ 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陆家嘴环路１３６６号富士康大厦 ６８８６３７８５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４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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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外
资
法
人
银
行

５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银城路１１６、１２８号 ６０６１８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６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
世纪大道１１６８号 Ａ 座１楼１０１室，１８、

１９、２０楼
２０６１９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７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陆家嘴环路１０００号恒生银行大厦 ３８６５８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８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陆家嘴环路１３１８号１３０１、１３０６、１７０１、１８０１
单元

３８９６８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９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世纪大道１００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２５层、

２６１０室
２８９６２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０ 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 大连路５８８号宝地广场办公楼Ｂ座 ３５９６３０８８ ２０００８２

１１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陆家嘴环路１６６号未来资产大厦 ６１６９６００１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２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世纪大道１００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２１、２３楼 ３８５５８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３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花园石桥路３３号花旗集团大厦 ２８９６６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４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世纪大道１００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１１—

１３楼
３８６０９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５ 东方汇理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南京西路１２６６号上海恒隆广场２座１２层 ３８５６６８８８ ２０００４０

１６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世纪大道８００号 ３８５６６６６６ ２００１３５

１７ 正信银行有限公司 中山东一路１７号 ６３３５１５１１ ２００００２

１８ 盘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中山东一路７号 ２３２９０１００ ２００００２

１９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 ３８８８３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０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２０１号渣打银行大厦 ３８６９３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１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花园石桥路６６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３８６７５０３３ ２００１２０

外
资
银
行
分
行

１
澳大利亚澳洲联邦银行公众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陆家嘴环路１２３３号汇亚大厦１１０１—１１０３及

１１０６室
６１２３８９１２ ２００１２０

２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４２０１—４２０４室 ２０８９０２３１ ２００１２０

３
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银城中路５０１号５４０１、５４０２、５４０７、５４０８室 ６１６５７６７３ ２００１２０

４ 德国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１００号３７楼 ３８５５９６３３ ２００１２０

５ 第一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荣华东道８６—９０号（双）（西部）２层 ２２２７０６２８ ２０１１０３

６ 法国外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陆家嘴环路１０００号１９０３２室 ６１６３３２５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７ 韩国产业银行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１００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３８楼

３８１０室
６８７７５０８９ ２００１２０

８ 荷兰安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１００号环球金融中心１９楼 ２０２０８２２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９ 荷兰合作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陕西南路２８８号上海环贸广场办公楼二期

２０层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室
２８９３４６４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０ 马来西亚马来亚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陆家嘴环路３３３号金砖大厦６层 ６０２８７６８８８２０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１ 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陆家嘴环路１０００号４１层 ３８６６１２６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２ 美国富国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１００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３２楼３０

单元
２８９２７７８２ ２００１２１

３４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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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外
资
银
行
分
行

１３ 美国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陆家嘴环路１２３３号汇亚大厦１６０１—１６０６、

１６０７Ａ、１６０８Ａ，１７楼
６１６０８７１２ ２００１２１

１４ 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富城路９９号震旦国际大楼１７楼１７０３—

１７０４室
５０３７２４９５１１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５ 台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南京西路１７８８号３０楼 ３２５６９９００１０３ ２０００４０

１６
台湾中小企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凯旋路３９９号３８楼３８０３—３８０６室 ６２６２７１７１３１１ ２０００５０

１７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银城中路５０１号７３层７３０１、７３０４室 ６１６８６０７７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８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世纪大道１００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２７Ｆ ２０８０５８０１ ２０００５１

１９ 埃及国民银行股份公司上海分行 浦东大道１号船舶大厦１２Ｂ０７室 ６８８６１８８９８０１３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０ 巴西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南京西路１５１５号静安嘉里中心１座北楼

２８０１—０２＆２８０６室
６０１０３６１８ ２０００４０

２１ 北欧银行瑞典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南京西路１５３９号嘉里中心办公楼２座２７层

２７０１—２７０３室
６３４０５１１１１０２ ２００００３

２２ 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浦东大道１号船舶大厦１５０１—１５０５室 ５８７９１５９９３１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３ 意大利裕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８８号金茂大厦２４０１室 ５０４７００７７１０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４ 德国北德意志州银行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８８号金茂大厦３７层０１、０７—０８
单元

６８６７３８７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５ 俄罗斯外贸银行公众股份公司上海分行 银城中路５０１号２５层２５０３—２５０５室 ６０６１０１５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６ 韩国大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红宝石路５００号东银中心Ｂ栋１１层０３室 ６２３６９２０９ １７０３ ２０１１０３

２７
马来西亚联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陆家嘴环路１２３３号汇亚大厦１８０５—１８０７室 ２０２６１８９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８
印度尼西亚曼底利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行

银城中路５０１号上海中心大厦４１０１、４１０７、

４１０８室
２０３３２６３２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９ 挪威银行公共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淮海中路９９９号上海环贸广场办公楼一期

２３层２３０４—２３０７室
６１３２２８６８ ２０００２０

３０ 日本横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１００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１９楼

Ｔ７１室
６８７７６８００５０３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１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３３层

３３０１—０５、１５—１６室
２０５２１８８８８３２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２ 瑞典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花园石桥路３３号花旗集团大厦６０１室 ３８６１２６６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３ 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３８５６００１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４
日本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世纪大道８８号金茂大厦５０楼０１室 ５０４７６６６１２０４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５ 荷兰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陆家嘴环路１２３３号汇亚大厦３１０７—３１０８
单元

２０５３２６９９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６ 科威特国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陆家嘴环路１２３３号汇亚大厦１５０１—１５０２室 ８０３６０８６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７ 西班牙对外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上海世纪大道８８号金茂大厦４５层０１、０８
单元

８０２３３２３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４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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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外
资
银
行
分
行

３８
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银城中路５０１号上海中心大厦５６楼５６０１室 ２０８２２７０１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９
意大利西雅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太仓路２３３号新茂大厦２５０１—２５０４室 ５３８３０４１７１３０ ２０００２０

４０ 印度国家银行上海分行 淮海中路１０１０号嘉华中心４２０６室 ５４６７００２９ ２０００３１

４１ 印度爱西爱西爱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南京西路１７１７号２７０５室 ８０１７１５７６ ２０００４０

４２ 英国巴克莱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陆家嘴环路１２３３号汇亚大厦３１０１室 ３８９６６１５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３ 大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中山东一路２３号４楼４０１—４０４、４０６、４０８Ａ室 ５３２１８６２６ ２００００２

４４ 泰国汇商银行大众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１００号环球金融中心７４楼Ｔ１５室 ６０５８７７０１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５ 摩洛哥非洲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银城中路５０１号６０层６００１、６００２室 ６０５８９５５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６ 约旦阿拉伯银行公众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４５

楼４５０５、４５０６室
６１６０７７１７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７ 永隆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８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２６楼

２６０１—２６０９室
２０３５７１６１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８ 加拿大丰业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８８号金茂大厦２９０４室 ６０７２８９９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９ 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陆家嘴东路１６１号上海招商局大厦９１３室 ２０８９１８２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５０ 华南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南京西路１７８８号３５楼０３、０４单元 ６０１００８５５１１８ ２０００４０

５１ 创兴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福山路３８８号越秀大厦２８层 ６０８５３０３１ ２００１２２

５２ 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Ｂ
座）３００１—３０１６室、３８０４—３８１１室、３９０１—

３９１６室、４００１—４０１６室
２０８０２２２９ ２００１２０

５３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银城中路５０１号４５０２室、４５０３室、４６０４室、

４６０６室至４６０７室、４７０２室至４７０７室、４８０２
室、４８０３室、４８０５室至４８０８室

５２００２３６７ ２０００４０

５４ 法国兴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８８号金茂大厦４８层４８０１、４８０２、

４８０６Ｂ、４８０７—４８１０、４８１２单元
３８６６９６２９ ２００１２０

５５ 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延安东路５５０号海洋大厦１楼１０３—１０５Ａ
室、５楼５０７—５１５室

５０３７２１２１２２ ２００００１

５６ 新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银城路８８号尚悦中心名义楼层２５楼０２—

０３单元
６８８６５５６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５７ 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峨山路５０５号１０４Ｂ室、５０２室 ５０８１０７０７６１０ ２００１２７

５８ 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银城路１１７、１１９号瑞明大厦１０层 ６１００６１０５ ２００１２０

５９ 蒙特利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即

Ｂ座）２０层
６１３６３６０２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０ 首都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延安西路１１５２号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３室 ３１８３３２８４ ２０００５０

６１ 大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东大名路５０１号上海白玉兰广场１５层０６—

０７单元
５５９８７０２０ ２０００８０

６２ 国民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娄山关路５２３号金虹桥国际中心２楼０２、

０３、０４单元
５２３１９１１０ ２０００５０

５４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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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外
资
银
行
分
行

６３ 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黄陂南路３３３号领展企业广场特色商店第

２、３、５、６、７、８、９号商铺
２３０５７０１５ ２０００２１

６４ 开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世纪大道８８号金茂大厦办公楼２区１４层０２

单元
８０１１１５１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５ 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古北路６６６号嘉麒大厦１楼１０２室、２楼２０２
室、１９０２室及１９０３Ａ室

５２０３６８００６８７０ ２００３３６

非
银
行
金
融
机
构

１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九江路１１１号 ２３１３１１１１ ２００００１

２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路６８９号２９楼 ６３４１０７７７ ２００００１

３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花园石桥路３３号１７楼 ６８８８３０９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４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路１６００号黄浦中心大厦１８层 ６３８７１８８８ ２０００２１

５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蒙自路７６３号３６楼 ２３１９１６８８ ２０００２３

６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世纪大道１００号环球金融中心５９层 ３８５０６６６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７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肇嘉浜路７４６号３—８层 ６４３９６６００ ２０００３０

８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华京路８号３１７室 ６２３１１０１０ ２０００４２

９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吴中路６８６弄３号１５楼 ６４０６８６７２ ２０１１０３

１０ 上海华谊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浦东南路１２７１号华融大厦１５楼 ２３５３５３１５ ２００１２２

１１ 上海上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淮海中路９８号金钟广场３０楼 ５３８５００１１ ２０００２１

１２ 日立（中国）财务有限公司 茂名南路２０５号瑞金大厦１９０８室 ６４７２１００２ ２０００２０

１３ 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滨江大道５２９９号８层 ６５９６６６６６ ２００１２７

１４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浦东大道１号６０７室 ６８８６２６９９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５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浦东南路２５６号３４—３５楼 ５８８８９５９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６ 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延安东路１００号３楼 ６３１３６００１ ２００００２

１７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陆家嘴环路９５８号华能联合大厦３楼 ６８８６６７６７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８ 光明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南京西路１５３９号办公楼２座３３层 ６６９３９８８８ ２０００４０

１９ 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世博大道１８５９号１号楼９楼 ２０６５７３０７ ２００１２６

２０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富特北路２１１号３０２—３８２室 ５２８９５５５５ ２０００４１

２１ 百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南路３１５号８楼 ６３３２７５０３ ２０００１０

２２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江宁路１１５８号１９０３Ａ ６１７３５８５８ ２０００６０

２３ 松下电器（中国）财务有限公司 吴淞路５７５号吉汇大厦９０６室 ３８６６７２９７ ２０００８０

２４ 上海外高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杨高北路２００１号管理楼１层Ｂ部位及２层

Ｂ、Ｃ部位
５１３０７８８８ ２００１３１

２５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世纪大道１号３幢１楼 ５８３３５０１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６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沪南路２２１８号东楼１０楼 ６８５８７８０５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７ 东方国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长宁区虹桥路１４８８号３号楼 ２２１１０３８８ ２００３３６

２８ 商飞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世博大道１９１９号Ｂ座２层 ２０８８８９００ ２００１２６

２９ 城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浦东南路５００号３９楼 ６８５０８９６５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０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广东路５００号２７、２８楼 ３８７３３９００ ２００００１

６４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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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非
银
行
金
融
机
构

３１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张杨路５００号时代广场２５楼 ５８３６７８９８ ２００１２２

３２ 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陆家嘴环路３３３号东方汇经中心大厦２８、

２９层
５３５５９８５８ ２００００１

３３ 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陆家嘴环路１０８８号２幢２１层、２２层、２３层

一单元、２４层
６１０５９９８１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４ 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延安东路５１８号５—６层 ２０６８６８７３ １０００２２

３５ 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龙腾大道２８６５号 ３３５６６６７６ ２００２３２

３６ 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富特北路２１１号３０２—３７８室 ５６１７７１１５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７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锦康路３０８号１１楼１１０１室、１２楼 ２０５７６９５８ ２００１２７

３８ 广融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浦电路３６０号１０楼Ａ单元 ２０７００９３３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９ 交银航空航运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马吉路２号１７层１７０４室 ５３５５９８５８ ２００００１

４０ 招银航空航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陆家嘴环路１０８８号２幢２１层、２２层、２３层

一单元、２４层
６１０５９９８１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１ 华融航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浦东大道２１２３号３层３Ｅ—２４６室 ６３２６５９１３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２ 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浦明路１６０号财富广场Ｆ幢 ２８９３６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３ 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 芳甸路１１５５号浦东嘉里城办公楼１９、２０层 ２０８９４６６６ ２０１２０４

４４ 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峨山路５０５号东方纯一大厦１２层、１７—２０
层（实际楼层１１层、１５—１８层）

３８５７６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７

４５ 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黄陂南路８３８弄１号４幢１７层 ２３１０９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５

４６ 上海东正汽车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陆家嘴环路１６６号未来资产大厦３０层Ａ、Ｂ、

Ｃ单元
２０６８９９９９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７ 华晨东亚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东方路１２６７弄８号第１２层 ８０２３７１００ ２００１２７

４８ 吉致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锦康路３０８号９层０１、０４单元 ２０５３５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７

４９ 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银城中路２００号１４楼 ６３２９１７２２ ２００１２０

５０ 上海尚诚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延安西路８８９号２３、２４、２５楼 ５２５０８８６６ ２０００５０

５１ 平安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陆家嘴环路１３３３号１８层 ３８６３７９９２ ２００１２０

５２ 上海国际货币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荆州路２３号２—４层、２７号１层 ３８６１７８８８ ２０００８２

５３ 上海国利货币经纪有限公司 陆家嘴环路１３１８号１００１室 ３８７８９７７７ ２００１２０

其
他
银
行
机
构

１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分公司
中山东二路１５号 ６３８９９９００ ２００００２

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陆家嘴环路３３３号金砖大厦１１层 ６８８６３３１１ ２００１２０

３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茂名南路２０５号 ６４７２９２６８ ２０００２０

４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分公司
北京西路１３９９号 ５２０００８０８ ２０００４０

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

贸区分公司
中山东二路１５号７楼 ６３２６５９５９ ２００００２

７４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续表）　　

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其
他
银
行
机
构

６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上海自贸区分

公司
陆家嘴环路１０００号恒生大厦３２楼 ６８６８８９８９ ２００１２０

７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

贸区分公司
杨高南路７５９号２号楼１２层０３、０４单元 ６８５８１９５６ ２００１２７

专
营
机
构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 天潼路１３３号 ６１２３５５８８ ２０００８０

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金属业

务部
中山东二路１１号 ６３２９９２９９ ２００００２

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私人银行部 中山东一路２４号 ２３２２９５００ ２００００２

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 银城路９号农银大厦 ２０６８６９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银城路９号农银大厦 ２０６８６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私人银行部 中山东一路２６号 ５３２１１７６１ ２００００２

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人民币交易

业务总部
银城中路２００号 ５８７７４９０７ ２００１２０

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银城路９９号 ６０６３９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信用卡

中心
松涛路８０号 ３８７６９８８８ ２０１２０３

１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私人银行部 仙霞路１８号 ３２１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３３６

１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来安路６８６号 ３８８３４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２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 银城路１６７号３楼 ３２１７４６９９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来安路５００号 ２０３２０９９９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４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 陆家嘴环路１３３３号 ３８６４３２６４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

中心
浦东南路５８８号 ５１９５７９９７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６ 南京银行资金运营中心 中山北路９０９号屹申商务大厦１１楼 ３６６９８００６ ２０００７０

１７ 宁波通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 杨高南路４２８号 ６０５８７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７

１８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 浦明路８６８弄１号楼４层４０４室 ６１７１０７０８ ２０００４０

１９ 中国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华东分中心 浦东南路１００号民生大厦 ６１８７６０７７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０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上海

分中心

张杨路２３８９弄１—２号置汇旭辉广场５层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０６、０７室
３８６４７０９１ ２００１３５

２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上海

分中心
世博馆路１１２号、１３８号中信银行大厦７层 ５８３３５６７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２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上海

分中心
天钥桥路１号煤科大厦 ３１２７５６５８ ２０００３０

２３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 银城路１１７号瑞明大厦７层 ２０５３６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４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 世纪大道２１０号二十一世纪中心大厦１９层 ２３２６２６２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５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 中山东二路５５８号２幢９层 ６３７９９８９９ ２０００１０

２６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业务结

算中心
世纪大道１２００号 ２０３５６６６６ ２００１２２

８４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二） 中资银行机构

１．交通银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２２号 ０１０ ８８６６８８６６ １０００３２

交通银行天津市分行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７号 ０２２ ２３４０３７０１ ３００２０１

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２６号 ０３１１ ６９６９２２５７ ０５００００

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青年路５号 ０３５１ ４０７１４７７ ０３０００２

交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１８号 ０４７１ ３２８７５０５ ０１００２０

交通银行辽宁省分行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２５８ １号 ０２４ ２２７０１５８２ １１００１４

交通银行大连分行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中山广场６号 ０４１１ ８２８２４６８９ １１６００１

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３５３５号网通大厦Ａ座 ０４３１ ８５５７００８２ １３００２１

交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４２８号 ０４５１ ８３０８５６４９ １５００１０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上海市黄浦区江西中路２００号 ０２１ ６３１１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２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２１８号 ０２５ ８３２７８８８８ ２１００１９

交通银行苏州分行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苏惠路２８号 ０５１２ ６５１８８６６６ ２１５０２１

交通银行无锡分行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金融二街８号 ０５１０ ８２７０５２２６ ２１４１２５

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剧院路１—３９号 ０５７１ ８７２１６３０５ ３１００２０

交通银行宁波分行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海晏北路４５５号 ０５７４ ８７２７６３００ ３１５０００

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与嘉陵江路交口 ０５５１ ６２６４６３５７ ２３０００１

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１１６号 ０５９１ ８７８７４８３９ ３５０００３

交通银行厦门分行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中路９号交通银行大厦 ０５９２ ２２９５０１２ ３６１００４

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会展路１９９号 ０７９１ ８８５３３９２９ ３３００３８

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共青团路９８号 ０５３１ ８６１０６３４６ ２５００１２

交通银行青岛分行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６号 ０５３２ ８２９５９０００ ２６６００１

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郑花路１１号 ０３７１ ６９３９５８００ ４５０００８

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８４７号 ０２７ ８５３２８７４０ ４３００１５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４４７号 ０７３１ ８５６０３７２３ ４１０００７

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１１号 ０２０ ６６８８０８２５ ５１０６２３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３０１８号世纪汇广场交通银行

大厦
０７５５ ８８０２０６００ ５１８０３１

交通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东路２２８号 ０７７１ ２８３５１３３ ５３００１２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４５号银通国际中心 ０８９８ ６８５５６２１３ ５７０１２５

交通银行重庆市分行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西大街３号 ０２３ ６３６３２０２０ ４０００１５

９４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玉龙街２１１号交银大厦 ０２８ ８６５２５６６６ ６１００１５

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融城东三塔 ０８５１ ８８１６１８９４ ５５００８１

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塔路３９７号交银大厦 ０８７１ ６３１０７６７３ ６５００５１

交通银行陕西省分行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西新街８８号 ０２９ ８７６５３０１８ ７１０００４

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１２９号 ０９３１ ８１０５２６０ ７３００３０

交通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宁安大街６４号 ０９５１ ６９１６８０３ ７５０００１

交通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东风路１６号 ０９９１ ２８３３６７９ ８３０００２

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６７号金阳光大厦Ａ座 ０９７１ ６３６０９９９ ８１０００８

２．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 杭州市延安路１２９号 ０５７１ ８７３６６６８８ ３１００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 宁波市江厦街２１号 ０５７４ ８７２６８１１１ ３１５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 南京市中山东路９０号 ０２５ ８４５７９１１８ ２１００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１８号丰融国际大厦 ０１０ ５７３９５４０１ １０００３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苏州分行 苏州市工业园区钟园路７１８号 ０５１２ ６２５８５１００ ２１５０２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分行 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７８号 ０２３ ６３８２５１００ ４０１１２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１２号 ０２０ ３８１５６６６６ ５１０６２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浦诚路８８号浦发大厦 ０７５５ ８２０２０９００ ５１８０３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分行 昆明市东风西路１５６号环球金融大厦 ０８７１ ６５３９４１７７ ６５００３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分行 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９号环渤海发展中心Ｄ座 ０２２ ８８３７７１６０ ３０００６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 郑州市金水路２９９号 ０３７１ ６５８９６１９５ ４５０００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分行 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４５号 ０４１１ ６６８６６６６６ １１６０２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济南分行 济南市黑虎泉西路１３９号 ０５３１ ８６５５６７８７ ２５００１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都分行 成都市二环路东二段２２号 ０２８ ８４３９５８５８ ６１００５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西安分行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６号绿地中央广场智海大厦１０１０５室 ０２９ ６３６０３０００ ７１００６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分行 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３２６号 ０２４ ２２８１６６６６ １１００２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２１８号 ０２７ ８５５６６７２２ ４３００２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青岛分行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１８８号 ０５３２ ６８６７６５８８ ２６６１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太原分行 太原市青年路５号 ０３５１ ８２８６５７８ ０３０００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沙分行 长沙市滨江新城茶子山东路１０２号 ０７３１ ８２８３１６１７ ４１０００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２２６号 ０４５１ ８８８９５５２８ １５００９０

０５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 南昌市红谷中大道１４０２号 ０７９１ ８６３８７１８８ ３３００３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宁分行 南宁市金浦路２２号 ０７７１ ５８００５３１ ５３００２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３７９号 ０９９１ ２３５７２８８ ８３０００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春分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３５１８号 ０４３１ ８５９１６６６ １３００２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１８号东方君座Ｂ座 ０４７１ ２８４２８８８ ０１００９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肥分行 合肥市滨湖新区杭州路２６０８号 ０５５１ ６２２５３６２６ ２３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兰州分行 兰州市广场南路１０１号 ０９３１ ８９４８８２５ ７３００３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１３３号方北大厦Ｂ座 ０３１１ ６６７７０６６８ ０５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福州分行 福州市湖东路２２２号 ０５９１ ３８２８８００８ ３５０００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贵阳分行 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Ｂ区金融商务区东区东四塔 ０８５１ ７９７９５２５ ５５０００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厦门分行 厦门市厦禾路６６６号 ０５９２ ２９７６２１７ ３６１００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西宁分行 西宁市城西区微波巷１号１—７亚楠大厦１层 ０９７１ ６２３７９０６ ８１０００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 海口市玉沙路２６号 ０８９８ ３６６９３３３３ ５７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银川分行 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５１号１—７层 ０９５１ ５９１０２０２ ７５０００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拉萨分行 拉萨市城关区北京中路４８号１号商务楼 ０８９１ ６５９８５４９ ８５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香港分行 香港轩尼诗道１号浦发银行大厦３０楼 ８５２ ２９９６５６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新加坡分行
新加坡码头大道１２号滨海湾金融中心（１２Ｍａｒｉｎａ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３４ ０１，ＭＢＦＣＴｏｗｅｒ３，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６５ ６８０１７８８８ ０１８９８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伦敦分行 １９ｔｈｆｌｏｏｒ，１ＡｎｇｅｌＣｏｕｒｔＬｏｎｄｏｎ，ＥＣ２Ｒ７ＨＪ ４４ ２０７８２６３１８８

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 延安东路４５号 ６３３３１８１３ ２００００２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金陵东路５８号 ６３３６４６０６ ２００００２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闵行区支行 莘浜路６号 ６４９２４８２７ ２０１１０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嘉定区支行 天祝路８２０号 ５９９１１８８８ ２０１８２１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友谊路１５１８弄４号 ５６７８９７５８ ２０１９０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南汇支行 南门大街１０４号 ５８０１２２００ ２０１３０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奉贤区支行 韩村路７０６号 ６７１０３７１９ ２０１４０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松江区支行 文诚路３３８弄２６号 ６７６６５３９２ ２０１６２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金山区支行 石化卫零路６１１弄１１２号 ５７９６０９０３ ２００５４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青浦区支行 青湖路９７７号 ６９７１４２１６ ２０１７０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崇明区支行 东门路１２５号 ３９６２２００７ ２０２１５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 源深路３００号 ５８３１８９０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５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４．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浦东大道９号 ５８８８５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中山东一路２４号 ５３３１２９９９ ２００００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第二营

业部
即墨路８８号 ５８８８５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行 中山东二路１１号 ６３２１７７７７ ２００００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分行 浦东南路２０２４—２０３４号 ５８７５７７７７ ２００１２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静安支行 康定路６９９号 ３２１８４６１０ ２０００４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支行 辛耕路１３３号３—６层 ６４４７５８５８ ２０００３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 东大名路５７８号 ２５１０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８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闸北支行 广中西路５７１、５８１、５８７、５９１、６１１、６１５号 ２６１０７３９９ ２０００７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卢湾支行 淮海中路９８号 ５３８５８０６８ ２０００２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黄浦支行 四川中路３４６号 ６３３９２８２８ ２００００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杨浦支行 淞沪路３８３号１—２层、８—１１层 ２５１０６０００ ２００４３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 大渡河路３８８弄５号１、２、２０、２１层 ３３６０６８８８ ２０００６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长宁支行 延安西路８９５号 ６２２５２２００ ２０００５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 淞滨路３１８号 ５６８４５８５８ ２００９４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
都市路４８５５号２号楼２０２室、１５０２室、１６０２
室及富都路１１８号、１８８号

６４８８９９００ ２０１１９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 石化卫零路５５８号 ５７９６４７８１ ２００５４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

支行
宜山路９００号 ５４２３５４２３ ２００２３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桥开发区

支行
娄山关路８３号 ６２０９７９９９ ２００３３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

支行
金桥路１３９１号１—７层 ５８９９２８００ ２００１２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嘉定支行 德富路１２８８号 ５９９２９６９７ ２０１８２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南汇支行 城南路２５８号 ５８０２０６９５ ２０１３９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奉贤支行
南奉公路７８０９号上海南方国际购物中心写

字楼西裙楼１—４层
５７１０２７６２ ２０１４９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支行 中山二路２１８—２２８号１层、２１６号２—４层 ５７８１３１２２ ２０１６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支行
城中东路４８５号 ５９７２４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崇明支行 南门路１５８号 ６９６９１９４２ ２０２１５０

２５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

区分行
临港新城新元南路５５５号 ６８２８４１９０ ２０１３０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张江科技支行 张江路６３３号 ５０７９７２７３ ２０１１２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世博支行 国展路８３９号华电大厦１层１０１室、２１层 ５８６８０６６２ ２００１２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马吉路２８号 ５８６９９９９９ ２００１３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桥商务区

支行
申虹路６６６弄９号１０１、１０２室 ５４７３０１６２ ２０１１０６

５．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 银城路９号 ２０６８８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委托资产处置中心 洪山路１８９号 ２０７３６７９９ ２００１２６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崇明支行 人民路３２、３８号 ２０７３２１０１ ２０２１５０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川沙支行 妙境路１３６６号 ２０７３６０５０ ２０１２０５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闵行支行 水清南路６８号５０８室 ２０７３０００１ ２０１１９９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嘉定支行 塔城路３５５号 ２０７３０５５５ ２０１８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同济路１３１号 ２０７３０８８８ ２００９４０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新金桥路１８８号 ２０７３６２５０ ２００１３１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 浦东南路３７９号 ２０７３５６５６ ２００１２０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 紫衫路１５８弄Ａ４号楼 ２０７３６８９８ ２０１３０６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虹口支行 吴淞路４６９号 ２０７３５００１ ２０００８０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静安支行 乌鲁木齐北路２０７号 ２０７３３３０１ ２０００４０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五角场支行 翔殷路１１２８号 ２０７３２６８８ ２００４３３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普陀支行 兰溪路１０弄２号 ２０７３３０５１ ２０００６２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奉贤支行 南奉公路８５１５号 ２０７３０９００ ２０１４９９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 公园路６—３６号 ２０７３１８０１ ２０１７９９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黄浦支行 徐家汇路５９９号 ２０７３３８８８ ２０００２３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松江支行 人民北路２—８号 ２０７３１２０１ ２０１６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金山支行 蒙源路９９号 ２０７３１５００ ２００５４０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徐汇支行 天钥桥路３０号１６１０ ２室 ２０７３２５９９ ２０００３０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延安东路５１８号 ２０７３５２０１ ２００００１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闸北支行 天目西路４８８号１号楼２３层 ２０７３３５００ ２０００７０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长宁支行 定西路９９８号 ２０７３２８５０ ２０００５０

３５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６．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银城中路２００号 ３８８２４５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中国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台南西路５０号 ５０７６６１９５ ２００１３１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中山东一路２３号 ６３２９７７７８ ２００００２

中国银行上海市普陀支行 长寿路８３１号 ５２９８７１９６ ２０００４２

中国银行上海市徐汇支行 虹桥路３５５号 ３４６０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３０

中国银行上海市闸北支行 广中西路５３５、５３９、５９５、６０３号 ５６２０２６８８ ２０００７２

中国银行上海市中银大厦支行 银城中路２００号 ５０３７５５８０ ２００１２０

中国银行上海市嘉定支行 塔城路４５１号 ５９５２９０７９ ２０１８００

中国银行上海市黄浦支行 中山南路３２８号 ６３３２６８９８ ２０００１０

中国银行上海市杨浦支行 平凉路１１２８号 ６５７２３５０１ ２０００９０

中国银行上海市闵行支行 莘建路２５６号 ６４８８９９９８ ２０１１９９

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宝杨路１００８号 ５６１２５６１３ ２０１９９９

中国银行上海市奉贤支行 人民中路８号 ３７１０１５１８ ２０１４９９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行 蒙山路１１１１号 ６７９６５５２２ ２００５４０

中国银行上海市长宁支行 延安西路２０６７号 ３２０９６４０６ ２００３３６

中国银行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 新金桥路５８号 ５０３０１８３２ ２０１２０６

中国银行上海市南汇支行 康沈路１７２７号 ２０９７５５０８ ２０１３１８

中国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 张杨路８３８号 ５８２０３１９８ ２００１２２

中国银行上海市静安支行 南京西路１５１５号 ５２９８５５５２ ２０００４０

中国银行上海市松江支行 中山中路２０８号 ５７７２５６９２ ２０１６９９

中国银行上海市卢湾支行 茂名南路２０５号 ６４７４７３２８ ２０００２０

中国银行上海市青浦支行 城中东路６０８号 ５９７３８８５８ ２０１７００

中国银行上海市虹口支行 四川北路１３９３号 ６３０７４９１８ ２０００８０

中国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 顺通路９号 ２０７８７８０１ ２０１３０６

７．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 淮海中路２００号 ５８８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１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第一支行 陆家浜路１３３２号 ５３８５０７３１ ２０００１１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金陵东路４９９号 ６３２８２１９０ ２０００２１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第三支行 申长路９８８弄１幢２号１层１０３、１０５室 ５４１６３９５３ ２０１１０７

４５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第四支行 滇池路１０３号 ６３２３２６６６ ２００００２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第五支行 九江路５０号 ６３２９４６８８ ２００００２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第六支行 天目西路２９０号 ６３１７８８００ ２０００７０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宝钢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９８号 ５６１２５６１２ ２０１９９９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金山石化支行 卫清西路３６８—３８８号 ６７９６２０５３ ２００５４０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淮海东路８５号 ６３７４８５８５ ２０００２１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衡山路９２０号 ６４０７２７５０ ２０００３０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延安西路２０６７号（６Ｆ）仲盛金融中心 ６２７８５１４１ ２００３３６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 愚园路１７２号 ６２４９８７４６ ２０００４０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长寿路９５号 ６２９９６２９８ ２０００６０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虹口支行 吴淞路２１１号 ６３５７７６２６ ２０００８０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长阳路１２８８号 ５５０８２８５０ ２０００９０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沪闵路６５５５号 ６４１２６４１２ ２０１１９９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塔城路３６５号 ６９９１９３２０ ２０１８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人民北路１５１号１幢北区 ５７７２１７４２ ２０１６９９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望园南路１６９９号 ５７４２８０１７ ２０１４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 城中东路５５０号 ５９７２５５５５ ２０１７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崇明支行 城桥镇八一路３８７号 ５９６２２１５１ ２０２１５０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浦东分行 陆家嘴环路９００号 ５８８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加枫路１７号 ５０３６７１８０ ２００１３１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张江分行 科苑路２２０号 ５０８０１９６２ ２０１２０３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
环湖西一路３３３号临港城投大厦１号１０４—

１０５室
２０７８０００３ ２０１３０６

８．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平安银行上海高行社区支行 新行路３６７号、３７１号１层

平安银行上海白银社区支行 白银路２８８弄２０号１０６ １、１０６ ２单元

平安银行上海龙柏社区支行 黄桦路１３９、１４１号１层

平安银行上海洋泾支行 张杨路２３８９弄５号１层０４室

平安银行上海汇成支行 百色路１１３９—１１４５号底层

平安银行上海越洋广场社区支行 南京西路１６０１号１５０４室

５５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平安银行上海崇明社区支行 东门路１３１号底层

平安银行上海新昌里社区支行 昌里东路３４０号１层

平安银行上海凯旋支行 定西路７７６号１０１、２０１室

平安银行上海古香社区支行 长宁路１６００弄４号

平安银行上海中远两湾城四期社区支行 中潭路１００弄２４８号１层

平安银行上海金桥支行 张杨路３６６０、３６６４、３６６８号，３６８０弄１号１５层０１室

平安银行上海大华中环一号社区支行 蕰川路５１６号３幢１—５Ｂ单元

平安银行上海田林支行 钦州北路２７８号、２２８ ９号

平安银行上海川沙社区支行 川黄路７３号１层

平安银行上海中鼎豪园社区支行 清涧路７４号１层

平安银行上海证大家园五期社区支行 利津路１２８３号１层

平安银行上海中浩云花园社区支行 新村路１３９２号底层

平安银行上海长白新城社区支行 靖宇东路５２号１层

平安银行上海交易所支行 向城路２８８号１０２室

平安银行上海彭浦社区支行 临汾路８１０号底层

平安银行上海长阳支行 长阳路１５１４号５幢１０２、１０５室

平安银行上海西北支行 沪太路８７７号１０１室

平安银行上海佳龙花园社区支行 营口路６００弄３号

平安银行上海大华梧桐城邦社区支行 真华路１７９４号１层

平安银行上海东苑半岛花园社区支行 龙茗路１０８２ ２号

平安银行上海禹州国际社区支行 金湘路２５９弄６号１层１０３单元

平安银行上海北蔡社区支行 成山路２１８５号１楼

平安银行上海碧云新天地社区支行 长岛路１０５７号１层

平安银行上海长风支行 金沙江路２２２０、２２２２号

平安银行上海七宝支行 宜山路２２９３、２２９７号

平安银行上海金沙江支行 宁夏路７７７号１楼北区、２楼

平安银行上海大宁支行 共和新路１５５０号１、２层

平安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控江路１６２８号１０１、２０１单元

平安银行上海常熟路支行 常熟路８号１层

平安银行上海浦南支行 浦东南路１３５１号

平安银行上海金山支行 卫清东路３０７４—３０８０号（双号）１层，以及３０８２—３０８６号（双号）１—２层

平安银行上海周浦支行 年家浜路４４９号１层

６５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平安银行上海松江新城支行 新松江路８８８弄１０２号１层南及２层部分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长寿路３８０、３８２号及３６０号夹层０５、０６室

平安银行上海古北支行 黄金城道５５５弄５号１０１室１层

平安银行上海北京西路支行 万航渡路１７９号

平安银行上海市南支行 西藏南路８８２—８９０号１—２层

平安银行上海大柏树支行 东体育会路９９０号１楼

平安银行上海徐家汇支行 华山路１７５１号Ａ幢商场１层

平安银行上海新天地支行 斜土路２５１弄１—３号１０１室

平安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江海路３０１号

平安银行上海南汇支行 拱极路２８７７号

平安银行上海九江路支行 西藏中路５７９号（１层）及北京西路６１号（２层部分）

平安银行上海五角场支行 淞沪路３０３号１０１Ｂ室

平安银行上海张江支行 上丰路１２８８号２号楼Ｃ２区１Ｆ９ １４轴

平安银行上海安亭支行 墨玉路１５５号

平安银行上海静安支行 长寿路１０７１号

平安银行上海虹桥支行 古北路５０５ ５号１０１、２０１、２０２室

平安银行上海青浦支行 城中北路７３５号

平安银行上海市西支行 宛平南路２５号

平安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永乐路７２８、７３０、７３２号底层，７３４、７３６号１—２层

平安银行上海花木支行 芳甸路１１０８号、１１１２号１层、１１１６号１层及梅花路１０９９号１１０室

平安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谷阳北路１０２５号

平安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水清南路１９号

平安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九江路３３３号１０３、１７０１、１７０２、１７０３室

平安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博乐路１００号

平安银行上海市中支行 虹桥路６２８号

平安银行上海卢湾支行 鲁班路５４６号、５５０号１层商铺及鲁班路５５８号２层２０１、２０２室

平安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曹杨路１６９、１７１、１７３号

平安银行上海虹口支行 四川北路１６６１号（１幢１０１ ２室、１幢２０１ １１室）

平安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定西路１２９９号

平安银行上海西南支行 漕溪北路１２００号

平安银行上海南京西路支行 新闸路１４１８号１幢１楼１０１室及５幢３楼３０８室

平安银行上海瑞虹支行 临平路１号１０５室１楼部分Ａ单元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 陆家嘴环路１３３３号１层

７５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浦东南路５８８号 ６８８８７２０８ ２００１２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第一营业部 中山东一路１２号 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２０００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８３号 ５６１１１６６６ ２０１９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牡丹江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７１８号 ５６７８１９７４ ２０１９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月浦支行 月浦龙镇路９５号 ５６９３６５０７ ２００９４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高境支行 殷高西路２５３号 ５６８２８６３７ ２００４３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１９２９—１９３９号 ５６７５９９３４ ２００４３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华支行 武威东路９０号 ６６３６２６９０ ２００４４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顾村支行 顾北东路３７７号 ５６１１０２６０ ２０１９０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宁支行 长宁路８５５号 ６２４０１５６８ ２０００５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虹桥机场支行 虹桥路２５５０号 ６２６８１７５０ ２００３３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山路支行 威宁路４２６号临 ６２５９５６４９ ２０００５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古北支行 黄金城道８８１号 ６２０９３７３８ ２０１１０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水务大厦支行 江苏路３８９号水务大厦附楼一楼 ６２１３７７４５ ２０００５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仙霞路支行 仙霞路４７５号 ６２７４８２９３ ２００３３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新华支行 番禺路４８３号 ５２４３０１３１ ２０００５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崇明支行 翠竹路１５８８弄１号 ５９６２７０１１ ２０２１５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兴支行 凤滨路３８弄２号 ５６８５６９５５ ２０１９１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门路支行 北门路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２、２３６号 ５９６２７６１５ ２０２１５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唐镇支行 唐安路７８０号１层部分商场 ６８７９８９９０ ２０１２１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奉贤支行 南奉公路７５５７号 ５７１８０８４０ ２０１４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桥支行 运河北路２５８、２６８、２７２号 ３７５２５１０７ ２０１４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江海支行 江海路２２２ Ａ号 ５７１８９５５０ ２０１４９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解放中路支行 解放中路３５２号 ５７８１６４０ ２０１４９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虹口支行 曲阳路７３１号 ６５５４３９００ ２００４３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宁支行 广中路８９５号 ６６５２２８５６ ２０００７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飞虹路支行 飞虹路２７１、２８１号 ６５９５０１０４ ２０００８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四平路支行 四平路１８８号 ６５０７７７５７ ２０００８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凉城路支行 凉城路４６１号 ６５２８６９９１ ２００４３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四川北路支行 四川北路１８５１号１１—１２室 ６３６４１１２８ ２０００８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虹桥支行 兴义路８号 ５２０８２４１８ ２００３３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虹桥河滨支行 长宁路１７８６号 ５２７２２５６０ ２０００５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虹梅路支行 虹梅路３２１１号１０２、１０３室 ６２７８１４９１ ２０１１０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剑河路支行 剑河路４６５号 ５２９１００７１ ２００３３５

８５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虹桥商务区支行
申长路８１８号１号楼１楼１０１单元及２楼２０１、

２０２、２０３Ａ单元
３４２０３０１２ ２０１１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黄浦支行 宁波路５０号 ６３２９１１８８ ２０００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九江路支行 九江路５５５号 ５３９６５０２９ ２０００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光明支行 南京西路２４０号 ６３１８１９７１ ２０００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人民大厦支行 人民大道２００号 ６３５８１９６４ ２０００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住业大厦支行 北京西路９９号住业大厦底层 ６３１９２３９８ ２０００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市府浦东行政中心支行 世博村路３００号５号楼底楼 ２３１１４１５７ ２００１２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嘉定支行 博乐路１９９号 ５９５３８３８３ ２０１８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翔支行 宝翔路８０１号１３０Ａ ５９１２９２２９ ２０１８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安亭支行 新源路８７９号 ６９５７０７６９ ２０１８０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梅川支行 梅川路１２４９号Ｂ座底层１３、１５、１６、１７号 ５２７５９１７２ ２００３３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江桥支行 嘉怡路１５８号１层 ６９８９３０９７ ２０１８０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金桥支行 金港路５０９号 ５８９９４８０８ ２０１２０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金杨支行 金杨路６９２—７０２号 ５０７００６０６ ２０１２０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德平支行 浦东大道２３７２—２３７６号 ５８５０５８９９ ２００１３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黄金钫支行 枣庄路３９８号 ５０３５１２６０ ２００１３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展想广场支行 祖冲之路２２９０弄１号楼１０２Ａ、１０３、１０４室 ６１６５９１９９ ２０１２１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商飞大厦支行 世博大道１９１９号Ｂ座Ｂ１０１室 ５０８０３２２７ ２００１２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金山支行 卫清西路１５３—１５９号 ３７９０７８４２ ２００５４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朱泾支行 秀州街７２８号 ３７９１２９１０ ２０１５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龙茗路支行 龙茗路２１３１号 ３３５８３９４７ ２０１１０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枫泾支行 泾波路３４４、３４６、３４８、３５０号１层 ３７９００９３３ ２０１５０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静安支行 北京西路６６９号 ６２１８５５００ ２０００４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西路支行 南京西路１７８８号１０３室 ６２６７５７４２ ２０００４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江宁支行 江宁路５０７号 ６２５５８０７０ ２０００４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曹家渡支行 万航渡路７９０号１—２层 ６２８８０６４９ ２０００４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报业集团大厦支行 威海路７５５号１层１０２室 ６２１８０７５７ ２０００４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空港支行 启航路１０００号 ６８８４１２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金汇支行 金汇路５３８号 ５４１７７４９９ ２０１１０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国际机场支行 迎宾大道６０００—８０００号 ６８３４６７６２ ２０１２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虹桥枢纽支行 上海虹桥机场西航站楼出发大厅 ２２３８２４２４ ２００３３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华路支行 中华路１２０号１层 ６３３０４７９９ ２０００１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陆家嘴支行 东方路７１０号汤臣金融中心底层 ５８３０３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塘桥支行 蓝村路５２２ １号 ５８３３１０６６ ２００１２７

９５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杨思支行 海阳路７１９、７２１、７２３、７２５号 ５８３２１５００ ２００１２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商城路支行 商城路６１８号 ５８８７６８５２ ２００１２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昌里支行 齐河路２１１号 ５０５６２０７０ ２００１２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科技馆支行 世纪大道２０００号 ６８５４２０６１ ２００１２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期交所支行 浦电路５７７号１层０２Ａ单元 ５０４９５５７５ ２００１２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卢湾支行 斜土路７１３号 ５３０２７２５６ ２０００２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文化广场支行 茂名南路１６５号乙室 ６４３３５５２５ ２０００２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打浦桥支行 肇嘉浜路２０１弄１—２号 ５４９６１０５９ ２０００３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永银大厦支行 西藏南路２１８号永银大厦１层 ６３３４３１５１ ２０００２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田子坊支行 思南路１１１号１—３室 ６４３２０７５０ ２０００２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闵行支行 莘松路１５９号 ５２２１８２２１ ２０１１９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吴中支行 莲花路２３３３号 ６４０６００３０ ２０１１０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吴宝支行 吴宝路１５号 ６４１９４０２０ ２０１１０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江川支行 江川路２０４号 ５４７１４３５４ ２００２４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春申路支行 春申路２７５０号 ５４３８９４２６ ２０１１９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漕河泾支行 桂箐路６５号１层１０４、１０５室 ６４９５８２７８ ２００２３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古美支行 古美西路３８５号１层０１店铺西侧部分区域 ５４４７０１７５ ２０１１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龙柏支行 黄桦路２３５、２３７、２３９号 ５４７１６０３０ ２０１１０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江支行 江月路１８５０弄１—６号Ｄ栋１层Ｄ０４商铺 ６４３０２６８０ ２０１１１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市支行 陆家浜路１０１１号 ５１１５９５００ ２０００１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西藏南路支行 西藏南路７６８号 ６３４５３２７４ ２０００１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豫园支行 河南南路３６２—３６６号 ６３３４０１１６ ２０００１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普陀支行 长寿路７４６号 ６２３００５８３ ２０００６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真如支行 北石路３８８号 ６２６４４４０９ ２００３３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曹杨支行 兰溪路１２５号 ６２９７１７３８ ２０００６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万里支行 新村路１５５９号１—２层 ６６０９８３２２ ２００３３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宜川支行 宜川路３１６号 ５６０６００９５ ２０００６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国脉大厦支行 江宁路１２０７号 ６２７６９４６１ ２０００６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风支行 金沙江路９６６号１楼西侧 ３３５３５６９６ ２０００６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金沙江路支行 金沙江路２２１８号 ５２７００９９０ ２００３３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青浦支行 城中东路６９９号 ５９７３９６９２ ２０１７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徐泾支行 盈港东路１９２８号 ５９７６５２６８ ２０１７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临空支行 金钟路６３３号 ３２５２３６００ ２００３３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华新支行 新府中路１６７２、１６７４、１６７６号１—２层 ５９７９０６９０ ２０１７０８

０６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汇金支行 秀源路５９６、５９８、６００号 ５９７２００５９ ２０１７９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朱家角支行 珠湖路５１０号１—２层 ５９２０３７６０ ２０１７１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三林支行 上南路４５１１—４５２５号 ５０１０９９９９ ２００１２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南路支行 浦东南路５０２１—５０２９号 ５８８０００６９ ２００１２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东绣路支行 东绣路５５９号２层，５６３号１—２层 ５８３０１０９０ ２００１２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龙阳支行 梅花路８００—８０２号 ５０１０１９２３ ２０１２０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锦绣支行 成山路２０６９号１楼 ５０５９２２５１ ２００１２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松江支行 乐都路３８８号 ３７０１１２５１ ２０１６９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泗泾支行 泗凤路３３６号 ３７０４２５９０ ２０１６０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新桥支行 新南街２８６、２８８号 ５７６４６７０５ ２０１６１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荣乐中路支行 荣乐中路１２弄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１号１楼 ３７０３３０７７ ２０１６９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九亭支行 九亭大街４５５号 ６７６５１２０１ ２０１６１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新松江路支行 新松江路１２９０号 ３７６６８４１２ ２０１６２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 加枫路１８号 ５０４８２３３３ ２００１３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杨高北路支行 日京路７９号 ５８６６２３７７ ２００１３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路支行 浦东大道１１８９号 ５８２１６８１０ ２００１３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华高苑支行 金高路１０５６号 ５８６５０３２３ ２０１２０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联洋支行 芳甸路１９５号 ５８３３４６０９ ２００１３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外滩支行 中山南路２８号 ６３７３８０３３ ２０００１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徐汇支行 建国西路５８９号 ６４４５８５１８ ２０００３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漕宝支行 漕宝路３８号 ６４３６２０９０ ２００２３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众大厦支行 中山西路１５１５号 ６４２８６８９４ ２００２３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丹支行 天钥桥路３１９号 ６４８６９２３５ ２０００３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肇嘉浜路支行 肇嘉浜路１０７７号１０２室 ３３６８０２４２ ２０００３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徐家汇支行 虹桥路１８８号１０３甲、乙 ６４３８２１３８ ２０００３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东安支行 斜土路２１０９号 ６４１８３７００ ２０００３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柳州路支行 柳州路５２３ ３号 ３４２５６２２６ ２００２３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万源城支行 古龙路５３６—５４０号 ５４９３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杨浦支行 黄兴路１７１８号１层 ３５３６８７００ ２００４３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控江支行 控江路１６６９ ２号 ６５１４０８９３ ２０００９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路支行 四平路８４０号 ６５６２３９６８ ２０００９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许昌路支行 许昌路１２９６号 ６５６６０３５２ ２０００９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原支行 国和路１０７５—１０７７号 ６５５８０１１１ ２００４３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创智天地支行 淞沪路２９０号１层０５—０９单元 ３３８１０２１１ ２００４３３

１６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闸北支行 天目西路１２３号 ６３５３１００８ ２０００７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延长中路支行 沪太路７８５号１９幢底层１０１ ２室 ５６９０６３３６ ２０００７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平型关路支行 延长路５０号２幢１层１０５室、２层２０１室 ５６３８８３６２ ２０００７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彭浦支行 临汾路４０８、４１０、４１２、４１４号 ５６９１３０７８ ２００４３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芷江支行 普善路１３９号底座、２０１室 ６６０７６５９２ ２０００７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江科技支行 博云路５６号１层 ５８６８６７５３ ２０１２０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蔡支行 莲园路７９—９５号 ５８９１６０６９ ２０１２０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紫薇路支行 张江路７４５号１层、７４９号１层、７５３号１层 ５０３３０８６３ ２０１２０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江高科技园区支行
纳贤路８００号１幢Ａ座１层０１、０２单元，Ａ座

地下１层０１单元
６８４７３２０７ ２０１２１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科苑路支行 科苑路１５１号西北１层 ５０８０１５６２ ２０１２０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浦东南路５８８号２２楼 ５０４８３０３７ ２００１３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
临港新城环湖西一路３３３号１号楼１０７—

１０８室
５１２１０１４６ ２０１３０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临港支行 临港新城新元南路５５５号 ６８２８４７７７ ２０１３０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洋山保税港区支行 临港新城业盛路１８８号１层１１４室 ６８１０１７８０ ２０１３０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汇支行 人民东路３３８８号 ６８０１８７２０ ２０１３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周浦支行 年家浜路３６２号甲 ５８１１９４３２ ２０１３１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川沙支行 妙境路６４８—６５２号 ３３８２４０５５ ２０１２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瑞建路支行 周泰路６１、６３、６５号，６７弄７号２０１室 ６８２８３１２３ ２０１３１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航头支行 沪南公路５５８８号Ａ１０８、Ａ１０９室 ２０９２５００５ ２０１３１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锦江社区支行 长乐路４００号１１０室 ５４６６８１７２ ２０００２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三泉社区支行 三泉路４００号１０１室 ５６５３２００７ ２００４４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临沂社区支行 临沂路１４１号 ５０１９１０２６ ２００１２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云莲社区支行 昌里东路３９７号 ５０１９５０５１ ２００１２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德州社区支行 德州路３９２号 ５８２０００２５ ２００１２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华漕社区支行 保乐路６７号１层 ５４４７８３０５ ２０１１０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金沙嘉年华社区支行 清峪路５３４号 ６２１８０３７１ ２００３３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育秀社区支行 育秀路１５９号 ５７１８０２６６ ２０１４９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千汇苑社区支行 千汇路５６６号 １（临） ２０９７９８２０ ２０１３２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局门路小微支行 斜土路１０６ １号 ５３５１００５８ ２０００２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江湾镇社区支行 新市北路１３８０号 ３临 ６５２５３２８０ ２００４３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香山社区支行 灵山路１７７２号 ６８３８０１３０ ２００１３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白社区支行 靖宇东路１２０号 ６５５５７３７８ ２０００９３

２６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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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远两湾城社区支行 中潭路５１号１０１室 ５２８９０７１１ ２０００６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绿洲雅宾利社区支行 宝昌路３８７、３８９号 ５６８１１１１７ ２０００７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博园社区支行 御桥路２３１、２３５号 ５０７８５６６０ ２００１２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崮山社区支行 崮山路３０６号 ５８８２５９３８ ２００１３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馥邦社区支行 北渔路３８号 ６２３３０９３３ ２００３３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堡镇社区支行 堡镇中路３６５、３６７号 ５９４１６１８２ ２０２１５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经纬绿洲社区支行 纬地路３３８号 ５６９８３１５９ ２００４４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共康社区支行 共康路４３３号 ５６９５００９２ ２００４４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地杰国际城社区支行 御桥路１９６４号１层 ５０９２３２６１ ２０１２０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杨思社区支行 杨思路６６３、６６５号 ５８３５１５０５ ２００１２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同济新村社区支行 彰武路４９ ２号 ６５６７７０１７ ２０００９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潼港社区支行 张杨北路５６８８弄６３号１层、６７号１层 ５０６８１７６５ ２００１３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桥社区支行 罗香路９３号底层 ５４２８０５３０ ２００２３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迎春路社区支行 迎春路７８６号 ５０４８００２５ ２００１３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定社区支行 武定路１１２９号Ｄ室 ６２１８０１３０ ２０００４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运社区支行 东波路３０１ １号１层 ５０８０３０２６ ２０１２０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康健社区支行 桂林东街１８８号第４、５间门面房 ６４３３０５０１ ２００２３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博兴路社区支行 博兴路８９９号１层 ５８３３０５５９ ２００１２９

１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 东大名路１０８０号 ３５９６５５００ ２０００８２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浦东新区分行 张杨路２８９９号１层部分 ５０９１０５２７ ２００１３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 蓝村路２号２幢１层 ６８９１８１０６ ２００１２７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东大名路１０８２号１层 ６５３７９９８０ ２０００８２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静安区支行 万航渡路５５弄９号 ６２８８５４１２ ２０００４０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徐汇区支行 天钥桥路１０５号 ６４２８８３４０ ２０００３０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杨浦区支行 平凉路１０９８号 ６５２５２７８５ ２０００９０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黄浦区支行 九江路３６号 ６３２９３２７０ ２００００２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虹口区支行 北苏州路２５０号 ６３０６０８８９ ２０００８５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长宁区支行 武夷路３４８号１２幢北半幢１层１ ２、２层 ６２８０９６１９ ２０００５０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普陀区支行 真北路１８８２号 ６２６４７８３１ ２００３３３

３６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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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闵行区支行 莘建路１２０号 ６４８８９７９５ ２０１１９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１７号底层 ６６７９３１０１ ２０１９９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奉贤区支行 南桥路１９９号 ５７４２７７２４ ２０１４９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松江区支行 人民南路７７号 ５７７２０９１４ ２０１６９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青浦区支行 公园路２６８号１—３层 ５９７２８１１３ ２０１７９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嘉定区支行 张马路５０号 ５９９１７５２０ ２０１８９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金山区支行 金一东路２３３号 ５７９５８７５４ ２００５４０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崇明区支行 八一路３６５号 ５９６１３４３５ ２０２１５０

１１．上海银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上海银行 银城中路１６８号 ６８４７５９０４ ２００１２０

上海银行信用卡中心 来安路５５５号上海银行数据处理中心３号楼 ２０６２０７３８ ２０１２０１

上海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 银城中路１６８号３６楼 ６８４７６５８３ ２００１２０

上海银行白玉支行 肇嘉浜路７９８号 ６４６６９５３３６５９ ２０００３０

上海银行福民支行 凤阳路３６０号 ６３５９１０２３ ２００００３

上海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长清北路５３号中铝大厦南楼大堂部分、南楼

６层
５８８３１６３５ ２００１２６

上海银行浦东分行 张杨路６９９号 ５８３０４５２３ ２００１２０

上海银行浦西分行

漕溪北路５９５号２号楼１层０１—０２室、２层

０１—０２室、３层０１—０２室、４层０１—０２室、５
层、６层

６４３８３３９６ ２０００３０

上海银行黄浦支行 福州路１２０号 ６３５０５５８２ ２００００２

上海银行卢湾支行 复兴中路３６９号 ６３３６２２９２ ２０００２５

上海银行徐汇支行 南丹东路２３８号１—３层西部 ６４２７１４８３ ２０００３０

上海银行长宁支行 仙霞路３２０号 ６２７５４８８０６６０ ２００３３６

上海银行静安支行 陕西北路７８号 ５２８６３６１２ ２０００４１

上海银行市南分行
园文路２８号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８、１２６、１３２室，

２楼局部和２３、２５、２６、２７楼
５２９６６５５６ ２０１１００

上海银行漕河泾支行 漕宝路６号 ３４１３０３６６ ２００２３３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七莘路１８８５号南主楼１—３层 ５２９６６１３０ ２０１１０１

上海银行松江支行 新松江路１３８８弄１１７—１１９号１０１、２０１、２０２室 ５７７２８７５２ ２０１６２０

上海银行青浦支行 青安路３９号 ５９７２３００１ ２０１７００

上海银行奉贤支行 南奉公路９６３９号 ６７１１９７３５ ２０１４９９

４６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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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上海银行金山支行 卫清西路１８５—２０１号１—２层 ５７２８１９６６ ２００５４０

上海银行市北分行 大连路８１３号乙、大连路８３９弄２号９、１０楼 ３５１５１１８０ ２０００８６

上海银行普陀支行 曹杨路５００号 ６２４４８９５９ ２０００６３

上海银行闸北支行 梅园路２２８号 ６３８１０１５９ ２０００７０

上海银行虹口支行 吴淞路４０８号 ６３６４７７９１ ２０００８０

上海银行杨浦支行 政立路４１５号３幢１、２层（Ｃ栋１、２层） ３３６２１５０１ ２００４３３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５２８号 ５６１１６６６０ ２０１９９９

上海银行嘉定支行 塔城路３８８号 ６９９８８９５１ ２０１８００

上海银行崇明支行 东门路４６５—４８５号１层 ６９６３１３０６ ２０２１５０

１２．上海农商银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上海农商银行 中山东二路７０号 ６１８９９９９９ ２００００２

上海农商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银城中路８号１０３室 ３３９０３６９１ ２００１２１

上海农商银行浦东分行 耀元路５８号４号楼１—６层 ５８６４００２０ ２００１２６

上海农商银行闵行支行 七莘路６７０号１—２层 ６４８８９００８ ２０１１９９

上海农商银行嘉定支行 塔城路３８６号 ６９９８８５０６ ２０１８００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１９８号 ５６６７５２１２ ２００９４０

上海农商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行 申港大道１６２号１层、云鹃路６２８ ２号２层 ６８２８０２０８ ２０１３０６

上海农商银行奉贤支行
望园南路２２５１、２２５９、２２６３、２２６７号，展园路

３９９、４０７号
５７１０６２４３ ２０１４９９

上海农商银行松江支行 人民北路４０５号 ５７７２８３２５ ２０１６００

上海农商银行金山支行 卫清西路５０５号 ５７９６１９２４ ２００５４０

上海农商银行青浦支行 公园路３９９号 ５９７１７９１７ ２０１７００

上海农商银行崇明支行 北门路１８８号 ５９６２２９９５ ２０２１５０

上海农商银行徐汇支行 肇嘉浜路３—７号 ６４４３９６２９ ２０００３２

上海农商银行普陀支行 新村路５９９号 ５６３５４４６４ ２００３３３

上海农商银行长宁支行 古北路５５５弄８号 ５２３０６８６６ ２０００５１

上海农商银行虹口支行 东长治路３３９号１层Ｌ１ ０１室 ２５０５２８０６ ２０００８０

上海农商银行杨浦支行 黄兴路１５９９号 ５５０６９２０６ ２００４３３

上海农商银行黄浦支行 建国中路２９号１楼 ６３６２０２５０ ２００００１

上海农商银行静安支行 北京西路７７０号 ５２３９６００３ ２０００４１

５６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上海农商银行张江科技支行 张衡路５００弄Ｂ区８号１０３—１０８室 ６１６８１３８５ ２０１２０４

上海农商银行浙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 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嘉善大道６７—７３号 ０５７３ ８４０１３３０６ ３１４１００

上海农商银行湘潭县支行 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镇金桂南路５９８号 ０７３１ ５７２３８８９０ ４１１２２８

上海农商银行昆山支行
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车站路３８８号玖珑湾花苑

１８号楼１—５室
０５１２ ３６６２８９２１ ２１５３０１

１３．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世博馆路１３８号 ２０２６８８４０ ２００１２６

中信银行上海淮海路支行 淮海西路１号 ６２８３２０９６ ２０００３０

中信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 桂林路４０６号２号楼 ３３５６５２５８ ２００２３３

中信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宁夏路３２８号 ５２３５２１１１ ２０００６３

中信银行上海静安支行 北京西路１６９１号 ６２８８６７５９ ２０００４０

中信银行上海虹桥支行 延安西路２０７７号 ６２１９３０１１ ２００３３６

中信银行上海虹口支行 四川北路１６６６号 ５６９６０３６１ ２０００８１

中信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西藏南路５１８号 ６３９０１２８６ ２０００２１

中信银行上海外滩支行 北京东路２９０号 ６３２１１２００ ２００００２

中信银行上海市东支行 四平路１３６号 ５６０７８５６１ ２０００８６

中信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漕溪北路７３７弄１号 ５４２５５５００ ２０００３０

中信银行上海浦东分行 东方路７１０号汤臣金融大厦首层 ６８７５１０９５ ２００１２２

中信银行上海五牛城支行 浦东大道１０８５号 ５８２１８０７９ ２００１３５

中信银行上海张江支行 科苑路２０１号 ５０２７２９４２ ２０１２０３

中信银行上海中信泰富广场支行 南京西路１１６８号中信泰富广场１楼 ６３０９１５０３ ２０００８１

中信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愚园路１３６０号 ３２５０６６１１ ２０００５０

中信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黄兴路１７３８号 ５５２２３０８８ ２００４３３

中信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新松江路１４５５号 ６７８２８３４１ ２０１６２０

中信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莘建路１６０号 ３４７５１０１９ ２０１１９９

中信银行上海卢湾支行 打浦路２６８号 ６３０２２１１０ ２０００２３

中信银行上海长寿路支行 长寿路９４６号 ６２３１１０６９ ２０００６０

中信银行上海南汇支行 惠南镇人民东路２５６９号 ６８２４５１１２ ２０１３００

中信银行上海闸北支行 沪太路５５９号 ６６５８１６５５ ２０００７０

中信银行上海青浦支行 青湖路９９２—９９８号 ６９７２１９６９ ２０１７００

中信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７８号 ６６５９３６０５ ２０１９９９

中信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金沙路１号 ５９９２８７０５ ２０１８００

６６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信银行上海古北支行 古北路１０８８号 ６２９５１１３３ ２０１１０３

中信银行上海中环支行 梅川路１２７５号 ５２８２２０２２ ２００３３３

中信银行上海浦电路支行 浦电路４３８号双鸽大厦首层 ５０１９２６０８ ２００１２２

中信银行上海市中支行 威海路２３８号招商局广场底层 ５２９８１２２９ ２０００４１

中信银行上海沪西支行 天山路９１９号 ６２３３５０３５ ２０００５１

中信银行上海北外滩支行 大连路８３９号合生财富广场 ６０８２６７５６ ２０００８２

中信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环城南路１０７０号 ５７１８９０９１ ２０１４００

中信银行上海大华锦绣支行 北艾路１６６９号 ６０７１５５５６ ２００１２５

中信银行上海南京东路支行 南京东路６１号 ６３２３６５６０ ２００００２

中信银行上海虹桥商务区支行 申长路１３００号 ３３２８３５２５ ２０１１０７

中信银行上海打浦桥支行 瑞金南路１号１层 ３３５６５１５５ ２０００２３

中信银行上海周浦支行 沪南公路３４３９弄６１号 ２０９８３３０１ ２０１３１８

中信银行上海大柏树支行 曲阳路９０８号 ５５８９６７１８ ２００４３７

中信银行上海徐家汇支行 漕溪北路３３１号Ａ座１楼 ３３９７３７１０ ２０００３０

中信银行上海吴中路支行 吴中路１０８３号灿虹大厦 ６４６５６６７０ ２０１１０３

中信银行上海中信广场支行 四川北路８５９号 ６３０９１５０３ ２０００８１

中信银行上海宛平路支行 宛平南路２０３号 ６４８６５２８０ ２０００３２

中信银行上海市南支行 西藏南路１３１７号 ５３２１３０８８ ２０００１１

中信银行上海胶州路支行 胶州路６６９号 ６２３７１１３７ ２０００４０

中信银行上海川沙支行 川沙路５００７号１楼西侧大堂 ６８８１１７３８ ２０１２９９

中信银行上海长风支行 云岭东路８９号１楼、５楼 ３２５８６９９６ ２０００６２

中信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 富城路９９号震旦大厦 ５０１９３７８６ ２００１２０

中信银行上海大宁分行 万荣路７００号Ａ１幢 ３６５６８７１８ ２０００７２

中信银行上海金山支行 龙皓路１０３２、１０３８号 ６０１２９５２２ ２０１５０８

中信银行上海南方商城支行 万源南路９９弄６号楼１１１—１１３室 ６０８２７８８３ ２０１１０２

１４．华夏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华夏银行上海分行 浦东南路２５６号 ３８８３９６６６ ２００１２０

华夏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台中南路２号２０７室 ３８８３９６６６ ２００１２０

华夏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西康路１３０９号 ６２７６３５７２ ２０００６０

华夏银行上海虹桥支行 古北路４５８号 ６２３３６３２９ ２００３３６

华夏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莘松路１８３号 ５４９５８１８７ ２０１１００

华夏银行上海陆家嘴支行 浦东南路１０３６号（１、７楼） ５８７７５８０１ ２００１２０

７６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华夏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中华路１４６５号 ６３６９７０９０ ２０００１０

华夏银行上海五角场支行
政立路４９１号１楼Ｂ、政立路４９３号１楼、政立

路４９５号１楼及国安路５０号１楼Ｂ
５５８０３３７８ ２０００４１

华夏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定西路１０３１号１０１室及８０３室 ５２３９５７０２ ２０００５０

华夏银行上海卢湾支行 鲁班路２７９号 ５３０１４４８６ ２０００２３

华夏银行上海市西支行 北京西路１８２８号 ６２２５８８６６ ２０００４０

华夏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控江路１２０７号 ６５１９５７９６ ２０００９３

华夏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东方路７３８号裕安大厦１—２层 ５８２０２７３０ ２００１２０

华夏银行上海大柏树支行 中山北一路１２００号 ６５６０５０２５ ２００４３７

华夏银行上海南汇支行 秀沿路８８５—８９１号 ６８０６９６４１ ２０１３１５

华夏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３２、１３３８、１３４６号 ５６１１０３３０ ２０１９００

华夏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塔城路４５３ １号 ６９９１００６６ ２０１８００

华夏银行上海临港支行 鸿音路２８９９、２９０１、２９０３、２９０５号 ３８２５８９５０ ２０１３０６

华夏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德丰路２９９弄１号１０１、８０１室 ３７５８０３９９ ２０１４００

华夏银行上海青浦支行 城中北路７８０号 ６９７９５５７７ ２０１７００

华夏银行上海闸北支行 大统路７３３、７３５号１—３层 ５２３９２０７５ ２０００７０

华夏银行上海张江支行 张衡路１２９９号２幢１０１、２０１室 ３３９０９６０３ ２０１２０３

华夏银行上海外滩支行 延安东路１９号１—２层 ６３３９０９６１ ２０００１０

华夏银行上海世博支行 国耀路２０９号１楼０３单元 ５０３０２３８２ ２００１２６

华夏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南期昌路７０１号 ３７７０５０５３ ２０１６００

华夏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
桂平路３９１号Ｂ座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２０１、２０２、

２０３室
５４２０３２７０ ２００２３３

华夏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宛平南路４０１号１—２层 ６４２８７３６０ ２０００３２

华夏银行上海徐泾支行 盈港东路１７１４—１７２０号１层 ５９８９５５７７ ２０１７０２

华夏银行上海四平支行 四平路８３３—８３７号１—２层 ５６６３０２５３ ２０００９２

华夏银行上海南京路支行
南京西路３８８号１层１０６、１０７单元和２层２０４、

２０５单元
６３１５０８０５ ２００００３

华夏银行上海老西门社区支行 大吉路２７５号 ６３１５１３１０ ２０００１１

１５．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浦东南路１００号 ６１８７７０７２ ２００１２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东方路８３６号 ６８８６７００１ ２００１２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市西支行 长寿路１１１８号 ６２１１８２６８ ２０００４２

８６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沪太路５４９号 ６６５８０８６０ ２０００７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市东支行 四平路５２９号 ６５７５５７５８ ０ ２０００９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肇嘉浜路１０３３号 ５４２５３６７７ ２０００３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九江支行 九江路３９９号 ６３５０４３６１ ０ ２００００１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虹桥支行 仙霞路８８号 ６２９５０４０８ ２００３３６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外滩支行 同心路８号底层、天通庵路８１６号２层 ６３２９２４７７ ２０００８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市南支行 徐家汇路５５０号 ６４７３６０６３ ２０００２５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静安支行 海防路４３５号底层及２层 ５２７６１０６１ ２０００４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塔城路４３０号 ６９９１９０６２ ２０１８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莘松路４０５号 ６４９８６４９８ 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江支行 昌里路９７号 ６３３７２１９８ １２１ ２００１２６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定西路１１１５号 ６２５２３８５７ ２０００５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陆家嘴支行
张杨路１４９２、１４９４、１４９６、１４９８号１层及桃林路

７７７、７７９号９０２、９０３、９０４室
５０３３８７７５ ０ ２００１３５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外高桥支行 夏碧路６２号 ５８６２４０９３ ２００１３７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虹口支行 大连路９２３号 ２、９２５号 ６３５６２７３６ ２０００８６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市中支行
石门一路７２号１—２层、７６号１—２层、７８号

１—２层
６２７１３０８８ ０ ２０００４１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汽车城支行 墨玉路２９号 ５９５６９１２０ ２０１８０５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卢湾支行 西藏南路２１８号 ６３３４３５１９ ２０００２１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福山支行 浦东南路２１１１号１—３楼 ５０１９９００１ ２００１２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华山支行 淮海西路５５号 ５２９８９８１０ ２０００３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西南支行 肇嘉浜路３３３号 ６４０３３３７７ ０ ２０００３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东门支行 陆家浜路７３１号 ５３２１８７６６ ２０００１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丽园支行 制造局路１８８号 ５３０１５０５３ ０ ２０００２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谷阳北路２７７号 ５７８２５３５３ １００ ２０１６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世纪公园支行 民生路１２８６号 ６１００１９７４ ２００１３５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延中支行 延安西路７２６号 ５２３９７３３７ ２０００５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东方支行 上南路３０２７、３０２９号 ３８４７１０１３ ２００１２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京门支行 石门二路１８１号 ５２２８２６９０ ０ ２０００４１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长寿路１２７号 ６２７７３８８５ ２０００６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延平支行 延平路８１号 ６２３２８６１０ ０ ２０００４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 康健路３８号 ３３６８３００８ ０ ２００２３５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天钥支行 天钥桥路４５８号 ６４８６８８５５ ０ ２０００３０

９６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黄兴路２００９号１、２层 ５５０６３６５５ ２００４３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滨江支行 浦东南路１４２６号 ５８７７８３６８ ０ ２００１２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７２号１０１、２０１—２０５室 ５６１１３２０３ ２０１９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期交所支行 浦电路５７７号葛洲坝大厦１、５层 ５０１２５１５５ ２００１２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古北支行
红宝石路５００号东塔楼（Ｂ栋）１层０３单元和８
层０１单元

３２０９２５２９ ０ ２０１１０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青浦支行 青湖路８１８号 ６９７２８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７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曹杨支行 曹杨路５０１、５０３号 ３２５１６２５７ ２０００６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吴中支行 吴中路１１５５号底层 ６４０５６８０１ ０ ２０１１０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南汇支行
年家浜路３３８弄１、３、４、５号，３４０弄３、４号，

３４２弄１号
６８１２４２９２ ２０１３１８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威海路４８号１、２层 ５３８５７０９９ ２００００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七宝支行 七莘路２８８８号１、２层 ２４２０１９２２ ０ ２０１１０１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花木支行 银霄路２８０号２０１—２０３室１、２层 ５０４５２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田林支行 桂林路４０２号７６幢１０１、１０５、２０１室 ３４７６４９４８ ２００２３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曹安支行 丰庄路真新新村５２１号 ３、４、５ ３９１１８２９３ ２０１８２４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凯旋支行 凯旋路３１３１号１０２室 ５４２５１２６６ ２０００３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环城东路奉浦商业街５幢６０３号 ６７１０３００３ ０ ２０１４９９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大华支行 大华路３５２号１１６、２１７、２１８室 ５６３１８３８７ ２００４４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金桥支行 张杨路３５５５号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５、２０１、２０２室 ２０２２３７６２ ２００１３６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新泾支行 金钟路６０７号１楼 ６２３９２３８３ ２００３３５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武宁支行 志丹路１５１号 ３６７１６０８８ ０ ２０００６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逸仙支行 控江路１６８６号１０３—１０９、１１２—１１６室 ６５１９６１７７ ２００４３７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金山支行 蒙山路９９６号 ３７９０７９５９ ２００５４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同福支行
北艾路１６９７、１６８９、１６８７、１６７７号，华鹏路１７号

及２１号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７（２—３层）、２０８室
３８７５２５５０ ２００１２５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莘庄支行 珠城路１１８弄１号 ６４６０８３３５ ２０１６０１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春申支行
莲花南路１１１９、１１２１、１１２３、１１３９、１１４１—１１４３
号，１１１１弄４１号１０２、２０３室

６２９６５６９０ ２０１１０４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豫园支行 昼锦路８３号１楼局部、４楼局部 ５３５２１０１１ ２０００１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中原支行 中原路２８０号 ６５２３７０１０ ２００４３８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广灵支行 广灵二路２３９号 ５５６３６９１８ ２０００８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大宁支行 洛川东路３２１号 ３６７２２８６６ ２０００７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川沙支行 妙境路６３６、６３８、６４０号 ３３８２５６９９ ２０１２９９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淮海支行 襄阳南路２１８号１层 ６４７２６７１９ ２０００３１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张江支行
金科路２８８９弄６号Ｅ座１层０１、０２单元及１２
层０４单元

５０１９７２１８ ０ ２０１２０３

０７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顾村支行 陆翔路１０１８弄７号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１室 ５６６９１０７５ ２０１９０７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行
临港新城环湖西一路３３３号临港城投大厦１号

楼１楼１１０—１１３室及２楼２１５、２１７室
３８２５１０２９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奥玎别墅社区支行 虹梅路３２１５弄２０１号 ６２７００４７９ ２０１１０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幸福小镇社区支行 俱进路３０５号 ６８４１２７３２ ２０１２０８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中远两湾城社区支行 中潭路９９弄１３９号 ６６５８０８６０ ２０００６１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锦绣满堂社区支行 锦安东路７３号 ５０１９９００１ ２０１２０４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新湖明珠城社区支行 东新路３５３号１０１室、３５５弄８号１层Ｂ ５２９００８５３ ２０００６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合生高尔夫公寓社区支行 许昌路１１１２号 ５６９５９７３７ ２０００８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歌林春天社区支行 万荣路１８２号（１、２层） ５６６１８７３６ ２０００７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阳城花园社区支行 阳城路２４６、２４８号 ６３０６６８２９ ２００４３６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新昌城社区支行 新闸路３９５号 ６３４６３３５６ ２００００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丝庐花语社区支行 零陵路２３号 ５４５００３３５ ２０００３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金杨新村社区支行 台儿庄路２５９号 ３ ６８４１３１７９ ２００１２９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中虹花园社区支行 凉城路３７１号 ６５２３７０９６ ２００４３５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美林小城社区支行 沪南路３４６８弄１支弄２８号 ６８１２６３５１ ２０１３１５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临江豪园社区支行 宛平南路９４７号 ５４２４９５１６ ２０００３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东苑古龙城社区支行 古美路９８７、９８９号１楼 ５４７１１２６５ ２０１１０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晶杰苑社区支行 古美西路３５５号 ５４１４７１１３ ２０１１０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康城社区支行 莘松路９５８弄７０号１０１室 ５４１４７１１３ ２０１１９９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文化馨苑社区支行 莲园路３０号 ５８４７９２１７ ２０１２０４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工农三村社区支行 开鲁路３０７号 ５５８９８７８０ ２００４３８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百合花苑社区支行 浦北路１０８１ １号 ６４３１１７７３ ２００２３３

１６．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江宁路１６８号 ６２６７７７７７ ２０００４１

兴业银行上海大柏树支行 逸仙路５１９号１楼０２—０５室、２楼０１、０２室 ６５５６８００２ ２００４３４

兴业银行上海静安支行 北京西路１３９９号底层北 ５２６６３６３２ ２０００４０

兴业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塔城路２６１号１—２层 ６９５３０２６２ ２０１８９９

兴业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隆昌路６１２号１层，隆昌路５８８ ２号９０５室 ５５７８２６５１ ２０００９０

兴业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 宜山路７００号８７幢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室 ３４７６４９７７ ２００２３３

兴业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宝杨路８５５号１—２层 ６６７９０７１５ ２０１９００

１７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兴业银行上海人民广场支行 西藏南路８２７号１层 ６３５９７１１７ ２０００１１

兴业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华山路８００弄６号 ５２３９５２１５ ２０００５０

兴业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天津路２００号１层及１６层 ５３２１４５６１ ２００００１

兴业银行上海南外滩支行 中华路５２８号１层９１０６—９１０９室 ６３３３８８５２ ２０００１０

兴业银行上海淮海支行 兴业路１８０号 ５３８３５３２２ ２０００２０

兴业银行上海陆家嘴支行 浦建路１４５号 ５８３９６７７２ ２００１２７

兴业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肇嘉浜路２３８号底层Ａ ２、Ａ ３、Ａ ５、Ａ ７

红线部位（部位：底层群房商场Ａ２）
６４６７２７６６ ２０００３１

兴业银行上海虹口支行 四川北路１９５５号 ３６５６５３５５ ２０００８１

兴业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东方路７１０号 ５８３１９６５１ ２００１２２

兴业银行上海虹桥支行 仙霞路１３７号１０１室，１夹层０１、０２、０３室 ６２５９２８５８ ２０００５１

兴业银行上海武宁支行 武宁南路４０８号 ６２３２２３２２ ２０００４２

兴业银行上海闸北支行 天目西路５００号 ６３８０７８２２ ２０００７０

兴业银行上海金沙江支行 中山北路３５５３号１１３—１２８室、１００７—１００８室 ６２４５３５５３ ２０００６２

兴业银行上海卢湾支行
蒙自路５９—６１号１、２层，蒙自东路２７号地下

室（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３室）
５３０２５３３２ ２０００２３

兴业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莘建路２５８号 ６４９８１１００ ２０１１００

兴业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人民北路１８１号 ６７７２２３１５ ２０１６００

兴业银行上海华山支行 肇嘉浜路９０９号 ５４８９４３０１ ２０００３０

兴业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长寿路４００号１０１—１０５、１０９、１１６、１１７、１２２室 ６２６６７６９５ ２０００６０

兴业银行上海市南支行 鲁班路１６６号１０２室 ５３０２３９９７ ２０００２３

兴业银行上海南汇支行 城南路４８５弄１、３、５、７号及４６９号６层 ５８０１３８０６ ２０１３９９

兴业银行上海市中支行 成都北路６００号１层和２层北侧０１室 ６３７２６１１３ ２００００３

兴业银行上海七宝支行 吴宝路２５５号１０１—１０７室 ５４４９５８１５ ２０１１０１

兴业银行上海青浦支行
公园东路１６０６号４０１室，１６０８、１６１０、１６１２—

１６１６号
６９７２８２９８ ２０１７００

兴业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环城南路１０９９号 ３７５９６６９２ ２０１４００

兴业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保定路６２１号１—２层 ６５６３３８８９ ２０００８６

兴业银行上海五角场支行 淞沪路２９０号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４室 ３３８１１８６６ ２００４３３

兴业银行上海市西支行
金沙江路１６８５号１６幢１楼部分（编号Ｔ２

１０１）
６２１８１２２６ ２００３３３

兴业银行上海龙柏支行 金汇路５６８号底层 ６４４９１２０８ ２０１１０３

兴业银行上海沪闵支行
龙茗路１４６８、１４７０、１４７２、１４７４、１４７６、１４７８、

１４８０号
５２９６６０６２ ２０１１０１

兴业银行上海彭浦支行 汾西路４５９号 ３６３９２１２２ ２００４３５

兴业银行上海交易所支行 世纪大道１７０１号浦电路５５５号１层１０３室 ５０１５１５５８ ２００１２２

兴业银行上海天山支行 天山路６０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２３３８５５８ ２００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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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兴业银行上海金桥支行 博山东路５７０号１层Ａ区、２层 ５８５９１３０５ ２００１３６

兴业银行上海张江支行 科苑路１５１号１楼南 ５０２７５１４８ ２０１２０３

兴业银行上海丁香支行 丁香路１１８８号１层 ６８４１２６３５ ２００１３５

兴业银行上海张杨支行 张杨路１６４９—１６９９号１层１０７室 ６８５９９０２６ ２００１３５

兴业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银城路１６７号１０１室 １ ５０９２８８３１ ２００００３

兴业银行上海大华支行
大华路６０、６４、６８号１层，８８弄３２号２层２０１、

２０２、２０３室和３层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３室
６６０７１０５２

兴业银行上海南翔支行
银翔路８１９弄１号１层部分以及空调机房（０５、

０６室）、２层部分（０１、０２室）
６９９２５９６０ ２０１８０２

兴业银行上海芷江支行 芷江西路３７６号及普善横路９号２０１室 ６６５８１７８５ ２０００７０

兴业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行
紫杉路１５８弄２号（临港陆家嘴广场Ａ２号楼）

１层０１单元
５８０７２８４５ ２０１３０６

兴业银行上海虹桥商务区支行 苏虹路３３３号１０１、５０２室 ５４２８６０１６ ２０１１０６

兴业银行上海外高桥支行 基隆路１号１层Ｃ部位 ６８８０００１１ ２００１３１

兴业银行上海松江新城支行 新松江路１２９６号１层１ ０１ ３７８２７０１８ ２０１６００

１７．广发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本部 银城路８８号６楼６０２单元、７楼７０２单元、２８—３３楼 ６３９０１０３３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银城路８８号１楼 ６３９０１０９９

广发银行上海外滩支行 黄浦路９９号 ６３９３１７３６

广发银行上海虹口支行 四平路１８８号 ６５７５４０６９

广发银行上海南汇支行 城南路１号 ６８０３７０８１

广发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浦东南路８５５号１Ａ单元中 ５８５６０８７５

广发银行上海静安支行 北京西路１０６８号 ６２５５０２７３

广发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徽宁路６６５号 ６３１２６６８３

广发银行上海延安支行 镇宁路２５１号 ６２１１４６９３

广发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新松江路１２３４号 ５７８２００８５

广发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零陵路３５３号 ６４７２４１８０

广发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淮海西路６６６号底层 ６２８１３１５５

广发银行上海虹桥支行 古北路７１６号 ６２０９０５０９

广发银行上海淮海支行 淮海中路１３６０号 ６４３３５７３７

广发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１１号 ５６１１５９２０

广发银行上海福州路支行 福州路３１８号 ６２０７８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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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广发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莘朱路２６８号 ５４１５４５１６

广发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博乐路１７２号 ６９９１９９８８

广发银行上海嘉定新城支行 叶城路８１８号 ５９１６６９３９

广发银行上海闸北支行 恒丰路３２９号１０１、７０１室 ６２１５０６０８

广发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梅川路１２７５号 １３９０１６７１８５８

广发银行上海青浦支行 华青南路４８９号 ３３８６８３０５

广发银行上海金山支行 卫清西路１５０号 ３３６９９３３２

广发银行上海大柏树支行 汶水东路２９号 ５５２１９１７５

广发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航南公路５７５７号１层 ３７５６８５５９

广发银行上海桃浦支行 真南路１２８８号 ３３８７０９２１

广发银行上海长寿支行 昌化路９３２号 ５２４００６５８

广发银行上海大宁支行 共和新路１３０１号 ６３０６０７９９

广发银行上海五角场支行 黄兴路１６２１号 ５５１３３３１８

广发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 宜山路７００号 ６４８２１３９９

广发银行上海国金中心大厦支行 世纪大道８号国金中心２期４３楼 ６３９０１２６５

广发银行上海浦东大道支行 桃林路１８号 ５８９５５１３８

广发银行上海期货中心支行 灵山路１号 ５０８７１２２５

广发银行上海联洋国际社区支行 迎春路７７１号 ５８５８５３３１

１８．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浙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威海路５６７号 ６１３３３３３３ ２０００４１

浙商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世博馆路５０号鲁能国际中心Ａ座１楼 ６０８９８６５５ ２００１２６

浙商银行上海陆家嘴支行 张杨路６４８号 ６０９３３９９９ ２００１２２

浙商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肇嘉浜路６８０号 ６１９２２３９８ ２０００３１

浙商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古北路５０５ ８号 ６１７３３２８８ ２０００５１

浙商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曹杨路８６０号 ６０７１７６８８ ２０００６３

浙商银行上海闸北支行 广中路９２７号 ３６５６７１２８ ２０００７２

浙商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报春路２３９号 ６１９１５９９９ ２０１１００

浙商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环城路号６３６号 ６０８３６１３３ ２０１８９９

浙商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新松江路２９２号 ３１２７１２８８ ２０１６２０

浙商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南奉公路７７７７号 ３７５６９７５５ ２０１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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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 浦东南路１５００号 ２０６１２３０１ ２００１２２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浦东南路１５００号 ２０６１２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２

北京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２９、１３３１、１３３３号１—２层 ５６１７０３０８ ２０１９９９

北京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世纪大道１５８８号１０４Ａ、１５６８号１１０１—１１０２室 ６１０６５２５８ ２００１２２

北京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闵城路１７９、１８５号，１９９弄１６号１０２、２０１、２０２室 ６４６０６０３３ ２０１１９９

北京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博乐路１００号 ３９５１７３３３ ２０１８００

北京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华山路１５６８号１楼 ６２８３２８２０ ２０００５２

北京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新松江路１１８８弄１０１号 ６７６６３３８８ ２０１６２０

北京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金沙江路１６２８弄１０号１楼、１８楼０１、０２、０８、０９单元 ３２５１２９２８ ２００３３３

北京银行上海临港新片区支行 苍兰路６号港城广场二街坊２号楼１０２室 ５８１６０７６３ ２０１３００

北京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宛平南路７５号１、８楼 ３３６８０６１８ ２０００３２

北京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通阳路２０３—２２１号 ５７４２９７６３ ２０１４００

北京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黄兴路１８１６、１８２０，１８６８弄４６、８０号 ５５７８５０３０ ２００４３３

北京银行上海虹口支行
中山北二路１８００号７幢１层２７—４０单元，２层２９—

４０单元
５５８９６０１０ ２００４３７

北京银行上海青浦支行 公园路９９号舜浦大厦１层 ３９２２５６６６ ２０１７００

北京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河南南路１６号中汇大厦 ６３３６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０２

北京银行上海张江支行 金科路２８８９弄长泰广场Ａ座底层商铺及Ｂ座９层 ２０４２８０８８ ２０１２０３

北京银行上海静安支行 武宁南路４２８号１—３层 ６２３１１０１１ ２０００４０

北京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共和新路６６６号１、７层 ５６６２１２６２ ２０００７０

２０．江苏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江苏银行上海分行本部 中山北路３３００号环球港Ａ座３６—３９楼 ２２２５８０１６

江苏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世纪大道１１２８号１—２层 ６１０４６８０４

江苏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中山北路３３００号环球港１楼北侧 ２２２５８３６９

江苏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大连路１５４６号 ６５１１１７００

江苏银行上海南汇支行 年家浜东路２５号 ６８１８８９４２

江苏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肇嘉浜路４４６弄１号 ６４７３８７１６

江苏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中山中路２８３号（申越广场） ５７８１１７５５

江苏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苗圃路６３号 ２０２４３５６３

江苏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莘松路３５５号 ６４９８５５５９

江苏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淞宝路１５５弄２号 ３６５００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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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江苏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仓场路４２２号 ６０７６５０８０

江苏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环城东路８８３弄８号 ３７５６８６２２

江苏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打浦路４３５—４３７号 ６３１５２００５

江苏银行上海闸北支行 海宁路９１９号长泰企业天地广场１楼 ６０７１５９６２

江苏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古北路６８６号长福公寓底层 ６２０８８７６２

江苏银行上海惠南支行 城东路２５８号 ２０７９３０１０

江苏银行上海临港支行 环湖西一路２８１、２９１、９９号１层 ６１６２５０２３

２１．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杭州银行上海分行
中山东二路５５８号Ｎ幢１０３单元，３、５、６、１１、

１２、１５、１６层
６３６１２８２２ ２０００１１

杭州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中山东二路５５８号１０３单元 ６３７９８９８７ ２０００１１

杭州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黄兴路２００９号 ６３７９９０３７ ２００４３３

杭州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向城路１７号１层 ５８３１１６６３ ２００１２２

杭州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莘松路５８号１号楼 ６３７９９０９０ ２０１１９９

杭州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肇嘉浜路３６６号１Ａ室 ６３７９９１０２ ２０００３１

杭州银行上海虹口支行 海宁路２６９号１０１室 ６３７９９１４５ ２０００８０

杭州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塔城路２９７弄３７号 ５９９１８１２１ ２０１８００

杭州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安顺路２５１号１０１室 ６３７９９１８２ ２０００５１

杭州银行上海青浦支行 青湖路８７６—８６０号 ６９２３７２１０ ２０１７００

杭州银行上海北新泾支行 天山西路２８０号 ６２６０７０９６ ２０００５１

杭州银行上海大渡河路支行 大渡河路１６５３号 ５２９２６６３５ ２００３３３

杭州银行上海田林东路支行 田林东路５７４号１—３层 ５４２５３１６７ ２００２３３

杭州银行上海临汾路支行 临汾路６００号 ５６３７９５０６ ２００４３５

杭州银行上海齐河路支行 齐河路２９２号１层 ５０８６３１７６ ２００１２６

杭州银行上海本溪路支行 本溪路２８８号 ５５０８３１８０ ２０００９２

杭州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斜土东路９８号 ６３７９９３８２ ２０００１１

２２．渤海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渤海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１层 ５０１０６９１６ ２００１２０

渤海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水清路１０２６号 ５４１７７６５６ ２０１１９９

渤海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谷阳北路１７８３号 ３７７７３４２１ ２０１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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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渤海银行上海静安支行 石门一路２１３、２１７号（旺旺大厦底楼） ６２７１１１１６ ２０００４１

渤海银行上海同济支行 四平路１２３０号（同济大学对面） ５５６７７８５０ ２０００９２

渤海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平江路４８号５号楼１—２层 ６４１８７９９８ ２０００３２

渤海银行上海虹口支行 物华路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２号１—２层 ６５７９２０６８ ２０００８６

渤海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西藏南路７５８号１楼 ６１６５９７９９ ２０００１１

渤海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常德路１１９９号 ６２２５１０７０ ２０００６０

渤海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控江路１０５９号 ３５０８３１０１ ２０００９３

渤海银行上海虹桥支行 虹桥路５２２号 ６１３３８７８７ ２０００３０

渤海银行上海联洋社区银行 迎春路８２４号 ５０１９９５０６ ２００１３５

　　注：社区银行不办理公司结算业务，仅办理ＡＴＭ存取款业务及理财业务。

２３．温州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温州银行上海分行 九江路３３３号金融广场１—３楼 ６３６０１１１６

温州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 ６６６８０１３３

温州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浦东大道１１２２、１１２８号 ５８６０７０６６

温州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肇嘉浜路７３６号 ６４７０１８８３

温州银行上海虹莘支行 虹莘路２９３８号 ５４３９２６７７

温州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永盛路１２１７号 ６５１０８２３９

温州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政旦东路２０—２６（双号） ５９９０５６８２

温州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长寿路３６９号 ６５１０８１１９

温州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解放中路３０７—３０９、３１１—３１３号 ５７１８３０７７

温州银行上海青浦支行 盈港路６４６号 ６９８３３６５８

温州银行上海松兰路社区支行 松兰路１０６８号 ５７１８３０５９

温州银行上海新村路社区支行 新村路１４０６号 ５６３９０２７０

温州银行上海墨玉路社区支行 墨玉路５８号 ３９９４８５６９

温州银行上海北门路社区支行 北门路２５１号 ５９４９３２０５

２４．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 杨树浦路８８号１、２层 ３１７８８８８８ ２０００８２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南丹东路１８３—１９１号 ５４０６１５１８ ２０００３０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静安支行 威海路２３３号恒利国际大厦裙楼１０５单元 ６３２７１５１８ ２００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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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仙霞路３３３号１楼１０４室及５楼Ａ２室 ６０８２１５１８ ２００３３６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河南中路３６９号１、２层 ６３２３１５１８ ２００００１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翔殷路１０８８号凯迪金融大厦１０８室 ５５２２１５１８ ２００４３３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北外滩支行 大连路９５０号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室 ６０６７８１８５ ２０００９２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沪闵路６０８８号０１层０１Ｂ号 ６１３２０８５８ ２０１１００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普陀支行
金沙江路１６２８弄绿洲中环中心商业广场１号

１层１０２室、２层２０２室
６０６７６２５８ ２００３３３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闸北支行
恒丰路２９９号１０１ ０５、１０１ ０６、２０１ ０３、２０１

０４室
６１６２０７１８ ２０００７０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虹桥支行 吴中路１１６３号 ６１８５０８８８ ２０１１０３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卢湾支行 徐家汇路５５５号裙楼１层东区 ６１２０７２７２ ２０００２３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大宁支行 平型关路１０５１号１、２层 ６１２０７１８７ ２０００７２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嘉定支行 裕民南路６８弄１号大融城２号楼１１６室 ５９１０３３７０ ２０１８００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３３号安信商业广场Ｅ区１层７６室 ５６１３２１０１ ２０１９００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金桥支行 金桥路１３９８号１层东区 ５０７６６２２８ ２００１２９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虹口支行 四川北路１８５１号１层３２室 ５６６６１９８６ ２０００８０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市西支行 长寿路３６０号１层１０６—１０７室 ６２８８１８１５ ２０００６０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洋泾支行 灵山路１号天鑫大厦１层１０１室 ６８７７６５７２ ２００１３５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陆家嘴支行 浦东大道１号１０２室 ５８８８１５１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５．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新桥支行 九新公路２７６７、２７７１号１—２层 ５７６９９５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

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泗泾支行 泗凤路１１８、１２０号１—２层 ５７８６６７６３ ２０１６０１

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车墩支行 影视路２、４、６号 ５７８２７１６５ ２０１６１１

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九亭支行 沪亭南路１６２号 ３７６８３９８６ ２０１６１５

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永丰支行 荣乐西路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２、３３６号 ３７６８５７６８ ２０１６００

２６．上海奉贤浦发村镇银行分支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上海奉贤浦发村镇银行 南亭公路２８１号 ６１８２０８００ ２０１４９９

上海奉贤浦发村镇银行奉城支行 兰博路２９１１号 ６１７６１９４５ ２０１４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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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海
市
融
资
担
保
机
构
名
录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许
可
证
编
号

地
　
　
址

注
册
资
本

（
万
元
）

首
次
取
得

许
可
证
日
期

许
可
证

换
发
日
期

经
营
范
围

电
　
话

邮
编

备
　
注

１
上
海
徐
汇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徐
汇
区
漕
溪
北
路
１
８
号
２
１

楼
Ａ
座

３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３
月

２
５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６
４
２
７
５
８
０
２

２
０
０
０
３
０

２
上
海
汇
金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浦
东
新
区
江
心
沙
路
１
４
１
５

号
９
室

５
２
０
６
８

２
０
１
１
年
３
月

２
９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６
２
８
９
１
２
０
１

２
０
０
１
３
７

３
上
海
市
松
江
区
中
小
企
业

融
资
担
保
中
心

沪
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松
江
区
荣
乐
东
路
２
２
７
９
号

２
５
０
０
０

（ 开
办
资
金
）
２
０
１
１
年
４
月

１
５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５
７
７
４
４
８
６
３

２
０
１
６
１
３

４
上
海
亚
融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虹
口
区
汶
水
东
路
２
９
号

９
０
１
室

４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４
月

２
７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６
５
６
０
５
３
６
３

２
０
０
４
３
７

５
中
国
投
融
资
担
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华
东
分
公
司

沪
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４
虹
口
区
杨
树
浦
路
１
６
８
号

１
９
层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 营
运
资
金
）
２
０
１
１
年
６
月

１
０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６
０
６
８
７
１
９
０

２
０
０
０
８
２

６
上
海
银
信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５
浦
东
新
区
栖
山
路
１
２
９
号
６

楼
６
１
８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６
月

１
０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８
月

１
５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５
０
５
８
０
０
９
１

２
０
０
１
３
５

７
上
海
东
方
惠
金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６
浦
东
新
区
张
衡
路
２
０
０
号
２

幢
４
层
４
０
１
室

１
８
８
４
６

２
０
１
１
年
６
月

１
０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５
１
３
７
０
７
７
７

２
０
１
２
０
４

８
上
海
融
真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７
浦
东
新
区
东
昌
路
５
６
８
号

７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６
月

１
０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５
１
３
３
０
０
６
６

２
０
０
１
２
０

９
上
海
市
崇
明
区
融
资
担
保

中
心

沪
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２
崇
明
区
城
桥
镇
崇
明
大
道

８
１
８
８
号
２
号
楼
７
２
５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１
２
月

５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６
９
６
１
６
４
７
８

２
０
２
１
５
０

１
０

上
海
创
业
接
力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杨
浦
区
国
定
东
路
２
０
０
号
南

楼
４
０
３
１
室

３
６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３
月

２
５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５
５
２
３
３
０
６
３

２
０
０
４
３
３

１
１

上
海
金
开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金
山
区
龙
皓
路
５
６
９
号
２
层

北
一
侧

２
０
３
７
１．
０
８
８
４
２
０
１
１
年
４
月

１
３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６
７
９
６
１
３
２
７

２
０
０
５
４
０

１
２

上
海
公
信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长
宁
区
延
安
西
路
５
７
０
号

４
楼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４
月

１
３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２
４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６
３
２
９
５
５
９
９

２
０
０
０
５
０

１
３

上
海
嘉
定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嘉
定
区
德
富
路
１
２
８
８
号

１
０
５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６
月

１
６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５
９
５
３
０
２
２
１

２
０
１
８
２
１

１
４

上
海
联
合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浦
东
新
区
南
泉
北
路
２
０
１
号

１
１
０
１
室

７
３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９
月

７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３
３
２
５
７
８
８
８

２
０
０
１
２
０

９７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书书书

（ 续
表
）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许
可
证
编
号

地
　
　
址

注
册
资
本

（
万
元
）

首
次
取
得

许
可
证
日
期

许
可
证

换
发
日
期

经
营
范
围

电
　
话

邮
编

备
　
注

１
５

上
海
聚
龙
融
资
担
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６
奉
贤
区
奉
金
路
１６
６
号
１
第

９
幢
４
０
０
３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４
日

２
０
２
０
年
１
１
月

１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６
１
６
４
３
７
１
８

２
０
１
４
０
１

１
６

上
海
晋
福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１
宝
山
区
锦
乐
路
９
４
７
号
２
幢

Ｂ
０
４
３
５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３
月

１
９
日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月

１
８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５
０
８
７
１
１
６
３

２
０
１
９
０
１

１
７

上
海
泰
运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４
黄
浦
区
复
兴
东
路
７
３
３
号

９
０
５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４
月

２
４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６
３
５
５
５
８
１
８

２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８

平
安
普
惠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７
静
安
区
海
宁
路
９
２
７
、 ９
３
７
、

９
３
９
号
５
层
Ｂ
座

７
３
２．
２
３
５
９
５
６

万
美
元
（ 营

运
资
金
）

２
０
１
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２
０
１
９
年
３
月

１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３
１
２
３
２
３
８
１

２
０
０
０
８
５

１
９

上
海
仲
盛
融
资
担
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８
普
陀
区
中
山
北
路
３
５
５
３
号

２
７
楼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６
月

１
１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９
月

１
９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６
０
８
３
７
５
５
５

２
０
０
０
６
２

２
０

上
海
杨
浦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杨
浦
区
四
平
路
２
５
０
０
号
金

岛
大
厦
２
２
楼

１
６
５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１
１
月

１
９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６
５
７
９
２
８
７
７

２
０
０
４
３
３

２
１

上
海
奉
贤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１
奉
贤
区
南
奉
公
路
８
５
８
９
号
４

层
１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５
月

２
７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３
７
１
１
２
３
２
８

２
０
１
４
９
９

２
２

上
海
浦
东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３
浦
东
新
区
春
晓
路
４
３
９
号

１
０
幢

８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１
０
月

１
７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５
０
９
８
８
７
６
５

２
０
０
１
３
５

２
３

瀚
华
融
资
担
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４
中
国
（ 上
海
）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潍
坊
西
路
５
５
号
１
６
０
４
室

５
０
０
０

（ 营
运
资
金
）
２
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８
日

２
０
１
９
年
６
月

１
８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６
１
６
３
８
９
８
８

２
０
０
１
２
０

２
４

上
海
浦
东
科
技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５
浦
东
新
区
张
江
高
科
技
园
区

春
晓
路
４
３
９
号
９
号
楼

３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２
５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２
０
３
０
７
０
１
４

２
０
１
２
１
０

２
５

上
海
国
智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６
长
宁
区
娄
山
关
路
５
５
５
号

５
０
３
室

１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２
２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３
２
０
９
８
６
６
９

２
０
０
０
５
１

２
６

上
海
家
天
下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７
黄
浦
区
河
南
南
路
１
６
号
中

汇
大
厦
３
楼
３
０
０
６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４
年
１
２
月

３
１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８
０
１
３
６
８
８
８

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７

上
海
市
中
小
微
企
业
政
策

性
融
资
担
保
基
金
管
理

中
心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８
黄
浦
区
陆
家
浜
路
１
０
５
６
号

１
６
层

１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 基
金
规
模
）
２
０
１
６
年
５
月

２
０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６
３
７
７
６
９
９
２

２
０
０
０
１
１

２
８

上
海
振
汇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９
普
陀
区
曹
杨
路
１
８
８
８
弄
１
１

号
１
０
０
４
室

１
１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月

３
０
日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月

３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６
０
６
６
２
９
３
６
／

６
１
９
８

２
０
０
３
３
３

０８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书书书

（ 续
表
）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许
可
证
编
号

地
　
　
址

注
册
资
本

（
万
元
）

首
次
取
得

许
可
证
日
期

许
可
证

换
发
日
期

经
营
范
围

电
　
话

邮
编

备
　
注

２
９

上
海
三
六
零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普
陀
区
同
普
路
８
０
０
弄
４
号

２
０
１
室

３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月

３
０
日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月

３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５
０
８
９
７
２
７
１

２
０
０
３
３
３

３
０

上
海
市
住
房
置
业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１
浦
东
新
区
雪
野
路
９
２
８
号

１
１
楼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０
年
６
月

１
６
日

２
０
２
０
年
６
月

１
６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３
３
２
５
７
８
８
８

２
０
０
１
２
６

３
１

上
海
临
港
新
片
区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２

中
国
（ 上
海
）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临
港
片
区
环
湖
西
路
３
８
３

号
３
０
７
３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０
年
１
２
月

２
７
日

２
０
２
０
年
１
２
月

２
７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３
８
０
７
２
０
７
５

２
０
１
３
０
６

３
２

上
海
金
驹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沪
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４
黄
浦
区
西
藏
南
路
７
６
０
号
安

基
大
厦
１
３
０
４
—
１
３
０
５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１
１
月

１
５
日

２
０
１
８
年
７
月

２
０
日

借
款
类
担
保
业
务
、
发
行
债
券
担

保
业
务
和
其
他
融
资
担
保
业
务

３
３
０
２
３
３
６
８


８
０
７

２
０
０
０
１
１

许
可
证
已
交

回
，
注
销
许

可
证
办
理
中

（ 四
）
上
海
市
小
额
贷
款
公
司
机
构
名
录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注
册
资
本

（
万
元
）

成
立
日
期

电
　
话

备
　
注

１
上
海
松
江
龙
欣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松
江
区
玉
华
路
１
７
９
、 １
８
１
、 １
８
３
号

５
６
０
０

２
０
０
８
年
１
１
月
３
日

１
３
９
１
７
１
５
０
８
８
８

２
上
海
宝
山
宝
莲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宝
山
区
双
城
路
８
０
３
弄
７
号
１
０
１
室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８
年
１
１
月
１
１
日

６
１
８
０
８
５
９
８

３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张
江
科
技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松
涛
路
５
６
０
号
Ａ
座
２
层
２
０
１
Ａ
室

８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８
年
１
１
月
２
６
日

５
８
９
５
８
８
０
０

４
上
海
青
浦
明
诚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
浦
区
淀
山
湖
大
道
２
号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８
年
１
１
月
２
６
日

３
９
２
２
２
９
８
２

５
上
海
嘉
定
西
上
海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嘉
定
区
墨
玉
南
路
１
０
０
０
３
号
１
４
幢
１
楼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８
年
１
１
月
２
６
日

６
９
５
０
２
２
７
５

６
上
海
宝
山
神
农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宝
山
区
上
大
路
６
８
８
号
２
１
８
Ａ

６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８
年
１
２
月
２
日

５
６
１
０
５
５
０
１

７
上
海
崇
明
宝
盈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崇
明
区
城
桥
镇
西
门
路
２
０
８
号

３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８
年
１
２
月
２
日

６
９
６
１
５
６
５
５

８
上
海
奉
贤
新
发
展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奉
贤
区
南
桥
镇
南
桥
路
８
１
号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８
年
１
２
月
１
１
日

５
７
４
２
６
９
１
９

９
上
海
嘉
定
银
丰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嘉
定
区
塔
城
路
３
６
５
号
１
５
楼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８
年
１
２
月
１
１
日

６
９
９
１
０
９
９
９

１
０

上
海
金
山
民
欣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金
山
区
朱
泾
镇
临
仓
街
１
８
８
号
９
层

３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８
年
１
２
月
１
１
日

５
７
３
５
１
５
５
３

１
１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融
和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惠
南
镇
人
民
东
路
２
４
６
５
、 ２
４
６
７
、 ２
４
６
９
号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８
年
１
２
月
２
２
日

２
０
９
０
４
８
２
６

８
０
０
８

１８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书书书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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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注
册
资
本

（
万
元
）

成
立
日
期

电
　
话

备
　
注

１
２

上
海
崇
明
为
中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崇
明
区
长
兴
乡
凤
西
路
７
４
号
１
０
幢
３
楼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月
１
４
日

５
６
８
５
０
６
７
９

１
３

上
海
普
陀
宝
祥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普
陀
区
桃
浦
路
２
１
０
号
１
０
８
室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月
１
９
日

５
２
８
５
９
０
９
３

１
４

上
海
松
江
星
浩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松
江
区
洞
泾
镇
沪
松
公
路
３
６
７
０
号
４
０
３
室

１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月
２
０
日

３
７
７
０
３
０
３
５

１
５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银
泰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惠
南
镇
卫
星
东
路
１
４
０
号
２
楼

２
２
８
５
７

２
０
０
９
年
３
月
４
日

５
８
０
１
５
８
６
３

１
６

上
海
奉
贤
绿
地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奉
贤
区
航
南
公
路
４
８
８
８
弄
３
５
６
幢
１
０
９
—
１
１
１
室

７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３
月
９
日

５
３
８
３
０
３
８
８

１
７

上
海
徐
汇
华
擎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徐
汇
区
龙
漕
路
２
９
９
号
３
幢
Ｂ
—
Ｃ
座
１
楼
连
廊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３
月
２
４
日

６
４
９
６
９
９
９
３

１
８

上
海
杨
浦
科
诚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杨
浦
区
国
定
路
３
３
５
号
２
号
楼
１
５
０
４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４
月
２
１
日

５
５
６
６
３
０
７
５

１
９

上
海
杨
浦
科
创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杨
浦
区
武
东
路
１
９
８
号
１
２
楼
１
２
０
５
—
１
２
０
６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４
月
２
７
日

６
５
９
０
８
９
６
８

２
０

上
海
奉
贤
南
郊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奉
贤
区
德
丰
路
２
９
９
弄
１
号
９
０
１
室

６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５
月
７
日

３
７
５
８
０
３
０
５

２
１

上
海
宝
山
东
圣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宝
山
区
漠
河
路
６
０
０
弄
Ｂ
座
２
０
１
室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６
月
２
６
日

５
６
６
７
８
２
２
７

２
２

上
海
静
安
和
信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静
安
区
南
京
西
路
１
０
８
１
弄
２
０
号
底
层
西
部
１
幢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６
月
２
６
日

６
２
１
７
５
５
０
０

２
３

上
海
黄
浦
豫
园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黄
浦
区
西
藏
南
路
１
２
２
９
号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７
月
２
日

６
３
６
６
９
０
９
７

２
４

上
海
闸
北
景
业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静
安
区
七
浦
路
２
２
５
—
２
５
３
号
１
７
７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７
月
１
３
日

６
３
９
３
８
３
６
６

２
５

上
海
嘉
定
协
通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嘉
定
区
嘉
行
公
路
１
２
５
７
号
６
号
楼

３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８
月
２
４
日

５
９
５
５
６
６
９
０
、 ５
９
５
５
６
９
９

２
６

上
海
闵
行
巾
帼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闵
行
区
虹
梅
路
２
９
１
５
号
２
楼

１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９
月
９
日

３
４
７
３
６
１
８
８

２
７

上
海
长
宁
长
诚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长
宁
区
幸
福
路
６
８
号
４
０
２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１
月
２
日

６
２
１
１
３
３
５
０

２
８

上
海
徐
汇
大
众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徐
汇
区
中
山
西
路
１
５
１
５
号
１
１
０
２
室

４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１
月
１
３
日

６
４
２
８
８
８
２
９

２
９

上
海
闸
北
北
方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静
安
区
中
兴
路
１
２
８
６
号
２
０
２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１
月
１
６
日

６
６
２
９
７
６
６
８

３
０

上
海
松
江
华
松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松
江
区
松
卫
北
路
６
６
５
号
企
福
天
地
商
务
楼
１
０
３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２
月
４
日

３
７
７
４
５
１
１
５

３
１

上
海
松
江
九
和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松
江
区
谷
阳
北
路
１
４
２
５
弄
１
９
７
号
４
０
２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９
年
１
２
月
３
０
日

３
７
７
０
２
２
５
１

３
２

上
海
嘉
定
嘉
加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嘉
定
区
环
城
路
２
４
２
０
弄
１
０
号
２
幢
底
层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年
１
月
１
４
日

６
９
９
８
７
９
５
０

３
３

上
海
卢
湾
天
益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黄
浦
区
马
当
路
５
４
８
号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年
１
月
１
８
日

６
３
８
５
５
８
８
０

３
４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浩
大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上
南
路
４
０
５
９
号
５
幢
３
０
３
室

３
７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年
３
月
９
日

５
０
６
５
５
３
２
５

３
５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金
浦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昌
里
路
３
３
５
号
１
０
６
Ｂ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年
５
月
２
１
日

３
８
８
２
０
７
２
０

３
６

上
海
杨
浦
览
坤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杨
浦
区
逸
仙
路
２
３
号
２
０
１
、 ２
０
２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年
６
月
３
０
日

６
５
９
０
８
９
９
７

２８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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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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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注
册
资
本

（
万
元
）

成
立
日
期

电
　
话

备
　
注

３
７

上
海
松
江
永
信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松
江
区
玉
树
路
２
５
８
３
号
３
０
１
室

１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年
７
月
８
日

５
７
８
１
７
６
６
６

３
８

上
海
虹
口
虹
叶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虹
口
区
长
春
路
１
５
８
号
１
５
号
楼
１
层

１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年
７
月
２
３
日

６
５
０
３
３
３
８
８

３
９

上
海
普
陀
延
华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普
陀
区
西
康
路
１
２
５
５
号
７
０
１
—
７
０
３
室

１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年
８
月
２
３
日

６
１
８
１
８
６
８
６

４
０

上
海
金
山
利
民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金
山
区
枫
泾
镇
潮
枫
路
２
５
５
６
号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年
１
１
月
５
日

３
３
６
９
７
９
５
８

４
１

上
海
金
山
众
鑫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金
山
区
金
山
卫
镇
北
泰
路
２
１
２
号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年
１
１
月
８
日

６
７
２
２
０
６
２
３

４
２

上
海
松
江
御
圣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松
江
区
永
丰
路
２
８
１
、 ２
８
３
、 ２
８
５
号
２
层

１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年
１
２
月
２
２
日

１
３
６
４
１
７
７
７
１
３
０

４
３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致
广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周
浦
镇
沈
梅
路
９
９
弄
１
号
９
楼
Ｂ
座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年
１
２
月
２
２
日

５
０
８
８
０
３
６
６

４
４

上
海
宝
山
华
辉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宝
山
区
长
逸
路
１
５
号
Ｂ
座
１
１
０
７
—
１
１
１
０
室

１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２
月
２
３
日

５
１
２
５
１
２
２
３

４
５

上
海
杨
浦
杨
科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杨
浦
区
黄
兴
路
２
０
０
５
弄
２
号
１
０
０
８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４
月
８
日

５
５
０
６
１
０
７
７

４
６

上
海
金
山
金
开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金
山
区
龙
皓
路
５
６
９
号
１
０
２
、 １
０
３
室

１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４
月
１
５
日

６
７
９
６
１
１
０
８

４
７

上
海
崇
明
南
亩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崇
明
区
城
桥
镇
人
民
路
５
８
号
３
—
５
层

１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４
月
１
５
日

６
４
５
１
０
６
９
０

４
８

上
海
金
山
众
达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金
山
区
山
阳
镇
龙
皓
路
５
６
９
号
２
０
１
—
２
０
３
室

１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４
月
１
９
日

５
７
９
３
０
３
０
３

４
９

上
海
宝
山
庙
行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宝
山
区
共
和
新
路
５
１
９
９
号
９
楼
Ａ
座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３
６
４
１
１
５
９
２

５
０

上
海
静
安
华
谊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静
安
区
西
康
路
９
２
８
号
静
安
创
展
大
厦
５
１
５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３
２
５
６
８
６
７
７

５
１

上
海
闸
北
德
润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静
安
区
共
和
新
路
２
７
５
０
号
２
幢
９
０
３
—
９
０
５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５
月
２
３
日

５
２
８
４
７
２
９
９

５
２

上
海
杨
浦
华
东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杨
浦
区
国
泰
路
１
１
号
６
０
２
室

２
７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５
５
１
２
０
９
２
６

５
３

上
海
嘉
定
祥
融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嘉
定
区
金
沙
路
７
５
号
８
０
７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９
月
３
０
日

６
４
６
８
７
８
８
８

５
４

上
海
静
安
甬
商
汇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静
安
区
乌
鲁
木
齐
北
路
４
８
０
号
９
０
２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９
月
３
０
日

５
２
３
７
０
９
３
１

５
５

上
海
奉
贤
金
海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奉
贤
区
德
丰
路
２
９
９
弄
１
号
１
１
０
８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日

３
７
５
８
０
０
３
３

５
６

上
海
奉
贤
申
星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奉
贤
区
南
桥
镇
西
渡
工
业
园
区
奉
金
路
６
９
号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日

５
７
４
２
７
３
０
８

５
７

上
海
杨
浦
金
五
角
场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杨
浦
区
包
头
路
９
２
号
６
层

１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４
日

５
５
１
２
８
０
３
５

５
８

上
海
普
陀
华
盛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普
陀
区
长
寿
路
３
６
０
号
６
楼
０
３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年
１
２
月
２
１
日

３
３
５
３
０
３
５
８

６
１
９

５
９

上
海
虹
口
北
外
滩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虹
口
区
邯
郸
路
１
７
３
号
１
号
楼
Ｃ
区
１
０
９
、 １
１
１
、 １
１
２
、

１
１
６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２
月
９
日

６
５
５
９
０
８
９
８

３８３一、 银行业机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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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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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注
册
资
本

（
万
元
）

成
立
日
期

电
　
话

备
　
注

６
０

上
海
奉
贤
聚
银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奉
贤
区
德
丰
路
２
９
９
弄
１
号
３
０
３
室

１
０
５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３
月
９
日

６
０
９
７
０
７
７
７

６
１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长
江
鼎
立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东
方
路
１
９
８
８
号
３
０
４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４
月
１
日

５
８
６
０
７
５
７
０

６
２

上
海
松
江
平
高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松
江
区
中
山
二
路
２
１
６
号
１
３
层
１
３
０
１
、 １
３
０
２
、 １
３
０
３
室

３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４
月
２
３
日

３
７
０
０
０
０
７
１

６
３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邦
信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莲
林
路
１
５
号
１
幢
１
０
６
室

１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４
月
２
５
日

６
１
６
３
９
９
９
８

６
４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金
桥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金
海
路
３
２
８
８
号
４
幢
４
楼
４
０
１
室
Ａ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４
月
２
５
日

５
０
６
８
１
３
８
８

６
５

上
海
长
宁
大
众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长
宁
区
延
安
西
路
１
０
３
３
号
１
０
５
、 １
０
６
、 １
０
８
室

３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４
月
２
７
日

６
２
５
２
６
８
０
８

６
６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玖
创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民
生
路
１
４
０
３
号
２
８
０
６
Ａ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５
月
１
１
日

５
０
８
１
０
０
７
５

６
７

上
海
长
宁
国
智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长
宁
区
娄
山
关
路
５
５
５
号
５
０
２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５
月
１
５
日

３
２
０
９
８
６
６
９

６
８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银
盛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金
桥
路
９
３
９
号
１
６
０
５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６
１
６
５
０
１
７
５

６
９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恒
大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板
泉
路
７
２
８
号
１
２
幢
３
０
１
—
３
０
４
室

１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５
０
４
９
３
７
２
３

７
０

上
海
闸
北
市
北
高
新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静
安
区
江
场
三
路
２
３
８
号
１
５
１
２
室

１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９
月
２
７
日

５
６
０
６
１
８
１
８

７
１

上
海
徐
汇
昂
立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徐
汇
区
虹
桥
路
３
３
３
号
３
幢
１
０
５
、 １
０
７
、 １
０
９
室

１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１
１
月
３
日

６
４
６
８
８
３
８
６

７
２

上
海
松
江
承
平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松
江
区
茸
梅
路
５
１
８
弄
５
号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１
１
月
１
２
日

１
５
２
２
１
２
８
２
１
５
８

７
３

上
海
徐
汇
荣
晟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徐
汇
区
钦
州
北
路
１
８
８
号
华
京
大
厦
８
楼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１
１
月
１
６
日

６
４
１
７
９
７
１
９

７
４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亚
联
财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沪
南
路
２
２
１
８
号
东
楼
１
５
０
９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１
２
月
１
２
日

３
１
７
５
９
９
８
８

７
５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秋
实
为
农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惠
南
镇
听
悦
路
６
３
９
、 ６
４
１
、 ６
４
３
、 ６
４
５
号

１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２
年
１
２
月
１
７
日

６
０
９
７
９
９
６
２

７
６

上
海
金
山
宜
华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金
山
区
廊
下
镇
漕
廊
公
路
７
８
１
０
号

１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１
月
５
日

３
７
９
１
１
６
９
９

７
７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康
信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康
桥
东
路
１
１
１
号
１
９
号
楼
３
楼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１
月
１
７
日

２
０
９
８
９
９
０
０

７
８

上
海
嘉
定
国
鑫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嘉
定
区
德
富
路
１
２
８
８
号
１
５
１
８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２
月
１
日

５
９
５
３
０
１
０
７

７
９

上
海
嘉
定
绿
缘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嘉
定
区
曹
安
公
路
４
８
１
１
号
１
楼
１
１
２
—
１
１
３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２
月
７
日

５
９
５
９
１
９
９
７

８
０

上
海
黄
浦
联
合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黄
浦
区
鲁
班
路
１
５
８
号
４
０
４
室

３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３
月
５
日

３
３
２
５
７
８
８
８

８
１

上
海
虹
口
东
华
美
钻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虹
口
区
曲
阳
路
８
０
０
号
１
５
０
９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４
月
２
８
日

５
６
３
１
８
９
２
３

８
２

上
海
普
陀
宏
大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普
陀
区
真
光
路
１
２
１
９
号
１
９
楼
１
９
０
２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５
月
１
４
日

６
２
９
７
３
９
６
５

４８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书书书

（
续
表
）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注
册
资
本

（
万
元
）

成
立
日
期

电
　
话

备
　
注

８
３

上
海
嘉
定
大
众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嘉
定
区
江
桥
镇
鹤
旋
路
８
８
号
１
层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５
月
２
７
日

６
９
５
１
５
６
１
８

８
４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长
鑫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北
张
家
浜
路
１
２
８
号
５
０
１
１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５
０
８
１
７
７
１
５

８
５

上
海
松
江
开
天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松
江
区
广
富
林
路
２
２
５
号
２
０
层
２
０
１
１
、 ２
０
１
３
、 ２
０
１
５
、

２
０
１
０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３
７
６
２
８
９
６
８

８
６

上
海
青
浦
工
合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
浦
区
清
河
湾
路
１
２
０
０
号
７
０
２
、 ７
０
３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１
３
日

５
９
２
５
７
７
８
８

８
７

上
海
松
江
易
和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松
江
区
三
新
北
路
９
０
０
弄
８
０
１
号
２
楼
Ａ
区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７
月
２
５
日

１
３
６
０
１
７
６
８
２
４
９

８
８

上
海
奉
贤
申
隆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奉
贤
区
金
钱
公
路
４
８
８
８
号
申
隆
大
厦
４
楼
Ａ
—
Ｃ
座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７
月
３
０
日

６
７
１
０
２
１
２
０

８
９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华
利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泥
城
镇
鸿
音
路
２
９
５
８
号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８
月
１
２
日

２
０
９
６
９
２
２
８

９
０

上
海
静
安
达
安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静
安
区
万
航
渡
路
８
８
８
号
开
开
广
场
２
０
楼
Ｂ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８
月
２
８
日

５
２
９
０
８
９
３
８

９
１

上
海
青
浦
华
新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青
浦
区
华
新
镇
新
府
中
路
１
７
８
４
号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９
月
４
日

５
９
７
７
３
３
３
３

９
２

上
海
闵
行
大
众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闵
行
区
古
美
路
５
７
３
号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１
４
日

６
４
０
６
５
２
２
９

９
３

上
海
奉
贤
南
桥
新
城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奉
贤
区
南
奉
公
路
６
８
９
９
号
２
幢
１
０
１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２
２
日

３
７
１
９
６
６
８
８

９
４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龙
象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秀
浦
路
２
３
８
８
号
３
幢
１
６
０
７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１
２
月
５
日

６
１
９
０
０
５
７
７

９
５

上
海
京
汇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嘉
定
区
叶
城
路
９
２
５
号
Ｂ
区
５
幢
２
０
８
室

９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１
２
月
３
１
日

３
３
０
５
３
５
０
０

９
６

上
海
满
易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嘉
定
工
业
区
汇
源
路
５
５
号
Ｈ
幢
２
层
Ｃ
区
２
０
３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４
年
１
月
３
０
日

８
０
１
６
５
７
６
０

９
７

上
海
嘉
定
及
时
雨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嘉
定
区
沪
宜
公
路
３
６
３
８
号
２
幢
３
０
３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年
３
月
８
日

６
２
１
２
９
９
９
９

９
８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普
罗
米
斯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陆
家
嘴
东
路
１
６
６
号
中
国
保
险
大
厦
１
４
楼

０
３
—
１
０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４
年
５
月
１
３
日

２
０
６
６
６
２
１
２

９
９

上
海
闵
行
华
谊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闵
行
区
剑
川
路
９
５
１
号
４
幢
４
０
６
—
４
０
８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４
年
８
月
１
１
日

６
４
８
８
１
７
２
８

１
０
０

上
海
静
安
维
信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静
安
区
灵
石
路
６
９
７
号
９
号
楼
４
楼
４
０
１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４
年
９
月
１
６
日

６
０
３
５
１
８
１
８

１
０
１

上
海
徐
汇
富
融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徐
汇
区
瑞
金
南
路
４
３
８
号
１
楼

１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４
年
１
０
月
２
３
日

６
４
８
３
３
８
８
８

１
０
２

上
海
搜
房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黄
浦
区
河
南
南
路
１
６
号
中
汇
大
厦
三
楼
３
０
０
７
室

５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１
９
日

８
０
１
３
６
６
６
８

１
０
３

上
海
唯
品
会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嘉
定
区
真
新
街
道
定
边
路
３
５
号
１
４
０
２
、 １
４
０
３
室

５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５
年
２
月
１
６
日

８
０
１
７
０
１
２
１

１
０
４

上
海
奉
贤
青
年
创
业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奉
贤
区
金
海
公
路
３
１
１
１
号
１
１
楼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５
年
５
月
７
日

３
７
１
９
５
９
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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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续
表
）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注
册
资
本

（
万
元
）

成
立
日
期

电
　
话

备
　
注

１
０
５

上
海
连
连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徐
汇
区
宛
平
南
路
９
８
号
永
丰
国
际
大
厦
１
２
０
６
室

３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５
年
７
月
３
日

６
４
０
３
６
７
１
６

１
０
６

上
海
杨
浦
浩
源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杨
浦
区
黄
兴
路
１
８
０
０
号
３
幢
１
０
０
１
、 １
０
１
２
室

１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５
年
７
月
１
６
日

５
５
２
３
０
２
５
５

１
０
７

上
海
黄
浦
仟
宸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黄
浦
区
延
安
东
路
７
号
３
楼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５
年
７
月
２
３
日

６
３
５
１
１
３
７
０

１
０
８

上
海
闵
行
创
业
接
力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闵
行
区
金
都
路
４
２
９
９
号
５
幢
６
楼
８
、 １
０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５
年
８
月
２
５
日

５
５
２
３
３
０
６
３

１
０
９

上
海
携
程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长
宁
区
金
钟
路
９
９
９
号
Ｂ
幢
２
楼
２
Ｆ
０
３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５
年
９
月
１
７
日

３
４
０
６
４
８
８
０

１
１
０

上
海
虹
口
广
信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虹
口
区
吴
淞
路
２
１
８
号
６
楼
６
０
３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５
年
９
月
１
７
日

３
４
６
９
７
３
１
９

１
１
１

上
海
盛
大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张
衡
路
６
６
６
弄
１
号
Ａ
栋
２
楼
２
１
２
室

２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５
年
８
月
２
５
日

６
８
８
７
６
６
６
３

１
１
２

上
海
青
浦
大
众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
浦
区
北
青
公
路
４
１
４
９
号
５
幢
２
楼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１
５
日

５
９
８
８
９
８
０
２

１
１
３

上
海
松
江
漕
河
泾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松
江
区
莘
砖
公
路
２
５
８
号
３
４
幢
１
９
０
１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１
４
日

３
８
２
９
５
１
１
１

１
１
４

上
海
万
达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杨
高
南
路
７
２
９
号
１
号
楼
３
１
层

１
０
５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６
年
１
月
２
６
日

３
１
６
５
３
３
１
４

１
１
５

上
海
崇
明
瀛
宝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崇
明
区
城
桥
镇
西
门
路
１
３
３
３
弄
２
０
号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６
年
３
月
２
２
日

６
９
６
７
４
２
９
８

１
１
６

上
海
永
达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黄
浦
区
瑞
金
南
路
２
９
９
号
４
０
３
室

５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６
年
６
月
２
０
日

６
３
０
２
６
７
８
９

１
１
７

上
海
黄
浦
红
星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黄
浦
区
金
陵
东
路
２
号
（
光
明
金
融
大
厦
） ２
５
层

２
５
０
１
室

３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６
年
８
月
１
５
日

２
３
３
０
０
３
２
７

１
１
８

上
海
交
银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商
城
路
６
１
８
号
３
层
Ａ
１
０
６
—
Ａ
１
０
７
室
、

Ａ
２
０
１
室
—
Ａ
２
０
３
室
、 Ａ
２
０
５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６
年
７
月
４
日

１
３
３
８
１
７
３
６
２
２
５

１
１
９

上
海
滨
江
普
惠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徐
汇
区
虹
桥
路
５
０
０
号
１
２
０
２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６
年
１
０
月
２
５
日

６
４
４
８
０
５
２
６

１
２
０

上
海
静
安
众
创
空
间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静
安
区
万
航
渡
路
８
５
８
弄
１
５
号
８
楼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７
年
３
月
３
日

５
２
９
９
７
６
５
２

１
２
１

上
海
民
投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黄
浦
区
中
华
路
１
３
５
９
号
４
楼
Ａ
４
５
２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７
年
３
月
３
１
日

５
３
３
９
６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上
海
嘉
定
通
华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嘉
定
区
沪
宜
公
路
１
１
６
８
号
１
０
层
１
０
０
６
—
１
０
０
８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７
年
６
月
１
日

６
０
８
１
８
１
８
８

１
２
３

上
海
徐
汇
东
方
财
富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徐
汇
区
宛
平
南
路
８
８
号
２
８
１
１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７
年
７
月
１
９
日

５
４
５
０
９
９
７
７

１
２
４

上
海
中
远
海
运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虹
口
区
东
大
名
路
６
５
８
号
１
楼
１
０
１
室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８
年
２
月
９
日

６
５
９
６
９
１
０
８

１
２
５

上
海
贝
壳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奉
贤
区
南
桥
镇
环
城
南
路
７
４
９
、 ７
５
１
号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０
年
１
２
月
２
日

５
１
６
９
７
６
７
６

１
２
６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鑫
隆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新
区
世
纪
大
道
２
１
０
号
８
０
５
室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年
１
２
月
３
０
日

１
８
６
２
１
６
６
２
３
２
３

未
参
加
２
０
１
９
年
度

现
场
检
查
，
退
出
试

点
办
理
中

６８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二、 证券业机构名录

（一） 上海市证券公司机构名录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公司网站网址 电　话

１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６００号１幢３２层
２００１２２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２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１９８号２８层
２００１２２ ｗｗｗ．ｃｊ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６１１１８９７８

３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普陀区曹杨路５１０号南半幢９楼 ２００１２２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４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黄浦区中山南路３１８号２４层 ２０００１０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ｓｅｃｉｂ．ｃｏｍ ２３１５３８８８

５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黄浦区中山南路１１９号东方证券大厦 ２０００１０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６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２０００４０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６１８号
２００１２０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黄浦区广东路６８９号 ２００００１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２３２１９３００

９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号环球金融中心５７层
２００１２０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６８７７７２２２

１０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７５９号３０层
２００１２７ ｗｗｗ．ｈｕａｊｉｎｓｃ．ｃｎ ２０６５５５８８

１１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 虹口区吴淞路５７５号２５０１室 ２０００８０ ｗｗｗ．ｈｕａｊｉｎｇｓｅｃ．ｃｏｍ ６０１５６６６６

１２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１６８号Ｂ座２１０１、２１０４Ａ室
２００１２０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９５３７６

１３
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

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５０１号４９０１—４９０８室
２００１２０ ｗｗｗ．ｊｐｍｏｒｇａ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６１０６６０００

１４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号环球金融中心７５楼７５Ｔ３０室
２００１２０

ｗｗｗ．ｍｏｒｇａｎｓｔａｎｌｅｙｈｕａｘｉｎ．

ｃｏｍ
２０３３６０００

１５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黄浦区四川中路２１３号７楼 ２００００１ ｗｗｗ．ｓｈｚｑ．ｃｏｍ ５３６８６８８８

１６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１６、２２、２３楼
２００１２２ ｗｗｗ．ｓｈｇｓｅｃ．ｃｏｍ ２０６３９６６６

１７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徐汇区长乐路９８９号４５层 ２０００３１ ｗｗｗ．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 ３３３８９８８８

１８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黄浦区淮海中路３８１号中环广场１０楼 ２０００２０ ｗｗｗ．ｎｏｍｕｒａｏｉｓｅｃ．ｃｏｍ ６６１９９０００

１９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２００号中银大厦

３９层
２００１２０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０３２８０００

２０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１９８号世纪汇一座

２７层
２００１２２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ｍａｉｎ／

ｓｕｐｅｒ／ｊｈｌｃ／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９５５７９



（续表）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公司网站网址 电　话

２１
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浦东新区新金桥路２５５号５４０室 ２００１３５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２０３６１０６７

２２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浦东新区基隆路６号１２２２室 ２００１２０ ｗｗｗ．ｈｔａｍｃ．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９７

２３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黄浦区中山南路３１８号２号楼３１层 ２０００１０ ｗｗｗ．ｄｆｈａｍ．ｃｏｍ 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２４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浦东新区杨高南路７９９号３号楼２６层 ２０００４０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２５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黄浦区南苏州路３８１号４０９Ａ１０室 ２００１２０ ｗｗｗ．ｇｔｊａｚｇ．ｃｏｍ 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２６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黄浦区广东路６８９号３２层 ２００００１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２７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黄浦区延安东路１７５号２４楼０５室 ２００１２０ ｗｗｗ．ｑｌｚｑｚｇ．ｃｏｍ ２０３１５３０５

２８
上海甬兴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黄浦区北京东路６６６号Ｈ区（东座）６楼

Ｈ６７１
２００００１ ｗｗｗ．ｙｘｚｑｚｇ．ｃｏｍ ６３８９８５２９

２９
天风（上海）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虹口区东大名路６７８号５楼 ２０００８０ ｗｗｗ．ｔｆｚｑａｍ．ｃｏｍ ６８８１５０１２

３０ 德邦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陀区中山北路２９１８号１１层１１０１室 ２００１２２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ａｍ．ｃｏｍ．ｃｎ 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二） 上海市基金公司机构名录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公 司 网 站

１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

９楼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１００９９９９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源深路２７９号 ２００１３５ ５０５０９８８８ 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３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二

期１６—１７楼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０３６１８１８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４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黄浦区中山东二路５５８号外滩金融中心

１幢６层
２０００１０ ８０２６２８８８ ｗｗｗ．ｅｐｆ．ｃｏｍ．ｃｎ

５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二

期（即Ｂ座）９楼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８５５５５５５ ｗｗｗ．ｆ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６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１８号９楼 ２００１２１ ３８９９２９８０ ｗｗｗ．ｃｐｉ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７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虹口区公平路１８号８号楼嘉昱大厦

１６—１９层
２０００８２ ３１０８１６００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８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二

期３１—３２层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８９６９９９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９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上海环球金融

中心５８楼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８５０５８８８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０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栖霞路１８号富汇大厦 Ａ座

５楼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８８８６９９６ ｗｗｗ．ｈ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８８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续表）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公 司 网 站

１１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汇

丰银行大楼１７层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０３７６８６８ ｗｗｗ．ｈｓｂｃｊｔ．ｃｎ

１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６６号东亚

银行金融大厦３６—３７层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８６５０９９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３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浦东新区富城路９９号震旦国际大楼

２０楼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８９３２８８８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４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３３号花旗集团大

厦３６楼３６０８室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８８８１８０１ ｗｗｗ．ｊｙｓａ９９．ｃｏｍ

１５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号国金中心二期

２１—２２楼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１０５５０５０ ｗｗｗ．ｆｕｎｄ００１．ｃｏｍ

１６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富城路９９号震旦国际大楼

１８层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８９８５１９９ ｗｗｗ．ｎｕｏｄｅ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７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银城路９号农银大厦５０层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１０９５５８８ ｗｗｗ．ａｂｃｃａ．ｃｏｍ

１８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黄浦区淮海中路３８１号３８楼 ２０００２０ ２３２１２８８８ ｗｗｗ．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１９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富城路９９号震旦国际大楼

２５楼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０６２８０００ ｗｗｗ．ｃｉｆｍ．ｃｏｍ

２０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黄浦区中山南路１００号金外滩国际广场

１１层
２０００１０ ２３２６１１８８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２１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２５６号３７层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０８９９１８８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２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徐汇区复兴西路１５９号 ２０００３１ ６０３７１１５５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ｃｎ

２３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浦电路３６０号陆家嘴投资大厦

９层
２００１２２ ３８９０９６００ ｗｗｗ．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２４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汇

丰银行大楼９层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８６４９７８８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

ｃｏｍ．ｃｎ

２５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芳甸路１１５５号浦东嘉里城办

公楼２８—２９楼
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３９８８８８ ｗｗｗ．ｘｑ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２６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民生路１１９９弄证大五道口广

场１号楼１７层
２００１３５ ３８６０１７７７ ｗｗｗ．ｈｕａｔａｉｐｂ．ｃｏｍ

２７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５６８号中建大厦

１５楼
２００１２２ ３８５６８８８８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２８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

２９０５—２９０８及３０层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８４２９８０８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９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３３３号５楼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８６０９６００ ｗｗｗ．ｚ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３０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２００号中银大厦２６、

２７、４５层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３１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杨高南路７９９号陆家嘴世纪金

融广场１１层０２—０４单元
２００１２７ ３８５７２８８８ ｗｗｗ．ｗｅｓｔ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

３２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５６８号中建大厦

２９层
２００１２２ ６１８７０９９９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３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６８号时代金融中心

４１、４３楼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０５３７８８８ ｗｗｗ．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９８３二、 证券业机构名录　



（续表）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公 司 网 站

３４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芳甸路１０８８号紫竹大厦１６层 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３２９７００
ｗｗｗ．ｃｈａｎｇａｎｆｕｎｄｓ．

ｃｏｍ

３５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黄浦区中山东二路６００号Ｓ１幢２１０１—

２１０６单元
２０００１０ ２６０１０８５２ ｗｗｗ．ｄｂ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３６ 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虹口区四川北路 ８５９ 号中信广场

１６０８室
２０００８５ ２６０６６９３３ ｗｗｗ．ｈｃｍｉｒａｅ．ｃｏｍ

３７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３３号花旗集团大

厦１７０８室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８５５６６６６

ｗｗｗ．ｔａｉｐｉ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ｃｎ

３８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５２８号陆家嘴基金

大厦１５楼
２００１２２ ６０５８６９００ ｗｗｗ．ｄｏｎｇｈａｉ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３９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银城路１６７号１３、１４层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２２１１８８８ ｗｗｗ．ｃｉｂ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４０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竹林路１０１号陆家嘴基金大厦

９层
２００１２２ ６０２３２７９９ ｗｗｗ．ｂｏｓｃａｍ．ｃｏｍ．ｃｎ

４１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２１０号２１世纪大厦

２７层
２００１２０ ５１６９０１８８

ｗｗｗ．ｍａｘｗｅａｌｔｈｆｕｎｄ．

ｃｏｍ

４２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静安区中山北路９０９号１２楼 ２０００７０ ２０８９２０１２ ｗｗｗ．ｘｙａｍｃ．ｃｏｍ／

４３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０８８号招商银行

上海大厦１６楼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０２９６２００ ｗｗｗ．ｈｆｆｕｎｄｓ．ｃｎ

４４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５２８号陆家嘴基金

大厦１９层
２００１２２ ６０３６６０００ ｗｗｗ．ｇ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４５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杨浦区秦皇岛路３２号Ａ楼１—２层 ２０００８２ ６０１６８３００ ｗｗｗ．ｈａｏａｍｃ．ｃｏｍ

４６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８号金茂大厦

４３０６室
２００１２０ ８０２９９０００ ｗｗｗ．ｅｈｕａｔａ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７ 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黄浦区延安东路１号凯石大厦２层 ２００００２ ８０３６５０００ ｗｗｗ．ｖｓｔｏｎｅ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８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龙阳路２２７７号２１０２—２１０４室 ２０１２０４ ８０３６３９９９
ｗｗｗ．ｈｅｎｇｙｕｅｆｕｎｄ．

ｃｏｍ／

４９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福山路５００号１６０１室 ２００１２２ ８０２２６２８８ ｗｗｗ．ｂｄｆｕｎｄ．ｃｎ

５０ 弘毅远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黄浦区中山东二路６００号１幢３０层（实

际楼层２８层）０６单元
２００００２ ５３６８２８８８ ｗｗｗ．ｈｏｎ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５１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１８号星展银行

大厦７０３—７０４室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０６３９９９９ ｗｗｗ．ｚｇ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５２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竹林路１０１号陆家嘴基金大厦

１０层
２００１２２ ６８８８６２７７ ｗｗｗ．ｈｅｘａａｍｃ．ｃｏｍ

５３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杨高南路４２８号由由世纪广场

１号楼５楼
２００１２７ ５０６０６８００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ｃｏｍ

５４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芳甸路１１５５号浦东嘉里城办

公楼４２层
２０１２０４ ３８１７３２０１

ｗｗｗ．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ｆｕｎｄ．

ｃｏｍ／

５５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芳甸路１１５５号浦东嘉里城办

公楼３３０３室
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３０５８８８ ｗｗｗ．ｒｏｓｅｆｉｎ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５６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丁香路７７８号丁香国际大厦西

塔７层
２００１３５ ６０６０７０８８ ｗｗｗ．ｐｕｒｅｋｉｎｄｆｕｎｄ．ｃｏｍ

０９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续表）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公 司 网 站

５７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徐汇区龙田路１９０号天华信息科技园

（北区）２号楼３楼
２００２３５ ２３５２６９９９ ｗｗｗ．ｄｏｎｇｃａｉ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５８ 达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黄浦区东大名路１０８９号北外滩来福士

广场东塔２９０１室
２０００８２ ６０５８１２８８

ｗｗｗ．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ｆｕｎｄｓ．

ｃｏｍ

５９ 瑞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福山路５００号２５０８室 ２００１２２ ５３３０８８２２ ｗｗｗ．ｒｕｉｄａａｍｃ．ｃｏｍ

（三） 上海市期货公司机构名录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网 站 地 址

１ 渤海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

２８号１２０１、３５０３室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１２５７８９０ ｗｗｗ．ｂｈｆｃｃ．ｃｏｍ

２ 东航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闵行区吴中路６８６弄３号Ｄ幢１６、１８楼 ２０１１０３ ６４０６８７９６ ｗｗｗ．ｃｅｓｆｕｔｕｒｅｓ．ｃｏｍ

３ 东吴期货有限公司 黄浦区西藏南路１２０８号６楼 ２０００１１ ６３１２３０１９ ｗｗｗ．ｄｗｆｕｔｕｒｅｓ．ｃｏｍ

４ 东兴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虹口区杨树浦路２４８号２２层 ２０００８２ ６５４５６８７０ ｗｗｗ．ｄｘｑｈ．ｎｅｔ

５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７２９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１号楼６楼
２００１２２ ２２１６９０６０ ｗｗｗ．ｅｂｆｃｎ．ｃｏｍ

６ 国富期货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７９９号２５层０１、０４单元
２００１２７ ２０７７６１９８ ｗｗｗ．ｇｆｆｃｃ．ｃｏｍ

７ 国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５０１号５０１、５０２、５０３、５０５、５０６、５０７、

５０８、５０９室
２００１２２ ６０７３８４８８ ｗｗｗ．ｇｕｏｓｈｅｎｇｑｈ．ｃｏｍ

８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静安区新闸路６６９号２９、３０层 ２０００４１ ３３０３８６５０ ｗｗｗ．ｇｔｊａｑｈ．ｃｏｍ

９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 虹口区杨树浦路１６８号１７层Ａ区域 ２０００８０
４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１
ｗｗｗ．ｓｄｉｃｆｕｔｕｒｅｓ．ｃｏｍ

１０ 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虹口区东大名路３５８号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室
２０００００ ６８８６５８１５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ｑｈ．ｃｏｍ．ｃｎ

１１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号１７楼，６楼０１、０３、０４单元，２５
楼，２楼０３、０５单元

２００１２２ ６１８７１６８８ ｗｗｗ．ｈｔｆｕｔｕｒｅｓ．ｃｏｍ

１２ 海证期货有限公司 虹口区临平北路１９号３楼 ２０００８６ ６５２１８８８７ ｗｗｗ．ｈｉｃｅｎｄ．ｃｏｍ．ｃｎ

１３ 恒泰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峨山路９１弄１２０号２层

２０１室
２００１２２ ６８４０５１７８ ｗｗｗ．ｃｎｈｔｑｈ．ｃｏｍ．ｃｎ

１４ 华闻期货有限公司 黄浦区北京东路６６６号Ｈ楼３１层 ２００１２０ ５０３６８９１８ ｗｗｗ．ｈｗｑｈ．ｃｏｍ．ｃｎ

１５ 华鑫期货有限公司 黄浦区福州路６６６号２１、２２楼 ２０００２１ ６３５５８９９８ ｗｗｗ．ｓｈｈｘｑｈ．ｃｏｍ

１６ 建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浦东新区银城路９９号５０２、５０３室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０６３５５１８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ｔｕｒｅｓ．ｃｏｍ

１７ 瑞银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号３８０８室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８６６８２１６ ｗｗｗ．ｐｕｍｉｎ．ｃｏｍ．ｃｎ

１８ 上海大陆期货有限公司
徐汇区凯旋路３１３１号明申中心大厦

２５、２６楼
２０００３０ ５４０７１８８８ ｗｗｗ．ｄｌｑｈ．ｃｏｍ

１９３二、 证券业机构名录　



（续表）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网 站 地 址

１９ 上海东方财富期货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５００号１２楼北座、９０２Ａ室
２００１２２ ６８４１６９６６ ｗｗｗ．ｔｘｊｈｑｈ．ｃｏｍ

２０
上海东方期货经纪有限责任

公司
浦东新区松林路３００号１６０３室 ２００１２２ ６８４０１４７７ ｗｗｗ．ｓｈｄｆｑｈ．ｃｏｍ

２１ 上海东亚期货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松林路 ３００ 号期货大厦

２２０２—２２０５室
２００１２２ ６８４００４９９ ｗｗｗ．ｅａｆｕｔｕｒｅｓ．ｃｏｍ

２２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松林路３００号期货大厦１４层 ２００１２２ ６８４００６１０ ｗｗｗ．ｄｚｑｈ．ｃｏｍ．ｃｎ

２３ 上海浙石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浦电路４３８号 ２００１２２ ５０５８６９０２ ｗｗｗ．ｚｓｑｈ．ｃｏｍ

２４ 上海中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７０１号１３０１室 ２００１２２ ６１０９０７９９ ｗｗｗ．ｓｈｃｉｆｃｏ．ｃｏｍ

２５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东方路８００号７、８、１０楼 ２００１２２ ５０５８８８１１ ｗｗｗ．ｓｙｗｇｑｈ．ｃｏｍ．ｃｎ

２６ 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虹口区黄浦路９９号５０４、５０６、５０８室 ２０００８０ ５６５５６１８１ ｗｗｗ．ｔｆｑｈｇｓ．ｃｏｍ

２７ 天鸿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虹口区东大名路５０１号３２层０１、０７、０８
单元

２０００８２ ６０７６９６４０ ｗｗｗ．ｔｉａｎｈｏｎｇｑｈ．ｃｏｍ

２８ 通惠期货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陆家嘴西路９９号７楼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８８６６９８６ ｗｗｗ．ｔｌｑｈ．ｃｏｍ．ｃｎ

２９ 铜冠金源期货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源深路２７３号１、２、３楼 ２００１３５ ６８５５９９９９ ｗｗｗ．ｊｙｑｈ．ｃｏｍ．ｃｎ

３０ 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裕通路 １００ 号 ３６ 层、３８ 层

３８０１—３８０５室
２０００７０ ２２１５５５９９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ｃｎ

３１ 中财期货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９５８号２３楼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８８６６６８８ ｗｗｗ．ｚｃｑｈ．ｃｏｍ

３２ 中辉期货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新金桥路２７号１０号楼５层

Ａ区
２００１２０ ６０２８１６８８ ｗｗｗ．ｚｈｑｈ．ｃｏｍ．ｃｎ

３３ 中融汇信期货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育路２５５
弄５号２９层

２００１２６ ５１５５７５８８ ｗｗｗ．ｚｒｈｘｑｈ．ｃｏｍ

３４ 中银国际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号９０３—９０９室
２００１２２ ６１０８８０８８ ｗｗｗ．ｚｙｇｊｑｈ．ｃｏｍ

２９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三、 保险业机构名录

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人
身
险
总
公
司

１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黄浦区中山南路１号 ５８７７６６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２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陆家嘴银城中路４８８号５楼 ５０６１４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３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９９号建

行大厦２９—３３层
６０６３８２１２ ２００１２０

４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５０１号上海中心大厦３２

层（经营地址）
６１０５８６６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５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２０１号１２、１３楼 ６０２８９８８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６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８８号

金茂大厦６楼，３５楼和３６楼
２０６９８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７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６６号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单

元以及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单元
６１６５３８１４ ２００１２０

８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１９６号世纪汇办公楼二

座３１、３２层
２３１０３６３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９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６６号５层Ｅ单元、

１８—１９层
５８７９２２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０ 交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３３３
号２２—２３楼

２２１９２２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１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１６８号东方金融广场Ａ

座２１层
３１０７７７７７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２ 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静安区南京西路６８８号５楼 ３８９９９８８８ ２０００４１

１３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海阳西路５５５
号／东育路５８８号前滩中心３８层

６１００６１６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４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８号汇

丰银行大楼１８楼，２１楼２１０１、２１１３、２１１３Ａ、

２１１５及２１１６单元

３８５０９２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５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张杨路２３８９弄１—２号置汇旭辉

广场 Ａ座１７—１８层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０６、

０７室

２０６９２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６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黄浦区中山东一路１７号友邦大厦３—８楼 ５３５９９９８８ ２００００２

１７ 东方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南京西路１３７６号７楼５６８室 ５８３６７９９６ ２０００４０

１８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号１２、２０、２１、２４楼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９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４８８号

太平金融大厦２５、２６号
６１００２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续表）　　

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人
身
险
总
公
司

２０ 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２２９
号世纪大都会１号楼１３层

３３９６６１００ ２００１２２

２１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徐汇区凯滨路１６６号Ｂ座１６楼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２００２３２

２２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２３９
号９楼０１单元、１０和１１楼

３８６０６８００ ２００１２２

人
身
险
分
公
司

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

公司
浦东新区银城路８８号１８０２室、１９和２０楼 ２０７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２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虹口区吴淞路４００号 ６６７７９９００ ２０００８０

３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虹口区东大名路５５８号８—１０层，Ｂ１层

Ｂ１１０１、Ｂ１２０１、Ｂ１２０２、Ｂ１２０３、Ｂ１２０４、Ｂ１２０５
室

６５６７７６９５ ２０００８０

４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民生路１３９９号太平人寿大厦 ６２７２２１００ ２００１３５

５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杨浦区通北路５８９号５、６层 ３１７８７９００ ２０００８２

６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虹口区塘沽路４６３号６层６０１、６０２、６０６、

６０７、６０８室及７层
６１３５５５５５ ２０００８０

７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静安区南京西路１７８８号１８楼 ６０４５６６６６ ２０００４０

８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黄浦区福佑路８号６０１、６０２室 ６１００１１６６ ２０００２３

９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银城路９号农银大厦４９楼４９０６—

４９１２室
６０２７９８９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０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分公司
黄浦区福佑路８号４、１０楼 ６３３３８６８６ ２０００１０

１１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８８号２６
楼０１—０５、０８单元

２０７１３６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２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虹口区天潼路１３３号第１４层０１—１０室 ５１１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８０

１３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静安区北京西路１３９９号２３楼 ６１０３１１５５ ２０００４０

１４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静安区恒丰路６０１号３幢７楼 ６３１７８８８８ ２０００７０

１５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浦电路３６０号陆家嘴投资大厦１０

楼Ｂ、Ｃ单元
６１６５１０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６ 大家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１１１８
号７０６—７０９室

６０４５３８７２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７
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２２９号１５楼０２、０３单元 ３３９６６５４２ ２００１２２

１８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静安区常熟路８号静安广场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２０００４０

１９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南泉北路４２９号泰康保险大厦６

层，７０２Ａ、７０３、７０５、７０６室，１８层
８０１０５５８８ ２００１２２

２０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静安区天目西路１２８号嘉里不夜城企业中心

第一座１３层
６０９４５２６７ ２０００７０

２１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黄浦区淮海中路２００号２９、３０层 ２３１６２３６９ ２０００２１

４９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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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人
身
险
分
公
司

２２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张杨路７０７号

生命人寿大厦６、３６、３７楼，９０１、９０２室
５８７７３３３３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３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静安区常熟路８号７楼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２０００４０

２４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静安区北京西路１４６５号国立大厦１９层 ２２３０１６９９ ２０００４０

２５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东方路６９号１２层 ６８６３４５６７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６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徐汇区瑞平路２７５号２、３、５层 ６０４７６７８８ ２０００３０

２７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锦康路２５８号１１层０１、０２单元 ２３５６１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７

２８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浦东大道７２０号国际航运金融大厦

１５层
６１８０３０６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９ 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长宁区虹桥路１３８６号３层 ２２１９８２９９ ２００３３６

３０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长宁区延安西路１２８８号３—４层 ３１０２５８００ ２０００５２

３１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向城路２８８号８
楼８０１、８０２、８０３、８０９ａ室

６８５９５５７６ ２００１２２

３２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北路４２９号

８层（实际楼层７层）
８０１０１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２

３３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虹口区四川北路１３１８号１６楼 ６１６７３２６３ ２０００８０

３４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普陀区凯旋北路１２８８号Ａ座３５楼 ６０１５２８８８ ２０００６３

３５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闵行区申贵路６６９号虹桥绿谷Ｅ座２楼 ８０１０５９８８ ２０１１０６

３６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虹口区公平路１８号１号楼５层 ３５３６５３００ ２０００８２

３７ 弘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浦电路４３８号双鸽大厦９Ｃ ５８８７８８８０ ２００１２２

３８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２０１号８层０１—０４单元、

１３层０１单元
６０２８９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９
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虹口区海伦路４４０号１９层０１、０５、０６单元，

１１层０５、０６单元
６０１９１９６６ ２０００８６

４０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虹口区西江湾路３８８号凯德龙之梦虹口广场

Ｂ栋８层、１０—１２层、１５—２０层、２３层０１—

０３单元，Ａ栋２５层０４单元
３６６９１８８８ ２０００８３

４１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陆家嘴环路１３６６号１９０１单元 ６１６５３６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２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世博馆路１３８号中信银行大厦７楼 ６０５６１１８８ ２００１２６

４３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虹口区吴淞路２１８号２０楼 ６１０５５５８８ ２０００８０

４４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竹林路１０１号６０１、６０４室 ６０３６２９９９ ２００１２２

４５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张杨路５００号１７层Ａ２ＢＣ单元 ８０３６１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２

４６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虹口区海伦路４４０号２６层０６单元 ８０２８１８１８ ２０００８６

４７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杨高南路７５９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

场２号楼８、９楼
６１８７１２８８ ２００１２７

４８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黄浦区淡水路２９９号复兴广场Ａ楼２２０１室 ２３５６２５００ ２０００２５

４９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商城路５０６号新梅联合广场二期

２４层
８０３６１６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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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人
身
险
分
公
司

５０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虹口区乍浦路８９号星荟中心１座５层５０１—

５０２室
３６１５２６８８ ２０００８５

５１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虹口区东大名路１０８９号３０层３００１、３００２、

３００３、３００５、３００６、３００７、３００８室
２０６６０３３３ ２０００４０

５２ 东方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雪野路７８８弄７
栋３０１室

５８３６７９９６ ２００１２５

财
产
险
总
公
司

１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１９０号交银大厦南楼 ３３９６２２１２ ２００１２０

２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５０１号

上海中心大厦２６、２７、２８层
６８５７７７７７ ２００１２０

３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展路１５２９号

１３—１７层
３８１８９９９９ ２００１２０

４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康桥镇秀浦路６８号１号楼５层Ｆ、

Ｇ区
６０２０５１２８ ２０１３１５

５ 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共和新路３６５１号 ６６９８８０００ ２００４３５

６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博馆路２００号 ５１１０５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６

７ 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杨浦区黄兴路２２１号Ｅ座（１１８１室） ６１０３２２８８ ２０００９０

８ 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３２楼Ｔ１２单元
２０５９５５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９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１幢１１７
号瑞明大厦１０层１００２单元、１１层

６０６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０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福山路５００号２５层０１—０４单元 ３５２９５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２

１１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５８９号长泰

国际金融大厦５楼５０１Ｂ、５０３Ｂ及５０４单元
３８５７８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２

１２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１０００号恒生银行大厦３８楼
６８４１４４５５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３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黄浦区圆明园路１６９号协进大楼４—５层 ６２０７８６６０ ２００００２

１４ 中远海运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民生路 ６２８ 号航运科研大厦

１１０１室
６５９６６２６２ ２００１２７

１５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

环球金融中心３４ Ｔ７０单元
６８７７７８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１６ 瑞再企商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１９８
号世纪汇广场９层０２—０６单元

６０３５９１８８ ２００１２２

１７ 安达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２２９
号８０１、８０２、８０３Ａ和８０４室

２３２５６６８８ ２０１２０４

１８ 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闵行区吴中路１７９９号Ｂ座７楼 ２２３１１８８８ ２０１１０３

１９ 劳合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５０１号

３０层 ３００１、３００４、３００５、３００６、３００７、３００８
单元

６１６２８２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财
产
险
分
公
司

１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杨高南路４２８号由由世纪广场４

号楼
６３３０６０３０ ２００１２７

２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分公司

黄浦区福佑路８号８０１、８０２、１３０１、１３０２、

１４０１、１４０２室
２３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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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财
产
险
分
公
司

３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虹口区吴淞路４００号 ６６７７９９００ ２０００８０

４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静安区常熟路８号 ２０６６２２６５ ２０００４０

５ 太平财险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东路１６６
号１３楼、１０楼１００７—１０１０室

５８８７７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６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浦东新区源深路３８弄６号５楼 ６８０７５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７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民生路１１９９
弄１号１００１—１００３室、１００５—１０１２室、１０１３
室 １

６０９５５５９０ ２００１３５

８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分公司

浦东新区银城路８８号尚悦中心（中国人寿金

融中心）１６、１７、１０２Ｂ楼
３６７２０８８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９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峨山路９１弄

１３０号６层
２３５７１５１１ ２００１２２

１０
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静安区共和新路３６５１号１楼西侧和２楼

东侧
６６９８８０００ ２００４３５

１１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

公司

静安区广中西路７７７弄５５号启迪大厦

９０３—９１０室
６６３１６８９５ ２０００７２

１２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１１０１号

１０层１００１—１０１１单元
２３５６７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６

１３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营业部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１１０１号

１０层１０１６—１０１９单元
３８６１７１１１ ２００１２６

１４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虹口区杨树浦路２４８号６楼 ５３５５４６００ ２０００８２

１５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峨山路５０５号１５０１室Ａ、Ｃ单元 ６０３８９９８８ ２００１２７

１６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浦东大道２０００号７—８楼 ５５５１８０００ ２００１３５

１７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浦东新区国耀路２１１号２０楼 ５１１６８１６８ ２００１２６

１８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黄浦区中山南路９６９号１７层 ６１３５８７８８ ２０００１１

１９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静安区万荣路７７７弄１２号７层７０１ ３、

７０２室
６８８７５５０６ ２０００７２

２０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黄浦区四川中路３２１号中央大厦９、１１楼 ６３３９２８８０ ２００００２

２１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９５８号２楼 ５８５２５９９９ ２００１３５

２２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静安区北京西路１３９９号１８楼 ６２７９２８８８ ２０００４０

２３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崮山路５３８号

１０楼１００１、１００７室
６８５９３９２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２４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虹口区四川北路１７１７号１９０９、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室 ３６５３１２９０ ２０００８０

２５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长宁区淮海西路６６６号８０２、８０４室 ２０３０１２３４ ２０００５２

７９３三、 保险业机构名录　



（续表）　　

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财
产
险
分
公
司

２６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

公司
黄浦区金陵东路２号２３层 ６０１９７２１６ ２００００２

２７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东方路８１８号１３楼 ６０１９８６１８ ２００１２２

２８ 东海航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２２９
号１６层０１、０４单元

６０８７５２３２ ２００１２２

２９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静安区天目西路２１８号嘉里不夜城１座

３４０６—３４１０室
６０９３０３０１ ２０００７０

３０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１１１８号１６０１室 ６１６０１１６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１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闵行区申虹路１０８８弄３８号２０１室 ５１３２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３２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宝山区殷高路１号１号楼１７０５、１７０７室 ６３０７１０００ ２００４３９

３３ 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虹口区杨树浦路１８号航运服务大厦２５层

０８、０９、１０室，２６层０８、１１室
５５５０９８１０ ２０００８２

３４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５８９号长泰国际金融大

厦５楼５０２单元、３楼３０１Ｂ单元和３０１Ｃ
单元

３８５７８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２

３５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黄浦区淮海中路１号２１楼 ５８３６７６００ ２０００２１

３６ 京东安联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５０１号

上海中心大厦１４层１４０６、１４０７、１４０８单元
２０３３９６１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７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０００号恒生银行大厦

３７楼０１１室
６２７８６６８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８
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００号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３２楼Ｔ３１单元
２０８９５５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３９
日本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０００号恒生银行大厦

２０楼０２１室
５４０７５８２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０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浦电路５７７号３层３０８、３０９单元 ３８２９５９５７ ２００１２２

４１ 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２００号１３０１室 ６０２８３７６５ ２００１２２

４２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

险运营中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１０８５
号１０层

２３２００２０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３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

保险营运中心
虹口区吴淞路４００号１１—１２楼 ６６７７９９００ ２０００８０

４４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

险运营中心
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３６０号２８层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４５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

中心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５８９号长泰国际金融大

厦５０１Ａ单元
３８５７８３５９ ２００１２２

４６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

险运营中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１１９９弄

１号１０层１０１３ ２室
６８５７７５８７ ２００１３５

４７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

险运营中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１号

６２６室
６０１９５５１９ ２００１３１

４８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

营中心
浦东新区峨山路９１弄１３０号８楼 ６０４３１３３７ ２００１２２

４９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

中心

浦东新区国展路１５２９号天安金融大厦

１３０３室
３８１８９９９９ ２００１２６

８９３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续表）　　

类别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财
产
险
分
公
司

５０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

中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７９９号

第１５层０４单元
６１６２９３１１ ２００１２７

５１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

中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１１０１号

华泰金融大厦１０层１０１２—１０１５单元
３８６１７２０２ ２００１２６

５２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

营中心

浦东新区张杨路２３８９弄置汇旭辉广场Ａ座

９０３室
６１６０２３４０ ２００１３５

再
保
险
公
司

１
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２６号三座２００１单元 ３３８３００７９ ２００１２０

２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３１８号３０４室 ５０２０１１１８ ２００１２０

３ 太平再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４８８号１１０２Ｂ单元 ８０１９８８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４ 信利再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号上海国金中心一期

１０层１０１３—１０１４单元
６０５８３９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５ 汉诺威再保险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民生路１１８８号佳兆业金融中心

６楼
２０３５８９９９ ２００１３５

６ ＲＧＡ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１０楼ＡＢＥＦ单元

２０６７０６６６ ２００１２０

７ 德国通用再保险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东路１６１
号上海招商大厦 １８０１Ａ、１８０１Ｂ、１８０２Ａ、

１８０３室

６１００６３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８ 大韩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８８号金茂大厦４７０２室 ６１００６３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

９９３三、 保险业机构名录　



四、 其他金融机构名录

（一） 上海市典当公司机构名录

序号 机构名称
典当许可证

编号
地　　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

年份
电　话 备　注

１
上海石泉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１２Ａ１００００

普陀区中山北路２３１７—

２３１９号
１５１８ １９９３ ６２０３８８５８

２
上海市华联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０２Ａ１００９２

静安 区 虬 江 路 １２３０ 号

１０１室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２ ６６０５５２２８

３
上海天成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０８Ａ１００９３ 黄浦区河南南路７５０号 ３０００ １９９３ ６３７７２３０５

４
上海欣信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０５Ａ１００９２ 杨浦区武东路１０６号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２ ６５１１１３５８

５
上海市福星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０３Ａ１００９２

杨浦区平凉路２５９５号底层

商铺
８５００ １９９２ ６３８６５５５０

６
上海联合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０９Ａ１００９４ 长宁区新华路６６４号 ３５７０ １９９４ ６２８０３２３６

７
上海市恒通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０４Ａ１００９２ 长宁区茅台路３５７号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２ ６２２８９５９５

８ 上海友邦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０Ａ１００９８ 静安区江宁路５８０号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６２９８９７５９

９ 上海东方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３Ａ１０００２ 黄浦区斜土路３８１号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６３０５５８８８

１０
上海鑫顺典当有限责任

公司
３１０３７Ａ１０００３

虹 口 区 黄 浦 路 ９９ 号

２２０８室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６５２９６８８５

１１
上海华兴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１５Ａ１０００２

奉贤区南桥镇解放中路

２４７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５７１８０８３８

１２
上海洪兴泰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１６Ａ１０００２

浦东 新 区 东 方 路 ２９８１

号１Ａ
５００ ２００２ ５４８６１７３３

１３
上海新路达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２２Ａ１０００２

徐汇区田林东路 ４７１—

４７５号
５００ ２００２ ６４８３８６３３

１４ 上海大众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４Ａ１０００２ 虹口区周家嘴路１０６９号 ４６００ ２００２ ５５９５５９９９

１５
上海银达典当有限责任

公司
３１０１８Ａ１０００２ 黄浦区西藏南路７７５号 ２０６０ ２００２ ６３４５５５５０

１６ 上海新华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９Ａ１０００２
虹口区东体育会路８６０号

５号楼１０２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６５４２６８９８

１７
上海华盛典当有限责任

公司
３１０２９Ａ１０００３ 普陀区延长西路４１８号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６６１０９２６３

１８
上海大雄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２３Ａ１０００２ 嘉定区南大街３６０号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２ ５９９１７５３７



（续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典当许可证

编号
地　　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

年份
电　话 备　注

１９
上海新天地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
３１０３５Ａ１０００３ 徐汇区襄阳南路３６５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６４３３７７３３

２０
上海博泰典当有限责任

公司
３１０２５Ａ１０００３ 黄浦区天津路２４９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６３６１５８６９

２１
上海恒隆典当有限责任

公司
３１０２６Ａ１０００３

普陀 区 长 寿 路 ３６０ 号

２６１０室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６２９８８２９４

２２ 上海银通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３４Ａ１０００３

黄浦区鲁班路６００号江南

造 船 大 厦 １９ 楼 １９２８、

１９６１室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６３５８３３３０

２３ 上海欧冶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３２Ａ１０００３
宝山区双城路８０３弄９号

３００４室
２４５００ ２００３ ５６１２２３２８

２４ 上海华融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３０Ａ１０００３
静安 区 海 宁 路 ８９９ 号

２５０１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６２３３１９９９

２５ 上海元通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２８Ａ１０００３
徐汇区东安路８００弄１４号

１０３室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３ ５４３０３２１０

２６ 上海金典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３６Ａ１０００３
黄浦区福佑路４２７号３层

１０９室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５２１３０９３５

２７ 上海立融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２４Ａ１０００３
静安区北京西路７８０号

３０１室
３２００ ２００３ ６２５３８８１０

２８ 上海国信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５２Ａ１０００５
静安区芷江西路２０１号

１０２室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５６６２５１０６

２９ 上海民生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４１Ａ１０００５
徐汇区虹桥路８０８号１５幢

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５４８９２５０１

３０ 上海宏润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４２Ａ１０００５
徐汇区龙漕路２００弄２８号

１幢８楼８０７—８０８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３４２２５１２０

３１ 上海中圆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４９Ａ１０００５ 闵行区莘松路１８５号 １３００ ２００５ ５４９５０１１１

３２ 上海民通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４７Ａ１０００５ 长宁区仙霞路１３８６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６２９１９８２７

３３ 上海快克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５７Ａ１０００５ 黄浦区方斜路２６号１０１室 １２００ ２００５ ５３０６６６２２

３４ 上海云荟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４３Ａ１０００５ 静安区保德路４５６—４６６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６６９８５５６６

３５ 上海正典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４０Ａ１０００５ 普陀区枣阳路１９１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５２６６３１１３

３６ 上海富信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３８Ａ１０００５
嘉定区安亭镇墨玉南路

１０１８号２５１４室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５ ６９１９１７３３

３７ 上海银座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５４Ａ１０００５
杨浦 区 大 连 路 １２６６ 号

１０１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５５９６７５７７

３８ 上海家鑫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４５Ａ１０００５
静安 区 西 康 路 ７０９ 号

１０２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６２５８３２５６

３９
上海亿路顺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４４Ａ１０００５ 青浦区盈港路１５７７号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５ ５９７３９１５８

４０ 上海邦富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４６Ａ１０００５
松江区荣乐东路 ２１５７、

２１５９号
５００ ２００５ ５７７４１７８９

４１ 上海民丰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５３Ａ１０００５
金山区龙皓路５６９号Ｂ栋

１０１室
３００８ ２００５ ５７３２５６７８

１０４四、 其他金融机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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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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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上海申财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３９Ａ１０００５ 闵行区虹井路５２２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６４０２７１９１

４３ 上海五爱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５６Ａ１０００５ 杨浦区长阳路１１９９号甲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５ ５５２１２５３３

４４ 上海中仁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５１Ａ１０００５
浦东新区浦三路２１弄５５、

５６号１１０４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５０８９８０７７

４５
上海天信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５０Ａ１０００５ 杨浦区邯郸路３８７号 ５００ ２００５ ６６０５５２２８

４６
上海日日好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５５Ａ１０００５ 松江区荣乐西路３００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３３７３３８２７

３３７３３７６９

４７ 上海鑫融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４８Ａ１０００５ 黄浦区九江路６６３号２１楼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５４６６０５１５

４８
上海国升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７４Ａ１０００６

杨浦区控江路１５５５号 Ａ

座１０３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１４３１９００

４９
上海汇金资润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７２Ａ１０００６ 长宁区虹古路２４６号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２７８８１１１

５０ 上海国盛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７５Ａ１０００６
静安 区 新 闸 路 ８２９ 号

１０２室
１５６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２１７５８５８

５１ 上海燎申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７８Ａ１０００６
闵行区吴中路１０６８号３楼

Ｋ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５１７６２５９９

５２
上海老凤祥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７３Ａ１０００６ 黄浦区福佑路２３９号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３２０１４３６

５３ 上海巨昌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６８Ａ１０００６ 黄浦区陆家浜路１５３３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３４６１４７１

５４ 上海龙门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６７Ａ１０００６
虹口区周家嘴路３１８—３２８
号５楼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３５１１０６１８

５５ 上海华英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７７Ａ１０００６
浦东新区芦潮港镇杭湾路

１２３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８４０６６４６

５６ 上海开元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７０Ａ１０００６
浦东新区川沙镇川环南路

８３８、８４０号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４２８６５５３

５７ 上海祥辉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６９Ａ１０００６ 徐汇区浦北路７号１１０３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４４１１９２７

５８
上海融通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７１Ａ１０００６ 静安区新闸路１９５０ ３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２７７０９５６

５９ 上海中金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８５Ａ１０００６
徐汇区肇嘉浜路２０１弄２

号１Ｆ ０１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５４９６３３５５

６０ 上海宏贤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８７Ａ１０００６
奉贤区南桥镇宏伟路３２、

３４、３６、３８、４０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５７１００３７８

６１
上海中财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８８Ａ１０００６

静安区共和新路１５６０号

１、２楼，１５６６号１、２楼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６３０８３８２

５６６３８７８７

６２
上海青莲阁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９４Ａ１０００６ 浦东新区东方路１６１６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５８５２３０１９

６３ 上海乐群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０１Ａ１０００６
黄浦区中华路５６７号１９层

Ｅ座
４９９８ ２００６ ６３６７０５０７

６４ 上海惠罗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８３Ａ１０００６
虹口区周家嘴路７８６弄６７

号４０３室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２３１７５０２

２０４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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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上海汇信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９０Ａ１０００６
长宁区天山路６００弄１号

２８０１室
１２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１１３９５２３

６６ 上海实久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９８Ａ１０００６
杨浦区杨树浦路１０６２号２

号楼６０７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３３７７６９６２

６７ 上海神驰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９３Ａ１０００６ 杨浦区怀德路４９２弄１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５３９５１４１

６８ 上海汇鑫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９９Ａ１０００６
长宁区延安西路５００号万

宝国际大厦１１０２室
４４５７ ２００６ ６２６６５０６０

６９ 上海金顺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９２Ａ１０００６ 普陀区光新路２３４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２１４３１８７

７０ 上海宝裕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００Ａ１０００６ 浦东新区北艾路１７４０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３２３１２８３

７１ 上海汇通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９５Ａ１０００６ 黄浦区四川中路５８６号 ５９０ ２００６ ６３２１５８２８

７２ 上海雅尊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０２Ａ１０００６ 普陀区桃浦路７２１号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６ ５２７８５３３０

７３ 上海恒生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０４Ａ１０００７ 浦东新区张杨路１７０９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５０９３５６６０

７４ 上海中鑫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０３Ａ１０００７
宝山区牡丹江路１２８８号

４０５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６６２０９８１１

７５ 上海优乐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１８Ａ１０００７ 长宁区北渔路５７号 ５００ ２００７ ６２３９６７６５

７６ 上海宝信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０６Ａ１０００７
静安 区 汾 西 路 ８０５ 号

１０２—１０３室
１０５０ ２００７ ５６８８８５８５

７７ 上海韵海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０５Ａ１０００７
浦东新区惠南镇听潮南路

７９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３３８９５２９０

７８
上海中泰创展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１０７Ａ１０００７

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１２７１—

１２８９号（单）１９１０—１０１１室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６７７３３７９３

７９ 上海绿地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０９Ａ１０００７ 普陀区曹杨路１１５号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５２３６８６８８

８０ 上海金鑫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１４Ａ１０００７ 闵行区漕宝路１０７８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５７７００８３５

８１ 上海诚义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０８Ａ１０００７
浦东新区川沙镇妙境路

４６５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５８９２９９５１

８２ 上海富隆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１２Ａ１０００７ 徐汇区浦北路２１３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５４６５９９３８

８３ 上海宏兴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１１Ａ１０００７
虹口区曲阳路９１０号１１号

楼１０１０室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５５５１２８９９

８４ 上海永利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１６Ａ１０００７
奉贤 区 南 桥 镇 南 桥 路

３７５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５７４２６６８８

８５ 上海融辰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２０Ａ１０００７
浦东新区惠南镇卫星东路

１１７—１１８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５８０１０６６６

８６ 上海凝鸿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１７Ａ１０００７
静安区武宁南路４５１号

２层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３２５６７０２６

８７
上海国泰君安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１１３Ａ１０００７

静安区愚园路１７２号Ａ座

２１０５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６２４９１８３７

８８
上海红塔星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１１０Ａ１０００７

青浦区公园路３８１号１幢

２楼２０１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３３８６３６１２

８９
上海金梧桐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１５２Ａ１０００８

闵行区万源路２１６３号２１

幢（Ａ）座５楼５０５Ｃ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５６７８１７０

３０４四、 其他金融机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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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上海华元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２８Ａ１０００８ 长宁区遵义路１５１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４６７８９６７

９１ 上海金鹏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３４Ａ１０００８

浦东新区新德西路１００弄

７２、７３号１层、６５号，７６号

２０７、２０８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８５６５９０８

９２ 上海航银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３５Ａ１０００８
奉贤区南桥镇望园南路

１５１８弄５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７１１０９５５

９３ 上海裕丰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４６Ａ１０００８ 长宁区天山路２０１号底层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２９１５５９８

９４ 上海圆融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２７Ａ１０００８
黄浦 区 宁 波 路 ３４９ 号

３０８室
１３８０ ２００８ ６３７８９７７７

９５
上海必达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１３２Ａ１０００８

浦东新区海阳路 ８９４—

８９６号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３２３２０１０

９６ 上海银融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５６Ａ１０００８
浦东新区新金桥路１８号

２２１４室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８５０８３３３

９７ 上海峰劲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４７Ａ１０００８ 奉贤区嘉园路１号６１２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３３５８６２１０

９８ 上海中融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４１Ａ１０００８
普陀区真光路１４７３弄３号

７层７０１６室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８ ５２６５７７８５

９９ 上海中达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３３Ａ１０００８
杨浦区安波路５３３弄３号

２０１室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７６１６５９９

１００ 上海华诚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５１Ａ１０００８
浦东新区金新路 ５８ 号

６１２、６１３、６１４室
１３５５ ２００８ ６３１６０９０９

１０１
上海信邦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１５７Ａ１０００８

黄浦区淡水路２９９号Ａ楼

Ａ８０３室（实际楼层８层、名

义楼层９层）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３０８８１２３

１０２ 上海华鑫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３１Ａ１０００８ 宝山区行知路５８号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６３７３４１９

１０３
上海泰优汇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１５０Ａ１０００８ 静安区洛川中路８２５号 ３３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６３０８６８２

１０４ 上海兴诚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４２Ａ１０００８
嘉定区安亭镇墨玉路３３号

新词大酒店商务楼４０２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５９１６６０２２

１０５ 上海海达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３８Ａ１０００８ 静安区陆丰路７０弄２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５６６２５０９０

１０６ 上海国鑫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２９Ａ１０００８ 静安区场中路１９９５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５６９１０２０９

１０７ 上海宝融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４８Ａ１０００８
静安区南京西路１０３８号

３６１０室
９８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４７８３５０５

１０８ 上海德鑫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３７Ａ１０００８ 闵行区雅致路１７６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４２８１７８０

１０９ 上海九闽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４５Ａ１０００８
闵行 区 顾 戴 路 １１７８ 弄

５１号
１０８０ ２００８ ５４１６５８６０

１１０
上海宝通祥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１３０Ａ１０００８ 青浦区青湖路７６５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２８８０６６０

１１１ 上海外联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５４Ａ１０００８
普陀 区 中 山 北 路 ２９１９

号 １
５００ ２００８

５２８５１８８８

４０５

１１２ 上海信太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５８Ａ１０００８ 杨浦区辽源西路２８２号 ５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５１５３２０１

４０４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续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典当许可证

编号
地　　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

年份
电　话 备　注

１１３
上海协盛泰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１６４Ａ１０００９

杨浦 区 黄 兴 路 ２０７７ 号

７０５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５２９６８６８

１１４
上海宝瑞通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１７１Ａ１０００９

普陀区长寿路５８７号沙田

大厦７１６—７１７室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５２８６８６８

１１５ 上海骏宏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６３Ａ１０００９
金山区龙翔路９０５、９３６号

３２３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７６５５１７３

６７６５５２５０

１１６ 上海天豪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８３Ａ１０００９ 黄浦区大兴街２号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３４５３３６１

１１７ 上海国丰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６７Ａ１０００９
闵行区漕宝路１５０７ ３号

底层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３４５２９１１８

１１８ 上海百利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６０Ａ１０００９
虹口 区 唐 山 路 ９２３ 号

１０５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５３５０７６６

１１９ 上海银泰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５９Ａ１０００９ 杨浦区长阳路１６６６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５４３０６６６

１２０ 上海真宇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６８Ａ１０００９ 浦东新区崂山路６５６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５８７７３６８６

１２１ 上海豫商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７９Ａ１０００９
浦东新区张杨路１６２７号

１０１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５８２１６８８８

１２２ 上海中创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７６Ａ１０００９
浦东新区长柳路 ５８ 号

２３０４ ２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５０１５７６６６

１２３ 上海宝盈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７５Ａ１０００９ 嘉定区塔城路７６１ １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５９５２１１８８

５９５２８８７７

１２４ 上海昕盛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８６Ａ１０００９ 嘉定区福海路１２８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５９１６７３３３

１２５ 上海盛元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６１Ａ１０００９
长宁区中山西路１２９１号

１０６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１２０１９８９

１２６
上海同祥泰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１７８Ａ１０００９

浦东新区商城路８００号

５１９室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５８３５１５５１

１２７ 上海邦成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７７Ａ１０００９
静安区天目中路４２８号２８

楼Ｃ座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３５３８６７８

１２８ 上海仁天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８７Ａ１０００９ 虹口区新建路９７号１楼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５８６７８０３

１２９ 上海南方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８１Ａ１０００９ 虹口区物华路７３号８８０１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３６３９００８８

１３０ 上海富邦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６２Ａ１０００９ 黄浦区蒙自路５８８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５４９３７５５８

１３１ 上海易当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７２Ａ１０００９
闵行区虹梅路３２１９—３２２３
号２楼Ｂ室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９ ３４６３６２６６

１３２ 上海聚元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６５Ａ１０００９
长宁 区 仙 霞 路 １３７ 号

１６０２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２５８２８８２

１３３
上海宝隆昌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１８４Ａ１０００９

静安区柳营路７１９号２层

０１—０５ 室、７２９ 号 ２ 层

０１—０８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３８１５８９８

１３４
上海昌隆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１８８Ａ１０００９ 嘉定区曹安路１６２８号 ３２００ ２００９ ５９１８８８８８

１３５ 上海鸿泰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６９Ａ１０００９
普陀区真南路１２２６弄７号

１０２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０８２５４５９

８０８８

５０４四、 其他金融机构名录　



（续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典当许可证

编号
地　　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

年份
电　话 备　注

１３６ 上海康金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７０Ａ１０００９ 普陀区长寿路９５号１１层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２２５０５０９

１３７ 上海公益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０２Ａ１００１０ 徐汇区天钥桥路３９６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６４６４０２４３

１３８ 上海弘信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０３Ａ１００１０ 普陀区武威路１１０２ ４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６５２６１３０

１３９ 上海国银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１６Ａ１００１０ 嘉定区昌吉路１５６弄２０号 １６００ ２０１０ ６０７６７３０９

１４０ 上海臣轩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１４Ａ１００１０ 杨浦区翔殷路５８６号１层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６９７８９８８８

１４１
上海融爵典当有限责任

公司
３１２２２Ａ１００１０ 静安区大宁路７６３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５６３７５７５８

１４２ 上海星浩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０１Ａ１００１０
松江区梅家浜路１５６７弄

４２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７１１０１１６

３７１１０１１５

１４３
上海金汇利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１９８Ａ１００１０

黄浦 区 鲁 班 路 ６１５ 号

４０１—４０２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６３５６９９６０

１４４ 上海长盛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１２Ａ１００１０
虹口区东大名路９０８号２１

楼２１０５室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０ ６４０６２２２２

１４５ 上海金当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１３Ａ１００１０
松江区沪松公路２５１１弄

８８号２０１、２０２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６７７６０３６９

５７７５８６９９

１４６
上海甬商汇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２０９Ａ１００１０ 静安区愚园路４７５号 ２０５０ ２０１０ ３２０２０８２３

１４７ 上海瑞祥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００Ａ１００１０
普陀区中山北路１７３７号

Ａ１０１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６１４９１１１１

１４８ 上海隆盛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９１Ａ１００１０
黄浦区龙华东路８５８号

１１０１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５３５６６８８

１４９ 上海兴银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９７Ａ１００１０ 青浦区盈港路６８１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５５２３００７７

１５０ 上海华夏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９５Ａ１００１０
松江区广富林路６５８弄

２１５号１１１０室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６０７１０９９０

１５１ 上海盛禹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０５Ａ１００１０
嘉定区嘉定工业区福海路

１３２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６５３０８２８８

１５２ 上海嘉强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１８Ａ１００１０
徐汇区古美路１５１５号１９

号楼６０１ ５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６５６６１８８

１５３ 上海诚信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２０Ａ１００１０
普陀区铜川路５８弄８—

９号
１２００ ２０１０ ６０８２７３１７

１５４ 上海众盛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９６Ａ１００１０
静安区老沪太路２１６弄３

号１０１室
１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６５６８３５５

１５５ 上海长信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１９Ａ１００１０
闵行区秀文路５８１—５８５号

１—２层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４７１６１３３

１５６ 上海云鹏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２１Ａ１００１０ 浦东新区锦绣路１８４１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５０５９１９１１

１５７ 上海三龙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９０Ａ１００１０ 闵行区七莘路１７８４号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３７６１１３０

１５８ 上海乙萌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１１Ａ１００１０ 静安区西藏北路１２２８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５６９０６５８４

１５９ 上海中荣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９９Ａ１００１０
静安区胶州路６９９号２楼

２０２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５３５８５２１

６０４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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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许可证

编号
地　　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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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 上海宝丰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２４Ａ１００１０
松江区九亭镇九亭大街

３３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４９７６９９６

１６１ 上海东融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９２Ａ１００１０
浦东新区康桥镇康沈路

３９３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４９７８１０８

１６２ 上海百门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９３Ａ１００１０
黄浦区南苏州路３３３号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５２３８５１２８

１６３ 上海融富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９４Ａ１００１０
长宁区延安西路１２３７号

底层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６２５１９９２２

１６４ 上海兴融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０７Ａ１００１０
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１２７１号

２４０５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４６７０５３３

１６５ 上海融鑫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０４Ａ１００１０ 虹口区场中路８３０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６５３７７３８

３３８７７３６０

１６６ 上海中谊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２５Ａ１００１１
徐汇区天钥桥路９０９号２

号楼１０１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５４１１００００

１６７ 上海福鑫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４３Ａ１００１１
杨浦 区 黄 兴 路 １７２５ 号

１２０１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３３５１８９００

１６８ 上海鼎鑫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３２Ａ１００１１ 杨浦区平凉路１３９８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５５１３５５８６

１６９ 上海中井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４７Ａ１００１１
闵行区古美西路３５５号

１室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１ ６１３４８３８８

１７０ 上海中科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３１Ａ１００１１
虹口区四川北路１６６６号９

楼９０９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６３５６８８８８

１７１ 上海妙盛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４９Ａ１００１１
松江区洞泾路３５８号１１幢

２楼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６７８５９１７２

６７８５９１６８

１７２ 上海沪融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３３Ａ１００１１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１７７７号

１０楼Ｆ座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６３７８９６８１

１７３ 上海华恒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３７Ａ１００１１ 宝山区牡丹江路１５１２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５６６９３７００

１７４ 上海华拓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４２Ａ１００１１
嘉定区曹安公路２３００弄

２１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６７６５１５７３

１７５ 上海均和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２９Ａ１００１１
虹口 区 曲 阳 路 ９１０ 号

２０２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５５８９６２２９

１７６ 上海鑫龙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５２Ａ１００１１
浦东新区周浦镇关岳西路

１１７弄２４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３７５６５９８９

１７７ 上海东泰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４６Ａ１００１１
浦东新区柳埠路２３９号

２楼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６８８６１８８２

８０１

１７８ 上海聚绩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５１Ａ１００１１
浦东新区张杨路６２０号

２４０１Ｂ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３７１１０１１５

１７９ 上海吉立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４４Ａ１００１１
浦东 新 区 长 清 路 ５０７、

５１７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５０４９３０３１

１８０ 上海旭财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３４Ａ１００１１ 闵行区吴中路２３２４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５１０６５１６６

５１０

１８１ 上海大宛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４８Ａ１００１１
浦东新区浦东大道２３８４—

２３８６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４００９２００９９９

７０４四、 其他金融机构名录　



（续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典当许可证

编号
地　　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

年份
电　话 备　注

１８２ 上海通速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５０Ａ１００１１ 青浦区盈中西路８—１０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６９２２２８５６

１８３ 上海汇鼎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２６Ａ１００１１
徐汇区诸光路１５８８弄２８６

号１００１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３２０８２２０２

１８４ 上海恒龙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４１Ａ１００１１
普陀 区 常 德 路 １２１１ 号

６１０室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１ ３６５１１５７７

１８５ 上海厚元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２８Ａ１００１１
静安区江宁路４１８号２７楼

２７０２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６２２２２００３

１８６ 上海融悦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４５Ａ１００１１
浦东新区周浦镇年家浜路

４０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９５９２６８

１８７ 上海上樱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３５Ａ１００１１ 闵行区都市路７６０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５４１６３６６０

１８８ 上海宝宏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３８Ａ１００１１ 宝山区东林路４７８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３６５８８９７７

８００８

１８９ 上海鑫鑫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３０Ａ１００１１
虹口区四川北路５２５号

２２１２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６６１８３７１８

１９０ 上海荣鑫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３６Ａ１００１１ 闵行区曙建路１９０号 １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３４９７５３７５

１９１
上海日日升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
３１２２７Ａ１００１１

闵行区莘北路５０５号１８楼

３０６室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６２１９００８８

１９２ 上海浙商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６８Ａ１００１２ 黄浦区汉口路５５１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３１３９１６８８

１９３ 上海商赢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７１Ａ１００１２ 奉贤区八字桥路８５３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６７１８９３３３

１９４ 上海仁忆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５６Ａ１００１２
静安区万荣路７００号４０幢

１０１、１０２室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５６５２５０１１

１９５ 上海银信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５４Ａ１００１２
静安区延长中路３００号

３楼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５６３１１９５０

１９６ 上海四通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７４Ａ１００１２ 宝山区淞滨路１４７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６６７９２１１１

１９７ 上海嘉丰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６５Ａ１００１２ 嘉定区曹安路２６８８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５９９６８３６１

１９８
上海顺德丰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２７５Ａ１００１２

黄浦区金陵东路５００号

８１１室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６３２６７３８９

１９９ 上海冀融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６１Ａ１００１２
静安区共和新路３０８８弄７

号楼１０６室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３１００２９３９

２００ 上海申庆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５７Ａ１００１２
闵行区金都路９６０、９６２、

９６４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６４９６６０５８

２０１ 上海诺合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６９Ａ１００１２
青浦区沪青平公路２０８号

竞衡大业１２楼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３７８２７７６２

２０２ 上海财宏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６６Ａ１００１２
浦东新区港晖路 ５１０—

５１２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５８９００２７７

２０３ 上海百岁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７３Ａ１００１２
浦东新区康桥镇秀沿路

１１６５号２１２室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２２０９９

２０４ 上海银丰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５３Ａ１００１２ 虹口区花园路４８号１层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６０９５５０９９

２０５ 上海德欣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６４Ａ１００１２
青浦区朱家角新城珠湖路

５２７—５２９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６０７１９３８９

８０４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续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典当许可证

编号
地　　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

年份
电　话 备　注

２０６
上海昂立久鼎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２５９Ａ１００１２

徐汇区医学院路６９号１８

楼Ｃ ２室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５２５８０８８０

２０７ 上海融丰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６０Ａ１００１２ 奉贤区海马路３８５９弄１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６０２４０２２１

２０８ 上海胜恒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６２Ａ１００１２
徐汇区吴中路３９号１幢

３０６Ａ室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６１２６２３５３

２０９ 上海恒升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５８Ａ１００１２
浦东新区惠南镇拱北路

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２号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２ ６０９７５４７７

２１０ 上海泰孚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７２Ａ１００１２ 虹口区西安路１６５号１层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６５３７０８８８

２１１ 上海贸园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６７Ａ１００１２
杨浦区国定东路２３３号

５０９室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６５１０２３８３

２１２ 上海利笙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６３Ａ１００１２
宝山 区 一 二 八 纪 念 路

６５８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６６２０９０１８

２１３ 上海金晖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８２Ａ１００１３ 杨浦区锦西路６１号 ３１００ ２０１３ ６０９０４７９８

２１４ 上海逸航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７９Ａ１００１３
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头路

１０５５弄３号１—２层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２０９２９２６６

２１５ 上海恒盈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８３Ａ１００１３
虹口区宝山路７７８号１层

１０２室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５０４９７９８１

２１６ 上海华超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８０Ａ１００１３
奉贤区南桥镇环城西路

７２７—７２９号
１５６０ ２０１３ ３３６１７７３５

２１７ 上海聚银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７８Ａ１００１３ 徐汇区清真路１８号 ３０２０ ２０１３ ５４５００５７０

２１８
上海中亨泰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２７６Ａ１００１３

徐汇区龙腾大道 ４９１—

４９７号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５４０９８０８８

２１９ 上海远中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８４Ａ１００１４
静安区中兴路１６６６号４０２

８室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６６２９３１８３

２２０ 上海香溢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８７Ａ１００１４
长宁 区 长 宁 路 １０２７ 号

２３０２室
１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８０１０９６１６

２２１ 上海睿金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８５Ａ１００１４
长宁区延安西路７２６号２０

楼Ｅ室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５６６８８９７９

２２２ 上海高跃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８６Ａ１００１４ 宝山区高跃路１４５—１４７号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５６８８０１５７

２２３ 上海北翼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８８Ａ１００１５ 宝山区菊太路８６８号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６６０３６７００

２２４ 上海禾日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８９Ａ１００１６
青浦区赵巷镇崧雅路８６弄

１０号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６９７２１７７４

２２５ 上海顺联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９０Ａ１００１８
宝山区友谊路１５８８弄１７

号楼１０１室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７ ３３７９６６６６

２２６ 上海森鑫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９１Ａ１００１９ 普陀区真北路２５０１号１幢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３５３５６６８５

２２７
中船重工典当（上海）有

限公司
３１２９２Ａ１００１９

浦东新区耀元路５８号３号

楼８０５室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５６０６０９０３

２２８ 上海顺纪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９３Ａ１００２０
闵行区沪闵路７８６６弄２号

１４０３、１４０４室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６０１３２６６６

２２９ 上海鑫焱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９４Ａ１００２０
杨浦区国通路１１８号８０２、

８０３、８０４室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６０９０６１０９

９０４四、 其他金融机构名录　



（续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典当许可证

编号
地　　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

年份
电　话 备　注

２３０
上海恒源典当行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０１Ａ１００８８ 虹口区海宁路１３３号 ７００ １９８８ ６３２４４３３７

未参加２０１９年度

年审，公司清算中。

２３１
上海外高桥典当有限

公司
３１０３３Ａ１０００３ 静安区武宁南路４５１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６２３１９８１９

未参加２０１９年度

年审，无法取得联

系，《典当经营许

可证》收回办理中。

２３２ 上海祥融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７Ａ１０００２
闵行区南华街５５号２号楼

２楼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６２９８９８３３

未参加２０１９年度

年审，无法取得联

系，《典当经营许

可证》收回办理中。

２３３ 上海华裕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９６Ａ１０００６
静安区共和新路９１２号

１０１室
２０５０ ２００６

３３５８９２２７

８０２

未参加２０１９年度

年审，无法取得联

系，《典当经营许

可证》收回办理中。

２３４ 上海嘉业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９１Ａ１０００６ 静安区大沽路５１２号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３４００３３３

未参加２０１９年度

年审，无法取得联

系，《典当经营许

可证》收回办理中。

２３５ 上海鹏隆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０９７Ａ１０００６ 黄浦区新闸路４３６号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３２７７０５５

未参加２０１９年度

年审，无法取得联

系，《典当经营许

可证》收回办理中。

２３６ 上海骏合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１１５Ａ１０００７
黄浦区龙华东路８６８号

２３０４室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７ ６７７５２５０９

未参加２０１９年度

年审，无法取得联

系，《典当经营许

可证》收回办理中。

２３７ 上海白皮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２３Ａ１００１０
浦东新区祝桥镇华星路

２５０号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５８１０３５８９

未参加２０１９年度

年审，无法取得联

系，《典当经营许

可证》收回办理中。

２３８ 上海宝驹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１０Ａ１００１０
奉贤区解放东路１００８号

２８２５室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７５３５３３３

未参加２０１９年度

年审，无法取得联

系，《典当经营许

可证》收回办理中。

２３９ 上海融泰典当有限公司 ３１２０６Ａ１００１０
浦东新区芦潮港镇渔港路

４６９号１楼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５３５６６８５

未参加２０１９年度

年审，无法取得联

系，《典当经营许

可证》收回办理中。

（二） 上海市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机构名录

序号 机 构 名 称 地　　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日期 电　话

１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徐汇区南丹路１号１幢 ５５００００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４日 ３３９８７９９９

２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定区嘉定镇沪宜公路３８１８号

２幢１１７６室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０日 ６３３６６３０８

０１４ 　第十篇　机 构 名 录



附　　录





上海金融大事记

１　　月

１月７日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

务院国资委、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文，同意包括

上海股交中心在内的三家交易场所依法合规开展国

家级市场化债转股转股资产交易业务，促进提高转

股资产流动性，推动转股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促进市

场化债转股增量、扩面、提质。

１月９日　２０２０年上海经济金融形势座谈会在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会议传达２０２０年人

民银行工作会议暨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精神，通

报２０１９年上海经济金融形势，并对做好２０２０年有

关工作提出要求。

１月１０日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个“国

际银行业务中心”在上海设立，成为外资行在内地开

设的首家专注满足个人客户国际化银行业务需求的

网点。

１月１５日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会同

国家在沪金融管理部门共同召开新闻通气会，宣传

介绍全市《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实施方

案》。此次出台的《实施方案》提出，力争用５年时间

将上海打造成为金融科技的技术研发高地、创新应

用高地、产业集聚高地、人才汇集高地、标准形成高

地和监管创新试验区，将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的总体目标。新闻通气会上，

陆家嘴金融科技展示中心正式揭牌。

同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２０２０年工

作会议。会议传达２０２０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暨全

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上海总部２０１９年主

要工作，部署２０２０年重点任务。

１月１６日　中国首家外资独资保险控股公

司———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在上海宣布正

式营业。

１月２０日　由上海黄金交易所和中国银行联

合举办的“沪澳黄金之路”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开

启“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合作新模式。

同日　中国人民银行批复上海黄金交易所为

“合格中央对手”，标志着上海黄金交易所通过对标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ＰＦＭＩ），市场治理机制进

一步完善，全面风险防范能力进一步增强。

１月２１日　位于上海星荟中心的“友邦上海高

净值中心”揭幕，开启友邦新百年新征程的篇章。该

中心也是友邦上海在持续提升营销员整体竞争力的

又一重要举措。

２　　月

２月３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

署，全力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在总行和总局的指

导下，启动相关金融服务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向辖内

金融机构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全力支

持疫情防控 配合做好金融服务和应急保障的通

知》，从加大资金支持、保障支付服务、开通绿色通道

等方面制定一系列工作举措。

同日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会商上海农商银行，

提供１０亿元融资规模，建立全市疫情防控期间地产

农产品保供融资需求快速响应机制，并开通绿色审

核通道，用于支持疫情防控需求的地产农产品企业

稳定生产、保障供应，确保生产不断档、供应有保障、

价格基本稳定。

２月８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疫情防

控期间债券业务安排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疫情防

控期间债券业务实施的调整与衔接安排，加大对疫

情防控相关主体和行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２月１０日　上海银保监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

好疫情防控 支持企业发展保障民生服务的通知》，

进一步提升疫情防控和支持企业恢复生产金融服务

工作的质效。



２月１１日　上海清算所支持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以公开招标方式，成功发行全国首单“战疫情 助

脱贫”双主题金融债券，募集资金同时用于支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产业扶贫相关领域的贷款投放。债

券发行规模为５０亿元，债券期限为２年。

２月１４日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

外汇局、上海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意见》，从积极推进临港新片区金融先行先试、在更

高水平加快上海金融业对外开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推出了３０条具体措施。

２月１７日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成功落地首

单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

２月２４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即日起为近期上

市的企业举办“网络上市仪式”。这是上交所为进一

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优化企业服务方式

新设的服务举措，也是上交所历史上首次以网络取

代交易大厅现场形式举行上市仪式。首家启用这项

服务的为注册于湖北武汉的主板公司良品铺子。

２月２６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

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

署，加大金融支持有序复工复产力度，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总部落实总行部署，在支农支小再贷款方面印

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加大再贷款支持力

度 促进有序复工复产的通知》，指导辖内有关承贷

行精准快速传导落实支农支小再贷款专用额度有关

政策。

３　　月

３月１日　为落实国务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的工作部署，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发

布《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

册制相关业务安排的通知》，明确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自３月１日起实施注册制。

３月２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视频会

议，传达人民银行总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复

产复工会议精神，部署落实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和

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有关工作。上海

银行、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华瑞银行及１４家上海地

区村镇银行负责人参加会议。

３月８日　为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

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

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上海黄浦区发布

实施《外滩金融集聚带关于发挥核心功能区作用服

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

３月１２日　按照《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建立地方协调机制的意见》精神，中国人

民银行上海总部召集中央金融管理部门驻沪机构、

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

会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市），并召开上海协调

机制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海协调机制设在中国人民

银行上海总部，接受金融委办公室的领导和业务指

导，定位于指导、协调，不改变各部门职责划分，不改

变中央和地方事权安排。

３月１３日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上海市中小微

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与建设银行上海

市分行、上海银行等１５家银行签署协议并共同发布

“大数据普惠金融担保合作方案”，采用“大数据＋担

保”融资模式，支持银行扩大信贷投放，助力中小微

企业复工复产复市。

３月１６日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功

完成注册制下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单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簿记发行。

３月２０日　上海银行、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

与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出了一款首期规模１０亿

元的“文创保”专项贷款产品，用于纾解中小微文创

企业的融资需求。

同日　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大韩再

保险上海分公司、景顺瑞和（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罗素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及绿光环

球（上海）资产管理公司５家外资金融机构举行线上

开业仪式。其中，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是

全国首批新设外资控股合资券商，大韩再保险上海

分公司是大韩再保险公司在华首家业务实体。上海

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出席开业仪式并致辞。

３月２３日　上海市“复工复产复市疫情防护综

合保险”发布会在太保财险上海分公司举行。在发

布会上，太保财险上海分公司与上海市建筑施工行

业协会、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上海美容美发

行业协会、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分别签署“复工

复产复市疫情防护综合保险”投保协议，这标志着国

内首款专门针对灵活就业行业复工复产人员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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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沪推出。

同日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正式推出利率

期权业务。此次推出的利率期权产品挂钩ＬＰＲ利

率，包括利率互换期权和利率上下限期权。利率期

权是对现有利率衍生品序列的重要补充，在ＬＰＲ改

革进程中推出ＬＰＲ利率期权业务有助于金融机构

有效管理利率风险。

３月２４日　为规范银行间市场到期违约债券

转让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发布《银行间市场到期违约债券转让

规则》。

３月２６日　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

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Ｚ／Ｙｅｎ集团共同编制的第２７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ＧＦＣＩ２７）报告发布。报告

显示，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排名依次为：纽约、伦

敦、东京、上海、新加坡、香港、北京、旧金山、日内瓦、

洛杉矶。其中，上海相较半年前的全球第五上升至

第四名，代表了中国城市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最高

地位。

３月３１日　为进一步加大对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重点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上海市金融工作局会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以及中国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联合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重点企业贷款贴息的实施意见》，

对于临港新片区内的重点企业贷款进行贴息支持。

同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试点启动仪式在中

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举行。

４　　月

４月２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会同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等１２个部门联

合出台《关于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深化落实金融支持政策推进先行先试的若干举措》，

围绕推进同城化金融服务、试点跨区域联合授信、提

升移动支付水平、支持设立一体化金融机构、推进跨

区域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推进一体化绿色金融服务

平台建设、推进一体化科技金融服务、建立金融信息

共享合作机制８个方面提出１６条具体的先行先试

举措，标志着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金

融服务“同城化”全面启动。

４月３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印发

《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新技术企业外

债便利化额度试点业务的通知》，允许符合一定条件

的中小微高新技术企业在等值５００万美元额度内自

主借用外债。试点业务进一步便利了中小微高新技

术企业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助于

高新技术产业做大做强，对于进一步加快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科创中心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具有积极

意义。

同日　中央结算公司、中国银行与交银租赁联

合落地实施首单自贸区外币融资担保品管理业务。

这是自贸区金融业务中首次引入担保品管理机制，

标志着中债担保品管理服务在自贸区项下取得重大

突破。

４月８日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公告称，为

进一步拓展债券通渠道的深度和广度，满足境外投

资者多样化交易需求，自当日起新增９家债券通报

价机构。

４月１０日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

例》。条例旨在规范地方金融组织及其活动，维护金

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

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４月１３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离岸

转手买卖产业服务中心启动仪式在外高桥保税区举

行。产业服务中心的正式启动标志着上海自贸试验

区离岸转手买卖由重点企业参与试点阶段进入常态

化、规范化、规模化的产业发展阶段。

４月１６日　《上海市志·金融分志·综述卷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评议会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召开。

同日　上海市举办“信保＋银行＋担保”融资方

案发布会，这是上海贯彻落实国家“稳外贸”方针、加

强“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支持、助力外经贸企业积极

应对疫情影响的一项具体举措。发布会上，中国信

保上海分公司、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建设银行上海

市分行、市担保中心签署了《“信保＋银行＋担保”融

资合作备忘录》，并联合发布了首期《重点外贸企业

名录》。

４月１７日　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

市）召开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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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融委近期重要会议精神，协调推进金融支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４月２０日　上海金融法院举行“译研社”成立

仪式，进一步加强涉外金融法治人才建设，打造复合

型金融法律人才培养的新机制。

４月２２日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移动支付便民工程

工作会议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会议通报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开展情况，部

署２０２０年上海市移动支付便民工程重点工作任务。

４月２３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上海

房地产信贷工作座谈会。会议通报了新冠肺炎疫情

以来上海房地产信贷运行情况，就近期房地产信贷

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对下一阶

段上海房地产信贷工作进行部署。

４月２６日　为落实《金融科技（ＦｉｎＴｅｃｈ）发展规

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探索设计包容审慎、富有弹性

的创新试错容错机制，打造符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接

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在

上海等６市（区）扩大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这标

志着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作正式在上海启动，也为

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再添助力。

４月２８日　由陆家嘴金融城发起召开的“链接

全球、共赢未来———国际金融城视频圆桌会”正式开

幕。全球金融业首次通过跨国视频连线，共同探讨

疫情下的国际合作、产业的创新与发展、金融业的振

兴与复苏。

５　　月

５月６日　上海市金融学会跨境金融服务专业

委员会和上海市银行外汇及跨境人民币业务自律机

制联合发布《关于扩大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举措服

务范围 全力支持上海市“两链”和外贸企业的倡议

书》，推动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及境内贸

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两项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举措

的服务范围，由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扩大到上海市符

合条件的企业。

同日　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市）印

发《关于全面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外贸稳外资稳

投资金融服务的若干意见》。这是人民银行上海总

部牵头上海协调机制成员单位联合制订的首份政策

文件。

５月７日　华夏银行上海分行打通跨区域服务

壁垒，落地首笔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跨区授信业务，在区域一体化金融服务方面实现零

突破。

５月８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管委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银保

监局、上海证监局、市金融工作局共同发布《全面推

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金融开放

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从落实对外开放、强化制

度创新、培育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加强服务保

障五方面提出５０条措施。

５月９日　上海市财政局、市金融工作局、上海

银保监局召开全市新一轮信贷风险补偿和奖励政策

宣导和工作部署会议，解读《上海市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

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小型微型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办

法》《上海市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小型微型企业信贷奖励

考核办法》，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这是上海相关部

门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推动商业银行做

好对科技企业及小微企业服务，加大金融对上海实

体经济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支持力度的切实举措。

５月１１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与上海高

院依托常态化破产统一协调机制，制定并发布《关于

合作推进企业重整 优化营商环境的会商纪要》，对

上海困境企业重整再生及僵尸企业处置、提高破产

办理效率、保障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权益等多方面

提出了具体的落实意见。

同日　邮储银行上海虹口区支行成功为中国远

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境外子公司发放一笔

ＦＴＮ项下流动资金贷款。该笔业务为邮储银行上

海分行首笔自贸区项下“自求平衡”资金来源的外币

贷款业务，同时也是邮储银行全国首笔ＦＴＮ项下美

元流动资金贷款业务。

５月１２日　人保财险上海市科技分公司承保

的首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科

技型中小企业短期贷款履约保证保险》保单正式

起保。

同日　上海银保监局指导辖内５家银行与上海

市工商联签署专项产品合作备忘录，新增总计１２２０

亿元的专项信贷额度，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同日　上海清算所支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公

开招标的方式，成功开启生态环保主题金融债券常

态化发行。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２０亿元，债券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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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７年。

５月１３日　为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

由上海市单用途预付卡协会联合银行、保险等机构

主办的单用途预付卡“增信用、促消费”系列活动，在

南京路新世界商城正式启动。

５月１４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

在发展航运衍生品、推动期货市场国际化、做精做强

期货交割仓储及综合物流服务等方面开展全面、深

入、务实合作。

５月１５日　上海证监局受中国证监会委托，举

行辖区第三批国家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授牌

仪式。海通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实体）、东方证券

投资者教育基地（互联网）被正式授牌命名为“全国

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同日　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在上海临港

新片区揭牌成立。该中心是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

中国唯一跨区域、跨市场的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专

业调解组织，开启资本市场纠纷调解新篇章。中证

法律服务中心与上海金融法院共同签署了《诉调对

接战略合作协议》。

同日　２０２０年上海清算所业务交流会以现场

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在上海举办，全面回顾总结

２０１９年金融市场发展经验和金融支持疫情防控等

工作成效，并就进一步提升银行间市场竞争力、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主

题展开讨论。

５月１６日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一期）揭牌，

这是中国１５１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的特殊综

合保税区。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率先发布《金融支

持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服务方案》。

５月１９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中国农业

银行上海市分行在崇明区港沿镇园艺村为全市首个

“信用村”揭牌。

５月２７日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支付清算工作会议

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会议总结了２０１９

年上海市支付清算主要工作，对２０２０年上海市支付

清算重点工作任务进行部署。

６　　月

６月２日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发布

《关于促进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对外开放与创新发

展的若干意见》，涉及的金融支持政策包括促进跨境

资金自由使用，鼓励创新跨境金融服务，支持发展离

岸转手买卖、转口贸易、数字贸易等在内的新型国际

贸易业态等。

同日　上海黄金交易所举办首场面向境外市场

的线上业务推介会。此次推介会由上金所与大华银

行共同主办，主要面向境外黄金市场参与者推广“黄

金之路”业务新模式，并探讨后疫情时期东南亚与中

国黄金市场合作发展新机遇。

６月５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印发

《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开

展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在临港新片区内

开展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

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不再逐笔办理外债签约登记。

６月１０日　为厘清债券违约及风险处置实务

操作过程中的法律问题，推动债券违约及风险处置

工作合规有序开展，上海清算所举办债券违约及风

险处置研讨会。

６月１１日　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创

新实验室揭牌仪式暨创新发展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６月１２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农

商银行共同举办第十三次“信用记录关爱日”———

２０２０年“征信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暨应收账款融资

服务平台推广”专场宣传活动，宣传征信支持中小微

企业融资成果，推广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

同日　境内首只专门投资法国股票市场的跨境

ＥＴＦ产品———华安法国ＣＡＣ４０ＥＴＦ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上交所与泛欧交易所开展跨境

ＥＴＦ双向合作的重要成果。

同日　上海保险交易所专业健康险平台———中

保科联子公司与上海曙光医院签署合作协议，以保

险要素市场为载体，与各家机构携手推动保险与医

疗健康服务的资源整合。

６月１５日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上海清算所

拓展外币回购结算方式，新增外币质押式回购首期

见款付券及到期见券付款结算。１５家机构参与功

能拓展后的首日交易，成交８．０８亿美元。

同日　邮储银行上海分行联合上海市邮政分公

司、中邮保险上海分公司等单位，组织全辖分支机构

开展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日活动。

６月１６日　上海市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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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调机制召开全市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动员大

会暨业务培训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市经济信

息化委、市金融工作局、上海银保监局有关负责人出

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

６月１７日　浦东新区召开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信用赋能助力企业发展大会。浦东新

区金融局与国家开发银行等１０家银行签署银政战

略合作协议，中国银行等１０家银行与１００家企业代

表签署贷款授信协议。浦东新区为银企对接搭建的

“浦东新区企业信用赋能综合服务平台”也在会上

启动。

６月１８日　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推动

下，上海首批供应链票据贴现业务成功落地。上海

宝韩实业公司等４家中小企业通过上海欧冶金服通

宝平台对接上海票据交易所供应链票据平台，实现

基于宝武集团生态圈钢铁行业上下游企业应收账款

的供应链票据融资。

６月１８—１９日　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

召开。主题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２０２０：新起点、新

使命、新愿景”，设有七场全体大会和一场浦江夜话，

议题涵盖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人民币国际化、科创板

等当前经济、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向论坛发来书面致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席开幕

式暨第一次全体大会并致辞。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

以视频方式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

纲、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以连

线方式作主题演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

席、论坛共同轮值主席易会满，中国人民银行副行

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出席并作主题演讲。

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龚正主

持开幕式。

６月２２日　低硫燃料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

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这是上

海期货交易所继原油期货、２０号胶期货之后推出的

第三个国际化品种。

同日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在上海

浦东完成工商注册，标志着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母基金按照市场化、公司化、法制化运作步入新阶

段。注册资本为３５７．５亿元，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６月２９日　上海清算所创新信用风险缓释凭

证同步发行创设机制，完成首单住房抵押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创设登记。

７　　月

７月１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银保

监局、上海市金融工作局、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财

政局、上海证监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支

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围绕深化金融政

策及其配套政策，从加大货币政策激励、发挥财政金

融协同效应、优化监管考核机制、加强直接间接融

资、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落实减税降费措

施、强化外贸等重点领域支持等方面提出１８条政策

举措。

７月３日　上海市金融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系列

学术研讨会之金融租赁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金砖大厦

举行。

７月６日　在上海市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

作协调机制组织下，“温暖浦江”上海金融支持稳企

业保就业首场政银企大型现场对接会成功举办。上

海地区２４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６７家重点支

持企业的负责人参加现场对接会。

同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

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

７月９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和上海市金

融工作局联合举办金融市场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政策

宣讲会。

７月１０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２０２０

年上海征信管理工作会议。

同日　中信银行全资理财子公司———信银理财

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揭牌，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吴

清，中信银行董事长李庆萍出席开业揭牌仪式。作

为国内第四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也是首

家落户上海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信银

理财注册资本金为５０亿元，主要从事发行公募理财

产品、私募理财产品、理财顾问和咨询等资产管理相

关业务。

７月１１日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

在上海成立。揭牌活动中，交通银行同步发布了“交

通银行长三角信用卡”。

７月１３日　上海清算所推出大宗商品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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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手清算业务组合保证金业务。

７月１５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２０２０

年上海跨境人民币业务工作会议。

７月１７日　银行间市场首笔以上海清算所托

管的境内债券为抵押品的欧元回购交易由中国工商

银行与吉林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外汇交易系

统达成，并于当日完成首期结算。

７月２１日　上海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

组在广泛征集项目的基础上，对外公示上海市首批

８个创新应用。首批创新应用体现了金融科技多元

融合、多向赋能的特点。

７月２２日　“保小微、保就业、稳外贸”政策发

布会在沪举行。上海银行为上海托展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３００万元授信额度，用于该企业出口

信用保险项下“保易融”业务。这是人民银行１万亿

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项下，中国人民银行上

海总部第一笔使用该再贷款优惠资金的保单融资

业务。

同日　德林海、大地熊、三生国健、震有科技、芯

朋微、奇安信、力合微７家科创板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暨科创板开市一周年仪式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大厅举行。

７月２８日　上海银保监局召开２０２０年年中工

作座谈会暨纪检工作会议。

７月２９日　上海清算所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以

公开招标的方式，成功完成“应对气候变化”绿色金

融债券多市场同发首场发行。首场发行的债券规模

为５０亿元。

７月３０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开展公

司债券置换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发行人及相

关主体开展债券置换业务遵循的原则、信息披露要

求和相关操作流程等。

同日　上海清算所完成《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

正式生效后的首批１４只标准化票据的创设登记，规

模合计１２．１３亿元。

同日　上海市金融工作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

总部、上海银保监局、上海证监局、自贸试验区管委

会、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共同举办上海自贸试验区第

十批金融创新案例发布会。

７月３１日　上海证监局近日会同上海市司法

机关等相关单位召开执法专题座谈会，研究进一步

加强证券执法司法联动，强化刑事追责力度，形成打

击资本市场违法行为合力。

８　　月

８月５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２０２０年

下半年工作会议，传达学习２０２０年下半年人民银行

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上海总部主要工作，分析

当前履职面临的新形势，并对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

部署。

８月１１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召开基础设施

ＲＥＩＴｓ企业和投资者座谈会，就基础设施ＲＥＩＴｓ试

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交流。

同日　中国信保上海分公司、上海银行、上海农

商行签署《“稳外贸、保就业”支持中小微外贸企业专

项业务合作协议》。上海银行首期提供１０亿人民币

资金，上海农商银行首期提供５亿人民币资金，优先

为符合条件的中小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提供信保融

资支持。会上，两家银行现场为１６家小微外贸企业

授信１．３４亿元贷款。

８月１２日　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与韵达速递

签署扶贫合作协议，双方通过资源共享，以陕西省安

康市一区三县为试点，携手助力消费扶贫。

８月１３日　科创板上市公司嘉元科技公告，拟

发行１２．５亿元可转债，加码布局新能源汽车市场，

这是自７月初《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

办法（试行）》发布后，首家拟采用可转债方式融资的

科创板上市公司。

８月１８日　为持续助力优化上海地区营商环

境，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积极推动下，上海成为

全国首个在企业银行开户业务中嵌入电子营业执照

和电子印章应用服务的地区。上海多家企业使用电

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通过商业银行手机银行ＡＰＰ

和微信小程序成功办理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开户手续。

同日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

行、农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上股交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在沪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优化对中小

微创业企业的综合金融服务。

同日　友邦保险宣布，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已正式获得营业执照，并在上海揭牌成立，成为中国

内地首家外资独资人身保险公司。

同日　招商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

行揭牌成立。

９１４上海金融大事记　



８月２０日　上海市金融学会召开第十届第二

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四十周年首场学术报告会。

通过学会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上海金融年鉴》编

纂工作方案以及《上海金融》年度优秀稿件评选办

法。金鹏辉会长做了“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若

干思考”的学术报告。

同日　由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天然橡胶协会

和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主办的“‘砥砺初心正其时’

２０２０天然橡胶市场论坛暨２０号胶期货上市一周

年”主题活动以视频方式在线举行。

８月２１日　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在沪举办“慧

政务·惠民生———２０２０年新产品发布会”。会上，

该行发布了针对小微企业研发的纯信用线上普惠贷

款产品“申ｅ贷”、为广大医保用户开发的就医信用

结算系统“医保信用付”、方便企业账户开立的“企户

通”产品以及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财政局合作开

发的统一管理平台“云国库”等４款新产品。

８月２２日　由中国证券报社主办、主题为“新

机 新局 新使命”的“２０２０金牛资产管理论坛”在上

海继续举行，同时举行第十七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

颁奖典礼。

８月２３—２９日　上海清算所组织开展以“科技

战疫 创新强国”为主题的科技活动周活动。活动周

期间，上海清算所结合抗疫成果，围绕科技战疫、区

块链、人工智能、敏捷开发等领域，邀请金融科技龙

头企业参与，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体验性强的科普活动。

８月２６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全市

银行货币信贷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人民银行总行有

关会议精神，重点就实现普惠小微贷款、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信用贷款等增长目标，特别是延期还本付息

和信用贷款支持政策两项直达实体的政策工具、１

万亿再贷款再贴现以及ＬＰＲ转换等作了专题部署。

８月２８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举办“存款

保险宣传月”动员大会暨存款保险培训会。

８月３１日　注册资本达１１４．５６亿元的民生证

券落户浦东新区揭牌暨上海国资战投入股签约仪式

在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举行。

９　　月

９月６日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

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八家机构在上海共同举办

“绿色金融国际研讨会”，会议讨论构建绿色金融体

系、发展绿色资本市场、培育绿色投资者，以及开展

环境风险管理、强化环境信息和推动地方绿色金融

实践等议题。

９月７日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地方

金融监管局等九部门共同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金

融广告监管工作的意见》，重拳治理未取得相应金融

业务资质主体发布金融广告的行为和互联网违法金

融广告。

９月８日　为贯彻落实《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

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持续深

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上海银行业和保险

业差异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国家战略

实施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上海银保监局印发

《关于推动上海银行业和保险业差异化转型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９月１４日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召

开金融企业稳增长工作座谈会，听取金融企业当前

运行情况和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龚正指出，上

海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按照市委部署，努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

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金融是上海城市

的核心功能，希望金融机构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的进程中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切实把握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根本，为支持经济稳

增长发挥更大作用。

９月１５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银行签署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与

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出席签约仪式，市

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和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王

江代表双方签署协议。

９月２２日　为了宣传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

的有关政策、交流文化旅游行业金融支持经验、推动

文化旅游行业企业与金融机构更好对接，中国人民

银行上海总部联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

共同举办“温暖浦江”上海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大

型政银企融资对接会，上海地区２０家主要金融机构

负责人、１６０余家文化旅游行业企业和部分文化旅

游行业协会代表参加对接会。

９月２４日　全球范围内最高级别的金融科技

盛会———外滩大会正式开幕。“外滩大会”由上海市

０２４ 　附　　录



政府指导，永久落户上海，是上海加快推进国际金融

科技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

９月２７日　为全面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进

一步扩大政策性担保支持力度，加快推进“上海金融

１８条”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在市

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协调机制有关成员单位的指

导和推动下，长三角Ｇ６０科创走廊政策性融资担保

市区联动仪式在松江区举行，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

行上海总部，松江区委、区政府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出

席启动仪式。

同日　由中国ＲＥＩＴｓ论坛、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上海市金融工作局联合主办的

“中国ＲＥＩＴｓ论坛２０２０年会”在上海拉开帷幕。全

国政协常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张勇，上海市

委常委、副市长吴清，中国ＲＥＩＴｓ论坛２０２０年会主

席、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徐

宪平出席并致辞；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上海证

券交易所总经理蔡建春等出席并做主旨演讲。

１０　　月

１０月９日　上海市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蚂蚁

集团在沪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李强，市委

副书记、市长龚正会见了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张勇、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一行。

上海市与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集团合作紧密，尤其是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两次签署合作协议以来，在数字商业、

云计算、金融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多个在沪总部

以及阿里巴巴上海研发中心、阿里新零售中心、蚂蚁

科技中心等核心创新业务与战略板块加速发展，并

与上汽集团、百联集团等企业开展了战略合作。

１０月１５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公布２０２０

年前三季度上海货币信贷运行情况。其中，人民币

贷款增加４８１７亿元，外币贷款增加１４３亿美元，新

增贷款投向实体经济行业结构相对均衡，境内小微

企业本外币贷款同比多增明显；人民币存款增加

１．６７万亿元，外币存款增加９７亿美元，人民币个人

定期存款增加２５１５亿元，境内非金融企业通知存款

增加２１７６亿元。

１０月２３日　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金融行业社会组织的桥

梁、平台和纽带作用，由上海金融业联合会、江苏省

金融业联合会、浙江省金融业发展促进会共同发起

的长三角金融业发展联盟在上海成立。

同日　上海金融景气指数报告发布，２０１９年上

海金融景气指数为５６５３点，同比增长９．５％，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蹄疾步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冲击，上海金融业切实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对全市经济复苏形成

有力支撑。

１０月２３—２５日　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召开，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王岐

山强调，当前全球金融经济环境变化剧烈，既要坚守

底线，也要灵活应对风险挑战，勇于除旧立新。要坚

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支持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要坚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用经济发展

的增量消解风险，用规范的方式应对风险，在市场

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有序处置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要坚持金融创新与加强监管并重，

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扩大金融开放与金

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１０月２７日　第二届陆家嘴国际再保险会议举

行，成为今年全球唯一线下召开的国际再保险交易

商年会。与会人士认为，加强国际再保险合作，有利

于风险治理的全球协作，正在崛起的上海国际再保

险中心，将为行业提供更多基于数字科技的基础设

施产品。

同日　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上海推出了第三届进

博会专项金融服务方案———“进博融２０２０”，并设立

了这一支持进口专项额度，其中配置１８００亿元额度

支持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

１０月２８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组织开展

自贸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风险审慎合格评估会议，

经专家评审小组审议，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通过，成为首批接入自贸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

的保险机构。自此，自贸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已实

现银行、证券、保险三类金融机构的全覆盖。

同日　上海银保监局发布２０２０年９月辖内银

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情况，上海银行业资

产负债平稳增长，资产质量保持良好水平，保险业经

营稳步发展。

１０月２９日　上海保险业服务第三届进博会的

保险保障总额再创新高，达到８８４８亿元。

１２４上海金融大事记　



同日　２０２０浦江创新论坛开幕，来自金融机

构、科技企业、研究部门的专业人士就金融科技发展

到什么阶段、金融科技给资管行业带来了哪些影响、

未来金融科技又将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

问题展开热议。

１１　　月

１１月３日　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转让服务平

台上线发布会在沪举行。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转让

服务平台是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的具

体举措，由人民银行指导上海票据交易所联合相关

机构建设开发，为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人民币

贸易融资相关服务的综合性数字化平台。首批参与

机构６４家，其中境内机构２４家、境外机构４０家，覆

盖全球４大洲、１５个国家和地区。

１１月４日　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局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南京分行、

杭州中心支行、合肥中心支行、宁波市中心支行首次

联合构建长三角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近日联合发布

《长三角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２０１９年）》。报告

显示，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

徽省）普惠金融总体水平较高，多数指标数据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１１月９日　由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上海市地方

金融监管局、上海银保监局、上海证监局、中国人民

银行上海总部等部门联合指导，上海市银行同业公

会、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上海市证券同业公会、上

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上海小额

贷款公司协会、上海典当行业协会、上海市担保行业

协会、上海市租赁行业协会、上海市商业保理同业公

会等金融行业协会共同发起制定的《金融广告发布

行业自律公约》正式发布。《公约》的签署是贯彻落

实上海多部门近期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广

告监管工作的意见》的重要举措。

１１月１１日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召开

闭幕新闻通气会，第三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

７２６．２亿美元，比上届增长２．１％；自５日早上８时

至１０日中午１２时，累计进场近６１．２万人次。

１１月１６日　国内首批４只科创５０ＥＴＦ正式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涉及华夏、易方达、华泰

柏瑞、工银瑞信等４家基金公司，作为跟踪科创板当

前唯一指数科创５０指数的ＥＴＦ，４只产品上市将正

式开启二级市场科创板指数化投资征程。科创

５０ＥＴＦ的出现，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低门槛投资科

创板的渠道，而且聚焦科创板中的优质标的，丰富了

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投资工具箱。

同日　市金融工作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传

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３０周年庆祝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李强书记在市委常委会上的

讲话精神，就学习贯彻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会议

要求，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的热潮，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在上海金融系统落地落实。

１１月１９日　中国人民银行举行“金融支持保

市场主体”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出席并介绍

“金融产品创新”有关工作情况。金鹏辉介绍，上海

在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基础上出台了“上海

金融１８条”的工具箱，积极引导商业银行主动作为，

服务好小微、重点在于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在信

贷产品创新过程中，国有银行发挥了领头雁作用，重

点开发了无接触线上产品服务，提升普惠小微的企

业覆盖面；中小银行在各自的细分领域，围绕科创、

知识产权、动产融资、产业链供应链等，开发突破性

创新产品；地方法人银行则强化与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的合作，在本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同日　国际铜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

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交易，截至当日收盘，

国际铜期货总成交量０．８３万手，成交金额１９．６８亿

元，总持仓量０．２１万手。这是继原油、２０号胶、低硫

燃料油之后，上海推出的第四个国际化期货品种。

１１月２０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动

提高上海上市公司质量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

指出，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石，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作用显著，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积极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影响，推动上海上市公司坚定不

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制定相关措施。

１１月２４日　上海证监局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近日联合召开打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犯罪新闻

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近年来证券监管机构和上海检

察机关打击惩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犯罪有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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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发布上海证监局、上海检察机关依法惩处的６

件信息披露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１１月２９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近期将分别扩大上海、北京和深圳三地合格境内

有限合伙（ＱＤＬＰ）／投资企业（ＱＤＩＥ）试点规模，进一

步满足境内投资者全球配置资产的需求。业内人士

表示，扩大ＱＤＬＰ／ＱＤＩＥ的试点规模和试点范围彰

显监管部门进一步推进境内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

决心。

１１月３０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２０２０

年１０月长三角地区货币信贷运行情况。截至１０月

末，长三角地区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４３．１５万亿元，

同比增长１４．８％；人民币贷款余额４２．０１万亿元，同

比增长１４．９％，较上月末高０．１个百分点，较去年同

期高１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５４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６％；人民币存款余额５１．９２

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４％，较上月末低０．５个百分

点，较去年同期高５个百分点。

１２　　月

１２月７日　随着新致软件登陆Ａ股，科创板迎

来第２００家公司。２００家公司合计募集资金总额

２８７６．５８亿元，平均募集资金净额为１４．３８亿元，中

位数为８．４０亿元，最大值为中芯国际５３２．３０亿元，

最小值为上纬新材１．０８亿元。科创板包容性正进

一步体现：一是未盈利上市企业达到１６家，且不再

是生物医药的专利，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等行业也有

公司“试水”；二是ＣＤＲ取得“零的突破”，九号公司

成为科创板首家发行ＣＤＲ（中国存托凭证）的上市

公司。

１２月１０日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正式发布。建议

提出，聚焦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以深化科创

板和注册制改革为带动，推动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

中心联动发展，引导资本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实体

经济，高水平建设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做强长

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更好地发挥Ｇ６０科创走廊、

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联盟等跨区域合作平台作用，

加快构建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在更广区域实现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良性循环。

１２月１３日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标与

发展建议》在２０２０上海金融论坛上发布。这份报告

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联合国家金融与

发展实验室、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共同撰写。报告指

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

成效。报告建议，新发展格局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的长期目标应该进一步明确，到２０３５年，上海

要基本建成引领亚洲辐射全球、以开放的现代化金

融市场体系为核心、以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为

标志、与纽约和伦敦并驾齐驱的顶级全球金融

中心。

１２月１５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份上海货币信贷运行情况。１１月末，上海

本外币贷款余额８．３９万亿元，同比增长６％；人民币

贷款余额７．７３万亿元，同比增长５．８％，增速比上月

末低０．５个百分点。本外币存款余额１５．５２万亿

元，同比增长１７．４％；人民币存款余额１４．４８万亿

元，同比增长１８．１％，增速比上月末高１．６个百分

点。非金融企业贷款主要投向制造业、批发和零售

业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业，小微企业贷款同比

多增。

同日　全国首单境外投资者通过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ＱＦＩＩ／ＲＱＦＩＩ）

认购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ＷＦＯＥ

ＰＦＭ）基金产品在上海顺利落地。此次通过ＱＦＩＩ／

ＲＱＦＩＩ认购的产品为霸菱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发行的霸菱中国综合债券１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该模式落地为外资资管机构募资开辟了新路径，也

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有益探索，是配合金融

领域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

１２月２４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长三角地区货币信贷运行情况。１１月末，

长三角地区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４３．４６万亿元，同

比增长１４．６％；人民币贷款余额４２．３６万亿元，同比

增长１４．７％，较上月末低０．２个百分点。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５５．１０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６％；人民币存

款余额５２．９８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７％，较上月末高

１．３个百分点。

同日　上海银保监局发布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辖内银

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情况。上海银行业资

产负债平稳增长，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辖内银行业金融机

构本外币总资产余额１９．０８万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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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４％；本外币总负债余额１８．２６万亿元，同比增

长１７．６５％。上海银行业资产质量保持良好水平，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上海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不

良贷款余额６６０．０４亿元，不良贷款率０．７９％；其中，

商业银行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５４８．９０亿元，不良贷

款率０．８０％。上海保险业经营稳步发展，２０２０年

１—１１月，上海辖内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累计

１６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６．９７％；其中产险公司原保险

保费收入５２７亿元，人身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１１６９亿元。

１２月２９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２０２１

年上海金融统计工作会议，上海１８９家银行业金融

机构分管领导和统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传

达了２０２１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统计制度会议精

神，总结２０２０年上海金融统计工作，通报上海金融

运行形势和金融机构金融统计数据报送、统计分析

和统计工作考核等情况，布置２０２１年上海金融统

计工作任务和要求。会议深入分析金融统计工作

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指出面对国内

外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全市金融机构应提升

金融统计工作的思想站位，增强依法合规统计意

识，强化统计归口管理和统计队伍建设，全面提升

金融统计工作质量。

１２月３１日　为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

设，落实《金融科技（ＦｉｎＴｅｃｈ）发展规划（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支持和指导下，上海

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在深入开展

金融科技创新辅导的基础上，上海金融科技创新监

管试点工作组对外公示上海市第二批５个创新应

用。本次公示创新应用秉持守正创新、风险可控、权

益保障和惠民利企原则，聚焦于多方安全计算、音视

频、图像识别等新兴前沿技术，创新智慧金融产品与

服务，旨在为公众和中小微企业提供无障碍金融服

务，践行普惠金融，缩小“数字鸿沟”，提升客户对金

融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提高金融风险技防能力，

让金融更具智能、更有温度、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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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说　　明

一、本索引采用主题分析索引方法，按照词头的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二、索引词后面的数字表示页码。

三、表格索引按页码顺序排序。

主 题 索 引

犃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６，１５８，２７２，３８７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７４，１７５，

２８３，２９７，３９７

澳洲联邦银行公众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１１３，

１１４，３４３

犅

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０，１４１，３４６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 ６５，６６，３４２，３７５

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１０６，３４４

渤海银行上海分行 ７２，７３，３４２，３７６

犆

城银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６，１１７

犇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１０１，１０２，３２６，３４３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０，１６１，３３７，３９０

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１１０，１１２，

３３１，３４５

东风日产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１３８，１３９，３３３，３３４，

３４７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０，１３２，２６６，３３５，

３４６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９６，９７，３３１，３３２，３４３

犉

法国外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１１３，３３３，

３４３

富邦华一银行（台资）７３，２５５

犌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 ６２，６３，３２９，３４２，３７３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 ４２，４３，３０３，３２９，３４１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１２，１３，３２７，４１５，４１７

犎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３，１５４，３２３，３３６，３３７，

３８７

韩国产业银行上海分行 １０５，１０６，３３２，３４３

杭州银行上海分行 ６８，３２８，３４２，３７６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６９，１７０，

２７７，２９１，３９５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９０，９２，３３１，３３７，３４３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１９，１２１，３３６，３４６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１，１２２，３４６

华杰资信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３，１４４

华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１０２，１０３，３３０，３４２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８８，９０，３３１，３４２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０，３８９

华夏银行上海分行 ５７，５８，３３０，３４２，３６７，４１６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７０，２７８，２９２，３９３



犑

加拿大丰业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１０９，３４５

江苏银行上海分行 ６６，６７，３２９，３４２，３７５

交通银行 ２９，３１，５１，１９３，３２３，３２７，３３３，３３５，３４８，

３４９，４１８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５１，５２，３１７，３４１

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７，１１８，３４６

犓

科威特国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１１２，２６２，

３３２，３４４

犕

美国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１０９，１１０，３３３，３４４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７５，２８４，２９８，

３９８

犘

盘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９７，９８，３３１，３４３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 ６３，６４，３４２，３５５

犚

日本横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１０４，１０５，

３３２，３４４

日本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１０３，１０４，３３２，３４４

日立（中国）财务有限公司 １４１，１４２，３３６，３４６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１０７，１０８，

３４４

瑞典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１０８，３４４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９２，９６，３３１，３４３

犛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８６，８８，２６０，３４３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８５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３，１２５，２６５，３４６

上海宝山富民村镇银行 ８３，８４，３４１

上海崇明沪农商村镇银行 ７８，７９，３４１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９，１３０，３２５，

３３５，３４６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６，２７１，３３６，

３８８

上海奉贤浦发村镇银行 ８０，８１，３４１，３７８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１１，２０２，２０６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１８，１１９，３２８，３４６

上海国利货币经纪有限公司 １４５，１４６，３３６，３４７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５，１５６，

３８８

上海华瑞银行 ４０－４２，３０３，３２８，３４１，４１４

上海黄金交易所 １４，４９，１８５，１８７，２０６，３２６，４１３，

４１７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１９２，１９５

上海农商银行 ２５，３８－４０，１４３，３０３，３２３，３２８，３６５，

３６６，４１３，４１４，４１７，４１９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７，１２９，

３４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３１，３６，２２１，３２７，３２８，３４２，３４８，

３５０，３５８－３６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 ２４，５３，５４，３４２，３５８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６，１２７，３４６

上海清算所 １４，５０，１８３，１９５－１９８，４１４，４１６－４２０

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 ５３，１７８，４２２

上海市保险学会 ３１８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１３，１４，４１３

上海市金融学会 ３１７，３２８，３３０，４１６，４１８，４２０

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 １６２，１６３，４２２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３１９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 ５０，５３，７０，１００，１４８，１４９，

３２８，３３０，４２２

上海市证券同业公会 １６２，４２２

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 ８１，８３，３４１，３７８

上海银行 ５－７，１３，２３，２４，３７，３８，４２，５３，５５，５７，

６１，６４，６５，６７，７０，８６，１４３，１４８，１４９，３０３，３０９，３１９，

３２４，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６，３３７，３４１，３６４，３６５，４１４，４１９－

４２１，４２３，４２４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１７，１９３，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３，３３７，４１３，

４１４，４１７－４１９，４２１，４２２

上海资信有限公司 １４４，１４５

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７，１３６－１３８，

３３６，３４７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１３２，１３４，３３４，３４６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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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

台湾中小企业银行上海分行（台资）７４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６９，２７６，２９０，

３９４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９，１６０，３３７，３８９

犠

温州银行上海分行 ６９－７１，３３０，３４２，３７７

犡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 ７１，７２，３２９，３４２，３７７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６８，１６９，

２７５，２８９，３９４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６１，６２，２５０，３２９，３４２，３７１

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 ７７，７８，３３０

犢

英国巴克莱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１０８，１０９，３４５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７０，１７１，２７９，

２９３

犣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９８，９９，３２６，３３０，３３１，

３４３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６０，６１，３２５，３４２

浙商银行上海分行 ６４，６５，３２９，３４２，３７４

正信银行有限公司 ９９，１０１，３４３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９，１４０，３３５，３４６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７５，１７６，２８５，

２９９，３９６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１３４，１３５，３４６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１４６，１４７，３３６

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部 ７５，７６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４６，４７，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７，

３４１，３５２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 ５５，５７，３２４，３２７，３４２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 ５０，５１，３２７，３２８，３４１，

３５４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１７，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２，３２６

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 ４３，４４，３４１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５８，６０，３４２，３６８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 ４５，４６，３２９，３４１，３５１

中国农业银行票据营业部 ７６，７７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 ４７，４８，２２６，３２３，３２６，

３４１，３５３，４１７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７３，

１７４，２８２，２９６，３９７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６７，

１６８，２７４，２８８，３９４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１７３，３９６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１７１，１７２，３９４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３，４，１９－２５，３０３，３１７，

３２４，３２７，３２８，４１３－４２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１６７，

２７３，２８７，３９４，４２１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３５，１３６，

３３６，３４７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３５，９８，１０９，１８１，１８５，３２６，４１５，

４１７，４１９

中国银联 ２４，３２，３５，９１，１１５，１１６，３３４，３３５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４，１３５，

３０４

中国银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 ２０６，２０７，３２７，

３３０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４８－５０，２２９，３１７，３２４，３３０，

３４１，３５４，４１４，４１５，４１７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 ５２，５３，２３４，３２４，３６３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２００，

２０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７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２，１２３，３３５，３３６，３４６

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１１２，１１３，

３４５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５５，３２９，３４２，３６６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７，２８６，３００，

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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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格 索 引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资产运用与分布表

１２４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信托资产运用与分布表

１２４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沪市证券登记结算业务概况

２０１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证券登记结算业务明细 ２０１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股票期权业务 ２０１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债券质押式回购业务 ２０１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跨境业务 ２０１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债券跨市场转托管业务 ２０２

上海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表 ２１１

上海市中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２１２

上海市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２１３

上海市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２１４

上海市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２１５

上海市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２１６

上海市中资全国性四家大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２１７

上海市财务公司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２１８

上海市其他城市商业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２１９

上海市中外资金融机构外汇信贷收支表 ２２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２１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２２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２３

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２４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２５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２６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２９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３３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３４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４６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４７

华夏银行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４８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４９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５０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５１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５２

杭州银行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５３

渤海银行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５４

富邦华一银行（台资）资产负债表 ２５５

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资产负债表 ２５６

上海崇明沪农商村镇银行资产负债表 ２５７

上海奉贤浦发村镇银行资产负债表 ２５８

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５９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６０

正信银行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６１

科威特国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资产负债表

２６２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６３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６４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６５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６６

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６８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６９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７１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７２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资产负债

表 ２７３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

债表 ２７４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７５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７６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７７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７８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７９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

债表 ２８０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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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表 ２８１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

债表 ２８２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８３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８４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８５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８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损益表

２８７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８８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８９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９０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９１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损益表 ２９２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９３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９４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９５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９６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９７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９８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损益表 ２９９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损益表 ３００

直接交换单位审核管理事项申请表 ３０６

直接交换单位报备管理事项登记表 ３０７

票据交换中心业务系统重置密码申请表 ３０８

上海市银行业机构名录 ３４１

交通银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４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５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５１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５２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５３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５４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５４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５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５８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６３

上海银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６４

上海农商银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６５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６６

华夏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６７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６８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７１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７３

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７４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７５

江苏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７５

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７６

渤海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７６

温州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７７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７７

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７８

上海奉贤浦发村镇银行分支机构名录 ３７８

上海市融资担保机构名录 ３７９

上海市小额贷款公司机构名录 ３８１

上海市证券公司机构名录 ３８７

上海市基金公司机构名录 ３８８

上海市期货公司机构名录 ３９１

保险业机构名录 ３９３

上海市典当公司机构名录 ４００

上海市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机构名录 ４１０

９２４索　　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