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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3月27日讯（记者 梁柯志）3月27日，披露年报业绩之后的首个工作日，招
商银行在深圳召开业绩发布会，管理层就净利润上升、净息差下降和房地产行业风
险等诸多问题直面机构和媒体的提问。

3月24日，招商银行披露2022年度业绩。2022年，该行营业收入3447.83亿元，同
比增长4.08%；归属于该行股东的净利润1380.12亿元，同比增长15.08%。截至20
22年末，招行总资产达10.14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9.62%，首次超过十万亿的资
产规模。

年报有喜有忧，净利润和资产质量向好同时，招行亦存在营收压力和息差收窄、非
利息收入下降问题。

招行行长王良表示：“保持零售银行、公司银行、投行与金融市场、财富管理和资
产管理四大板块协同发展。最终形成业务板块、收入结构东方不亮西方亮，才能够
持续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对于分红的问题，招行董事长缪建民强调，“作为上市公司每年都应该对股东保持
一定比例的分红”，资本利得有很大不确定性，但分红是确定的，所以只有保持一
定的分红比例，投资者的收益才能保持相对稳定。所以上市公司不能当铁公鸡一毛
不拔，这对投资者收益的稳定是不利的。

净息差收窄应对有术

在净利润大幅增长15.08%的同时，2022年，招行净利息收入为2182.35亿元，同
比增长7.02%。主要是受存贷利差收窄影响，当前银行业净利息收益率进入下行通
道，招行亦受到影响，2022年末，该行净利息收益率为2.40%，同比下降8个基点
。同时，2022年，非利息净收入同比降0.62%至1265.48亿元，在营收中占比仍超
36%。

招商银行行长王良表示，今年对所有银行来说，贷款重新定价是一个大的挑战，银
行净息差收窄比较大，招行将通过业务增量来弥补息差收窄，弥补收入缺口，二是
靠非息收入增长，扭转负增长的情况，今年营收还是可以继续保持稳定。

董事长缪建民在介绍2023年展望时候也表示，2023年的重点策略是要“做强重资
本业务，做大轻资本业务”。目的是应对净息差收窄，增加财富管理业务和收费，
降低重资本业务的风险，提升穿越经济下行周期、利率下行周期的能力，最终实现
招商银行的模式领先。

“理财大量赎回时期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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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表示，今年债券市场整体利率保持稳定，去年那种大量赎回的时期已经过去，
理财规模应该保持在稳定的水平，所以理财子公司要将夯实内功、提升能力作为今
年的主要工作。

2022年年报显示，2022年末招银理财管理的理财产品余额2.67万亿元，较上年末
下降3.96%。

招行行长王良表示，理财子公司在中国的银行业金融业中是一个新生事物，成立只
有三年多，所以现在从经营策略上来讲，对招银理财子公司要求就是要稳定规模，
不追求规模做得多大。

但是要优化结构，过去理财公司的产品，主要是以固收类和现金管理类产品为主，
固收类产品占比更大，债市波动导致回撤幅度很大，很多投资者对银行系理财产品
不理解，认为银行理财公司的产品应该都是保本保收益。在目前投资者还不是那么
理解的情况下，不宜贪大求宽，所以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丰富我们的产品线，
加大权益类资产的配置。

最后他认为理财子要提升投研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产品创新能力、系统科技支持
能力。

分红派息要考虑逆周期因素

利润分配方案方面，招商银行今年拟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738元(含税)，截至2022
年末，该公司普通股总股本25219845601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约人
民币438.32亿元（含税）。

“作为上市公司每年都应该对股东保持一定比例的分红”，缪建民指出，因为投资
上市公司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赚取资本利得，二获取分红，资本利得有很大不确
定性，但分红是确定的，所以只有保持一定的分红比例，投资者的收益才能保持相
对稳定。所以上市公司不能当铁公鸡一毛不拔，这对投资者收益的稳定是不利的。

缪建民介绍，招商银行这两年总体上分红派息的比例较好，不低于30%。目前招商
银行资本充足率比较高、资本内生增长的动力较为强劲，但这不等于现在提高分红
派息的比例对于广大投资者就是有利的。目前银行总体处在经营的下行周期，不确
定性、不稳定性，难以预料的因素非常多，所以招商银行需要加强逆周期管理，提
升资本充足率，提升分红派息的比例也是等进入银行经营上升周期的时考虑。

房地产风险今年将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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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绩发布会上，招商银行副行长兼首席风险官朱江涛表示，整体来看2022年招商
银行的房地产风险得到充分释放，预计房地产行业风险大概率会在2023年基本出清
。

朱江涛承认对公房地产不良生成去年是138亿元，跟2021年比有比较大幅度的上升
；母行口径的房地产行业的不良率是3.99%，比年初也上升了2.6个百分点。

但是，招行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拨备比例，是全行对公平均拨备比例的两倍以上，跟
年初相比也是上升的。同时整个对公房地产占对公贷款的比例是15.91%，比年初
下降3个百分点。

在不承担信用风险的房地产领域，朱江涛提到，招商银行理财投资余额是1135亿元
，标品和非标各占50%，其中标品部分涉及到企业主体已经违约的余额是50亿元，
已经按照中债估值在产品端的净值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非标部分目前分类都属于
正常类的资产，风险基本也得到充分的释放。

对于2023年房地产不良生成情况，朱江涛表示，相较2022年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不过季度之间的生成不会那么均衡，主要原因是今年要集中处理内保外贷这一产
品的风险，会形成季度之间的扰动，同时整个房地产的不良处置难度进一步加大，
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今年房地产行业的不良率可能还会有所上升，但是生成会大幅下降，总的来讲我
们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大概率在2023年会基本出清。”朱江涛认为。

本文源自财联社记者 梁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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