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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年业绩滑坡 浦发银行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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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净利双降

4月18日， 浦发银行发布2022年年度报
告。报告期内，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886.22亿
元，同比减少1.2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511.71亿元，同比减少3.46%。

据统计，目前A股上市的股份制银行共有
9家，除华夏银行暂未公布业绩外，与其余7家
股份制银行业绩相比， 浦发银行营收净利均
居于中部，营收净利均超过平安银行、光大银
行、民生银行、浙商银行，位于第四位。

而在增速上，浦发银行却出现掉队，这已
是该行连续第二年出现营收净利“双降”。
2021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75%至
1909.8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减少9.12%至530.03亿元。

对于营收和净利润指标下降的原因，4月
19日，在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上，浦发银行管

理层表示，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净收入下降导
致营收出现下滑， 营业收入下降叠加营业支
出增长造成净利润同比下降。

具体来看，2022年浦发银行利息净收入
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双双下滑，其中，利息
净收入为1336.69亿元，同比减少1.68%，与此
同时， 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也由增长
转为下降， 报告期内， 下降0.32个百分点至
70.87%；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减少1.52%
至286.91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继续减少0.04
个百分点至15.21%。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区分部营收中，浦发
银行西部地区业绩常年处于营收增长， 但营
业利润为负的状态。2022年，该行西部地区营
收同比增长21.01%至117.92亿元， 营业利润
由2021年的-198.46亿元收窄至-69.82亿元。
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
英认为， 西部地区营收的增长说明浦发银行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较大， 信贷规模投入

出现一定的增长， 但是营业利润的减少主要
与经营成本的上升以及呆坏账的计提有直接
关系。

浦发硅谷银行缩水

受美国硅谷银行破产事件的影响， 由浦
发银行与硅谷银行合资建立的浦发硅谷银行
受到外界关注。

据了解， 浦发硅谷银行成立于2012年8
月，硅谷银行与浦发银行双方各持股50%，总
部设在上海，目前在北京、深圳、苏州各设立
了一家分行。在浦发银行2022年年报中，浦发
硅谷银行相关业绩数据也得以披露， 截至
2022年末， 浦发硅谷银行资产总额为231.71
亿元，比上年末减少2.86%。报告期内，浦发硅
谷银行实现营业收入4.01亿元， 同比减少
17.66%；净利润0.52亿元，同比增长1.96%。

对于浦发硅谷银行总资产和营业收入减
少的原因，4月19日，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浦发
银行，但该行并未回应。

从定位来看， 浦发硅谷银行与硅谷银行
目标客户相似，致力于服务科技创新企业，包
括生命科学、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和碳中和
等领域。 谈及硅谷银行事件对浦发硅谷银行
股东结构和业务发展方面的影响， 浦发银行
并未正面回应， 仅回复北京商报记者称，“浦
发硅谷银行系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中外合资商业银行，目前经营正常。
浦发银行与美国硅谷银行无业务往来”。

目前美国硅谷银行已被美国第一公民银
行收购，零壹智库特约研究员于百程认为，后

续浦发硅谷银行的硅谷银行股份可能变更为
第一公民银行， 后续浦发硅谷银行是否有战
略或者股东方面的进一步变化， 还要看新股
东与浦发银行的态度。

“由于浦发硅谷银行具有独立的法人结
构， 所以美国硅谷银行的倒闭不会影响该行
的正常经营。”王红英表示，但在整个科技行
业发展受限，处于短期技术性调整的阶段，浦
发硅谷银行的业务方向应该有一定调整。比
如说从对科技企业的投资转向对有科技含量
的新基建及消费产品的投融资等。

三十如何而立

2023年浦发银行将迎来“而立之年”，浦
发银行行长潘卫东在业绩会上表示，“回望过
去，我们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波折和起伏，但我
们长期主义的信念不曾动摇， 高质量发展的
信心不会改变”。

正如潘卫东所说，近年来，浦发银行屡次
陷入舆论风波，2021年11月，上市公司南京科
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
远智慧”） 一纸公告将浦发银行推向舆论风
口，该行南通分行深陷存款质押“罗生门”,科
远智慧表示， 旗下子公司存入浦发银行南通
分行2.95亿元存款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质
押，浦发银行彼时发布声明称，浦发银行南通
分行已将相关证据资料提供公安机关作进一
步查证。截至目前，该事件尚未有新进展。

而在2018年，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则因违
规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被四川银
监局罚款4.62亿元，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原行

长、2名副行长、1名部门负责人和1名支行行
长分别被给予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取
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警告及罚款。

对于如何提升盈利能力，潘卫东指出，浦
发银行将继续深化客户经营，调整业务结构，
加强资产负债组合配置， 努力提升综合收益
水平；围绕客户的全量经营，做好量价均衡，
提高各类客群的数量和价格管理能力； 加大
低成本结算性存款的拓展， 努力控制负债成
本；同时，加大对非息收入的拓展力度，大力
推动轻型化转型，以此保持营收稳定增长。

从资产质量来看， 浦发银行综合运用清
收、核销、打包、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手段推动
存量风险持续出清，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
率实现连续三年逐季“双降”。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746.19亿元，较
上年末减少 22.1亿元； 该行不良贷款率
1.52%，同比下降0.09个百分点。

对于后续资产质量的情况，潘卫东表示，
预判2023年内外部经营环境复杂多变， 风险
防控压力依然严峻， 该行会继续聚焦风险防
控核心目标，保持资产质量总体平稳可控。

“银行竞争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比拼的不
仅是网点资产规模， 更多的是服务模式的创
新。”王红英认为，浦发银行地处上海，尽管短
期经营业绩有所下调， 但不影响长期的财务
稳健和整体经营业绩的健康持续发展。当然，
与一些业绩增长的银行相比， 浦发银行仍需
要补短板，在中间业务、投行业务以及综合金
融服务方面需要进一步深耕， 通过提升专业
能力，对冲利差收益下降的情况。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颜

4月18日晚间，浦发银行发布2022年年度报告，该行营收净利双双下滑，这是目

前已公布2022年年报的25家A股上市银行中唯一营收净利均同比减少的银行， 也是

唯二归母净利负增长的银行。

对于营收净利“滑坡”，在4月19日该行举行的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上，浦发银行

管理层解释回应， 主要与利息净收入、 手续费净收入下降以及营业支出增长有关。

2023年正逢浦发银行成立30周年，浦发银行行长潘卫东坦言，回望过去，浦发银行发

展经历了一些波折和起伏，但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不会改变，后续该行将加大对非息收

入的拓展力度，大力推动轻型化转型，以此保持营收稳定增长。

拉卡拉卷入跳码风波，资本市场“用脚投票”。4月19日，拉卡拉股价直线跳水，盘中跌幅一度接近17%，日内

收跌13%，总市值较前一交易日缩水20亿元。

就在前一日，拉卡拉公告自曝公司收单业务跳码———在收单业务中存在部分标准类商户交易使用优惠类商

户交易费率上送清算网络，公司已按照相关协议将涉及资金退还至待处理账户。而这也是业内首家公开承

认跳码的支付机构。有分析人士指出，拉卡拉的公告消息，再次对行业合规性提出了警示。

心知肚明的顽疾

头部收单第三方支付机构拉卡拉， 在年
报披露前夕曝出违规事项。4月19日， 北京商
报记者注意到，A股上市支付公司拉卡拉于4
月18日晚间发布关于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
告，引发一片哗然。公告指出，在收单业务中
存在部分标准类商户交易使用优惠类商户交
易费率上送清算网络， 公司已按照相关协议
将涉及资金退还至待处理账户。

“部分标准类商户交易使用优惠类商户交
易费率上送清算网络”这一表述，直接将拉卡
拉推上了跳码的风口浪尖。所谓跳码，指的是
用户在真实场景下刷卡消费后，账单显示消费
场景在另一处，是否跳码可以根据POS机消费
单据上商户识别码（即“MCC码”）、银行卡消
费账单等进行查看。 产生跳码这一情况的背
后，是自2016年“96费改”后持续完善调整的银
行卡刷卡手续费定价机制。当前，标准类商户、
优惠类商户以及减免公益类商户对应的刷卡
手续费率分别为0.6%、0.38%以及0。

在相关的银行卡交易中， 并不仅仅只是
持卡人与商户之间的交易， 后台还涉及到发
卡银行和收单机构。其中，收单机构需要向银
行卡清算机构支付对应费率的网络服务费，
部分收单机构为了扩大自身经营效益， 由此
产生了隐蔽的跳码交易。 即按照标准类商户
向商家、消费者收取费用后，按照优惠类商户
以及减免公益类商户向清算机构进行报送，
减少本该由收单机构承担的成本。

谈及拉卡拉曝出的这一跳码问题， 在收
单行业从业多年的代理商余强（化名）并不意
外。 余强向北京商报记者指出：“跳码在支付
收单领域是典型的‘顽疾’之一，对支付机构
而言并不算稀奇，甚至可以说是‘心知肚明’。
只是看支付机构如何把控这一类交易的比
例，尽量将风险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此外，余强指出，不同于代理商主导的个
人消费者办理POS机、“押金”、“激活费”收取
费用等违规行为， 跳码这一问题是纯粹支付
机构的“知法犯法”。“代理商的工作是发展商
户、做业务，产生交易流水，并没有制造跳码
交易的权限，也不可能有。只有支付公司能通
过技术实现。”余强解释道。而余强的这一说
法， 北京商报记者也从部分支付机构从业者

处得到了证实， 支付行业从业人员刘天（化
名）直言：“代理商做不到这一步。”

2022年净利润暴跌

在当前公告中， 拉卡拉并未对所涉及的
违规事项进行详细说明，仅在公告中强调，本
次重大事项以及后续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谨慎决策。4
月19日，针对“跳码”这一情况产生的具体时
间以及所涉及的资金规模， 北京商报记者也
向拉卡拉进行了进一步的采访， 但截至发稿
未收到对方回复。

在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看来，拉
卡拉公告中提到的“公司已按照相关协议将
涉及资金退还至待处理账户”这句话，本身就
代表了更多含义。“相关协议” 指的是什么协
议？与谁签署的“相关协议”？“待处理账户”是
指相关受损失的发卡行和清算机构账户？这
些信息都需要拉卡拉进一步明示。

尽管违规细节有待进一步披露， 但资本
市场已经先行做出了反应。4月19日， 拉卡拉
开盘即暴跌，盘中跌幅一度超过16%，随后有
所收窄。 截至4月19日收盘， 拉卡拉股价报
17.65元，收跌13.18%，总市值141.2亿元。与前

一交易日收盘价相比，拉卡拉在4月19日缩水
超过20亿元。

除了披露违规事项引发的股价异动外，
拉卡拉2022年的业绩情况也面临考验。 根据
拉卡拉此前披露的业绩预报，2022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在3亿-4亿元间，
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72.29%-63.05%； 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在2.24亿-3.24亿
元，同比下滑75.51%-64.58%。

对于业绩下滑的原因， 拉卡拉也提到，
2022年线下商户普遍面临供货不畅、 销售下
滑、营业时间不确定等多重压力，经营受到显
著影响，甚至难以持续；公司分支机构及合作
渠道的商户拓展工作因为疫情防控措施受到
较大的限制。

截至4月19日，拉卡拉尚未披露完整财报
数据。刘天认为，拉卡拉在年报披露前发布重
大事项通报， 一方面是受到上市公司信披要
求限制，重大事项必须告知投资人；另一方面
也是提前“通气”，削减财报发布后相关违规
事项对公司股价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按照A股市场信息披露要求，上市公司应
在每年4月30日前完成上一年度的业绩发布。
拉卡拉是否会在年报中对跳码违规事项进行
详细披露，仍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

2022年下半年以来， 拉卡拉由于罚单、股
东减持以及业绩下滑等事项饱受质疑。王蓬博
坦言，拉卡拉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特别是
受到跳码风波影响以后， 将面临怎样的处罚、
能否保证持续稳定的利润增长都仍是未知数。

零壹智库特约研究员于百程则表示，《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发生可能对
上市公司证券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
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
披露，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
生的影响。不过，此次公告内容比较简单，并
未涉及跳码产生的具体原因和影响金额。

“显而易见的是， 跳码违反了行业规则，
也侵害了发卡银行和清算机构的合法利益。
拉卡拉此次发布重大事项公告承认跳码，根
据其所涉及的具体事件规模， 若产生较严重
的处罚和高比例的退还金额， 可能会对上市
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对其公司后续业务开展
也将产生不利影响。”于百程补充道。

行业面临整顿风暴？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往展业过程中，收单
支付交易引发的跳码问题虽然时有出现，甚
至引得用户、 支付机构与发卡银行等对簿公

堂，也曾有支付机构因跳码被银行索赔近千万
元。 但不曾有过支付机构公开承认自家业务跳
码。“A股支付第一股”名头下的拉卡拉，也在直
面跳码问题上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而事实上，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市场上
关于清算机构追偿支付机构跳码损失的传闻
不断，但未有支付机构对此作出正面回应。

王蓬博表示， 拉卡拉这一纸公告将对支
付行业产生比较大的震动， 此前虽然也曾听
到过追偿跳码损失的行业传闻， 但公开以后
事件本身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从来没有一
家支付机构选择主动公示这类行为。 无论传
闻是否属实，拉卡拉公告已经表明，行业整顿
或许早已开始。拉卡拉之后，可能将会有更多
类似的行业信息于近期披露。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拉卡拉发布公告后，
另一家上市公司翠微股份于4月19日发布公
告， 指出控股子公司海科融通在收单业务中
存在部分标准类商户交易使用优惠类商户交
易费率上送清算网络的情形， 海科融通需按
照相关协议分批次将涉及资金退还至待处理
账户。

针对公司如何打消这一事件带来的负面
影响、 在提振业绩和股价方面有哪些安排以
及在合规建设方面的后续规划， 北京商报记
者也向拉卡拉进行采访， 但截至发稿同样未
收到对方回复。

于百程表示，拉卡拉的公告消息，再次对
行业合规性提出了警示。目前，支付行业受监
管趋严和业务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业内竞争
愈加激烈， 业务转型较慢的部分中小支付机
构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 经营压力加上合规
问题，仍然是不少支付机构面临的主要困境。

“随着近几年支付业的监管和市场变化，
支付行业的业务重点不仅是拼规模和手续
费。支付业务的未来，一方面是与场景不断结
合，扩大客户量，与生态形成协同；另一方面
是从支付拓展到细分服务， 比如商户数字化
综合服务等。”于百程称。

王蓬博强调， 在行业整体经营成本上升
的前提下， 银行卡收单机构要找到另外一条
稳定的盈利方式。支付机构必须意识到，如
果场景渗透和边际效应不再发挥作用，介
入交易和增加服务深度、 帮助更多中小微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支付机构必修
的功课。 北京商报记者 廖蒙

最近五年拉卡拉营收净利情况一览（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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