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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增长、营收分化

国有大行前三季度“成绩单”亮相。10月30日，中国
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
行六家国有大行三季报出齐，从盈利能力来看，前三季
度， 六家国有大行实现归母净利合计1.05万亿元， 日赚
38.5亿元。

六家国有大行中，归母净利润由高到底排序依次为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交
通银行， 分别实现归母净利2686.73亿元、2554.54亿元，
2073.56亿元、1748.58亿元、756.55亿元、691.66亿元。

归母净利润增速方面，农业银行排名首位，该行归
母净利润相较上年同期增长4.97%，建设银行位居第二，
具体来看，该行归母净利润相较上年同期增长3.11%。邮
储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归母净利润分别
较上年同期增长2.45%、1.88%、1.56%、0.79%。

整体来看，六家国有大行经营业绩整体向好，盈利
能力保持稳健增长。不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营收的分
化不一。今年前三季度，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
分别实现营收6512.68亿元、5884.4亿元、5333.58亿元，
分别同比下降3.55%、1.27%、0.54%。

中国银行、 邮储银行、 交通银行则分别实现营收
4706.26亿元、2601.22亿元、1988.89亿元，增速分别同比
增长7.05%、1.24%、1.66%。

在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看来，前三季
度，部分国有大行营收增速有所放缓，主要是受宏观经
济和市场波动，银行持续让利实体经济影响，但整体看，
在目前复杂经营环境下，银行保持盈利，资产质量平稳，
足以反映国内银行经营韧性与稳健性。

多因素影响净息差下行

近年来， 监管引导银行降低融资成本， 让利实体经
济，在此背景下，银行净息差（即“净利息收益率”）收窄态
势明显，今年三季度，国有大行净息差仍面临不小压力。

截至三季度末， 建设银行利息净收入4684.25亿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3.05%。净利息收益率为 1.75%，净利差
为1.55%，较上年同期均下降30个基点，该行称，主要受
到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以及市场利率低位运行
的影响。

截至三季度末， 交通银行净利息收益率为1.3%，同
比下降20个基点。 谈及净利息收益率同比下降的缘由，
交通银行称， 一是资产端， 受LPR下调后重定价周期持
续、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信用卡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面临
一定增长压力等因素影响，贷款收益率下降较多。二是
负债端，企业资金活化不足，叠加资本市场波动影响，零
售客户储蓄倾向提升， 人民币存款整体延续定期化趋
势，同时受境外加息影响，外币负债成本上行，带动整体
负债成本率同比上升。

农业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中国银行净息差也
均出现下滑，具体来看，截至三季度末，上述四家大行净
利息收益率分别为1.62%、1.67%、2.05%、1.64%，分别同
比减少34个基点、31个基点、18个基点、13个基点。

在业绩说明会上，也有银行高管对息差走势进行了
展望。建设银行首席财务官生柳荣在该行2023年三季度
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在LPR下调、存量按揭利率下调以及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今年银行的净

息差仍有下行压力，预计明年降幅趋缓。随着各类政策
效应逐步释放，经济稳中向好，预计银行资产收益率与
负债成本率均将出现不同程度的边际改善。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银行通过下调存
款利率、压降负债成本来延缓息差缩窄压力、稳定收益
水平，在当前仍有必要性。

不良率齐降、资产质量稳健

资产质量是银行的“风控线”，在加快推进智能风控
建设、加大核销的处置力度下，六家国有大行不良率均
出现下降，资产质量稳中向好。

六家国有大行中， 不良率最低的银行是邮储银行，
在持续完善“全面、全程、全员”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加
快推进智能风控建设的背景下，截至三季度末，该行不
良率为0.81%，较上年末下降0.03个百分点。

建设银行不良率为1.37%，较上年末下降0.01个百分点，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截至三季度末不良
率分别为1.27%、1.32%、1.35%、1.36%，分别较上年末下降0.05
个百分点、0.03个百分点、0.02个百分点、0.02个百分点。

为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国有大行持续增厚拨备。截
至三季度末，农业银行拨备覆盖率304.12%，比上年末上
升1.52个百分点；建设银行拨备覆盖率为243.31%，较上
年末上升1.78个百分点。

同样，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也选择增厚拨备严防风
险。交通银行拨备覆盖率198.91%，较上年末上升18.23
个百分点；中国银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195.18%，比上
年末上升6.45个百分点。

银行经营状况与实体经济表现相关性强。周茂华进
一步指出，随着国内经济稳步复苏，宏观政策支持，企业
经营状况持续好转，银行整体将保持盈利，加之国内银
行不断提升经营效率，持续加大不良资产处置，银行资
产质量将继续保持稳健。 北京商报记者 宋亦桐

投资承压拖累净利润

2023年前三季度， 五大上市险企合计归母净利润
1569.78亿元，同比下滑17.37%（对比数据为按照新保险
合同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后）。 五大上市险企日
赚5.75亿元。

从具体盈利情况来看，5家上市险企中，中国平安盈
利最多，实现净利润875.75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太保、
中国人寿、 新华保险分别实现净利润205.03亿元、
231.49亿元、162.09亿元、95.42亿元。

投资收益直接影响着险企的利润表现，三季报数据
显示，各上市险企整体投资收益率承压，公布投资收益
率的四家上市险企投资收益率均不高于4%。综合来看，
各家险企的总投资收益率集中于2.3%-3.7%，净投资收
益率集中于3%-4%。投资收益情况不如去年。

具体来说，中国太保总投资收益率为2.4%，同比下降
0.8个百分点，净投资收益率为3%，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
中国人寿实现总投资收益1099.97亿元， 总投资收益率为
2.81%，净投资收益为1483.4亿元，净投资收益率为3.81%；
中国平安和新华保险的总投资收益率分别为3.7%和2.3%。

对于未来的险企投资环境和投资情况，首都经贸大
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中预测，当前市场利率环
境短期内难以改变。股市既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风险
的指向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
增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更加谨慎。

寿险业务持续回暖

寿险业务方面，今年前三季度，上市险企寿险业务
复苏态势明显，不少上市险企寿险新业务价值迎来了久

违的双位数增长。
具体来说，2023年前三季度， 平安寿险及健康险业

务新业务价值335.74亿元。可比口径下，新业务价值同
比增长40.9%。 中国人寿也表示， 前三季度新单保费达
1966.56亿元，同比增长14.8%，保费收入、新单保费、首
年期交保费规模与增速均创近三年历史同期新高。新华
保险前三季度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429.11亿元， 同比
增长3.7%，其中长期险首年期交保费220.31亿元，同比
增长40.2%。

对于寿险业务回暖，资深精算师徐昱琛向北京商报
记者分析，首先是预定利率从3.5%到3%的切换，激发了
消费者需求；其次是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再者，当前居民
的储蓄需求较为旺盛，寿险产品具有一定吸引力。

李文中也表示， 国民经济今年以来保持了较快的
增长速度，为寿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寿险业发
展转型取得了明显效果，迎来新的增长周期。此外，今
年人际交流更顺畅，相较去年寿险营销环境明显改善。
今年以来市场利率不断下行， 使得寿险产品的市场吸
引力增强。

财险保费综合成本率攀升

不同于寿险业务的回暖，今年前三季度，财险公司
在理赔方面压力增大，“老三家”人保财险、太保产险、平
安产险综合成本率有所抬升。

按保费规模排序，人保财险前三季度实现原保费收
入4095.7亿元， 同比增长7.5%； 平安产险保费收入为
2259.32亿元， 同比增长1.8%； 太保产险保费收入为
1484.55亿元，同比增长11.8%。

综合成本率方面，三家险企综合成本率均出现了一
定上升。其中，平安产险承保综合成本率为99.3%；人保
财险综合成本率为97.9%，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太保
产险承保综合成本率为98.7%，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

对于综合成本率变化，平安产险表示，受台风暴雨
灾害影响，车险与非车险赔付成本上涨，同时车险客户
出行需求恢复， 以及保证保险业务受市场环境变化影
响，整体成本波动。太保产险也表示，主要受上年同期低
基数及今年大灾等因素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 李秀梅

国有六大行 /�日赚38.5亿元 净息差均下降

国有大行“成绩单”悉数亮相，从盈利指标来
看，今年前三季度，六大行实现归母净利合计1.05
万亿元，资产质量保持稳健。不过值得关注的是，
受LPR下调、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等因素
影响， 六家国有大行前三季度净息差均有所下
降，面临不小挑战。

五大险企 /�寿险新业务价值普增

五大上市险企“成绩单”跃然纸上，前三季度
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1569.78亿元， 同比下滑
17.37%。整体表现不如去年，主要受资本市场震
荡和新会计准则切换影响。 但各险企的寿险业
务实现了稳健发展， 新业务价值和新单保费普
遍增长。

营收大增、净利分化

上市券商三季报进入密集披露期。 据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发现，前三季度营业收入超百亿元的券商共
有13家，中信证券以458.07亿元的绝对优势与其余机构
拉开距离。同时，还有华泰证券、国泰君安、银河证券、海
通证券的前三季度营业收入超200亿元， 依次为272.29
亿元、270.29亿元、254.83亿元、225.74亿元。在头部机构
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有红塔证券、华林证券的前三
季度营业收入不足10亿元，分别为8.76亿元、7.53亿元。

此外，2023年前三季度，多数券商实现营业收入同
比大增。数据显示，在A股43家上市券商中，有30家机
构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占比近七成。其中，
西南证券涨幅最高， 前三季度营业收入18.85亿元，同
比增长57.71%。与此同时，也有华林证券、光大证券等
13家机构的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跌， 而华林证券
的跌幅高达26.71%。

归母净利润方面， 上市券商的表现则进一步分化。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仅有中信证券的归母净利润超百
亿元，达164.14亿元。此外，还有华泰证券、国泰君安、银
河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建投等6家机构的归
母净利润超50亿元，依次为95.86亿元、86.27亿元、66.03
亿元、64.02亿元、58.1亿元、56.91亿元。 但也有华林证
券、中原证券等19家券商的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不足10
亿元，垫底的华林证券归母净利润仅为1.87亿元。

头部券商表现疲软

不同于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大增，券商营收净利增
速有所放缓。数据显示，三季度，上述43家券商的营业收

入均为正，中信证券以高达143.07亿元的营业收入领先
其余机构。但从增速来看，则有26家机构的营业收入同
比下滑，占比超六成，其中，光大证券的跌幅超50%，同
比跌55.62%，三季度的营业收入为15.76亿元。

而在归母净利润方面，有中信证券、华泰证券、国泰
君安、光大证券、招商证券、银河证券、中信建投、国信证
券、广发证券、中金公司等10家头部机构超10亿元，依次
为51.08亿元、30.3亿元、28.86亿元、19.66亿元、16.75亿
元、16.64亿元、13.84亿元、12.84亿元、12.72亿元、10.47
亿元。从三季度的归母净利润增速来看，中信证券、银河
证券、申万宏源、海通证券等头部机构均出现同比下滑
的情况，表现相对疲软。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普降

事实上，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下滑并非仅出现在兴
业证券身上。从该项业务收入来看，中信证券以210.51
亿元拔得头筹，同期，另有3家券商前三季度手续费及佣
金净收入均超过100亿元，分别是国泰君安、广发证券以
及华泰证券，分别为111.81亿元、111、74亿元，110.83亿
元。包括上述券商在内，共有10家券商手续费及佣金净
收入超过50亿元，且几乎均被头部券商包揽。

不过，前三季度，亦有10家券商的手续费及佣金收
入低于10亿元，值得一提的是，43家上市券商中，有超九
成券商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下滑， 其中中原证券、
东兴证券、国元证券降幅均在30%以上。

产业经济资深研究人士王剑辉对此表示，对于多数
券商而言， 手续费及佣金的下降对于整体业务影响有
限，更多与市场整体行情变化有关。不过，对交易佣金手
续费依赖度过高的券商机构影响较大。

对于券商分业务收入上的变化，王剑辉解读称，市场
行情弱化情况下，市场人气相对低迷，致使交易量下降，投
资银行业务、经纪业务都会受到影响，同时与之密切相关
的资管业务也可能随着市场趋势发展而变化。资管手续费
净收入分化可能与各家机构对市场的判断不同有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各家券商间业绩差异除外因
外，还需考虑内因，券商内部的合规管理、投研投入、投
研能力也可能在业绩中有所体现。”王剑辉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媛 郝彦

43家券商 /�头部券商表现疲软

上市券商三季报悉数发布，10月30日晚间，
中信证券、银河证券、中金公司等20余家券商相
继发布2023年三季报，至此，A股43家上市券商的
三季报正式披露完毕， 最新经营数据也随之揭
晓。 多数机构在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但归母净利润则涨跌不一。

国有六大行、五大上市险企和43家券商三季报情况

归母净利合计1.05万亿元，日赚38.5亿元

国有六大行

归母净利润1569.78亿元，日赚5.75亿元

五大上市险企

30家机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占比近七成，超百

亿元共有13家

43家券商

随着A股三季报的陆续披露，国有六大行、五大上市险企和43家上市券商的“成绩单”相继出炉。今年前三季度，六大行实现归母净利合计1.05万亿元，日赚38.5亿元，经营业绩整体向好，不

良率齐齐下降，资产质量保持稳健。五大上市险企综合来看，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新华保险、中国太保和中国人保前三季度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1569.78亿元，同比下滑17.37%。券商方面，多

数机构在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但归母净利润则涨跌不一。具体到三季度单季度表现来看，更有机构出现归母净利润亏损的情况，头部机构的表现也相对疲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