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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下称“邮储银行”，股票代码：601658.SH，1658
.HK）发布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显示，邮储银行营业收入773.30亿元（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下同），同比增长7.15％；净利润213.27亿元，同比增长6.08％；
资产总额11.9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36％，负债总额11.2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
长4.97％；中间业务收入65.1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1.61％；持续提升成本精细化
管理水平，成本收入比同比下降0.04个百分点；净息差、净利差分别达到2.40％、
2.34％，环比均提升2个BP。

亮点三：中收同比大幅增长超50％ 大财富管理体系建设初见成效

邮储银行把中间业务作为战略业务推动，今年以来多点发力，不断挖掘中间业务增
长点，特别是加快财富管理体系建设，提高客户综合服务水平，成效显著。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邮储银行中间业务取得突破式发展，中间业务收入达65.10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51.61％，创历史新高。

投资者一直关注邮储银行财富管理的建设情况。事实上，凭借广泛的客户资源、下
沉的网点优势，邮储银行在财富管理领域一直在积极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
。据了解，近两年，邮储银行围绕“产品服务专属化、人才队伍专业化、IT系统专
家化、服务渠道专有化”目标，从组织架构、管理支撑、客户管理、产品体系、系
统支持等五方面搭建全新的财富管理体系，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具体来说：在组织架构方面，优化全行财富管理条线的机构设置、围绕财富管理排
兵布阵，总行设立了财富管理部，分行增设财富管理相关岗位，加大理财经理人员
配备，搭建财富顾问队伍，优化高端客户“1+1”团队服务模式。目前，邮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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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经理队伍已有8537人。在管理支撑方面，围绕客户、产品、人员等方面进一步
完善制度体系，配套考核保障。在客户管理方面，根据客户等级和画像特征，推进
客户分层分类精细化、数字化管理模式，精准定位客户，配套差异化产品服务，持
续提升客户经营服务水平。在产品体系建设方面，结合客户分层，深挖客户需求，
精准投放专属金融产品，推出中高端客户定制化服务。在系统支撑方面，全面推广
个人财富管理系统，赋能理财经理，提升代销业务销售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邮储银行正在开展“2021年大财富管理专项招聘”，广纳各界
专业人才，推进大财富管理体系建设。据了解，邮储银行将以满足更广泛客户的财
富管理综合需求为目标，充分发挥近4万个网点和超6亿个人客户的优势，推进多维
度、差异化、综合化的“大财富管理体系”建设，串联起网点系统化转型、零售金
融提效、客户分层分类等工作，做好板块协同和批零联动，打造多层次、数字化的
客户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客户综合服务水平，加快提升客户价值贡献。

亮点四：自有加合作方IT人员近万人 金融科技重塑转型升级之路

金融科技正重塑银行业务流程，变革银行商业模式。邮储银行将科技视为业务发展
的核心驱动力，不断加大在信息科技投入。数据显示，近年来，邮储银行每年信息
科技领域投入占营业收入3％左右，2020年信息科技投入超90亿元，占营收3.15％
。与此同时，邮储银行加大科技队伍建设，稳步推进信息科技“青年、骨干、领军
”三级人才梯队建设，目前自有加合作方的IT人员已经近万人。

科技投入力度的加大，推动信息科技建设成果不断涌现、IT赋能效果显著、客户体
验明显改善，重塑了邮储银行转型升级之路。据了解，在核心业务系统方面，邮储
银行同时开发建设多个新一代系统，基本涵盖全行所有产品和服务，其中最核心的
四个“新一代”陆续完成，包括新一代信贷业务平台、新一代分布式核心系统、新
一代资金业务平台、新一代中间业务平台。其中，前两个系统是邮储银行存贷支付
相关的“心脏”系统，资金业务平台则承载该行非信贷资金资产交易和客户管理，
中间业务平台通过“标准化+个性化”的服务组合，形成社保税银、公积金、资金
监管、ETC、公共事业费、地方非税、财政支付等33大类339小类产品，服务全行
中收提升战略。

渠道方面，邮储银行坚持自主研发加外部合作，对外搭建了手机银行、移动展业、I
TM自助设备等电子渠道，对内实现了统一柜面整合，用户体验大幅提升。后台管
理系统方面，针对核心业务系统、渠道系统产生的大量业务数据，邮储银行加大数
据集市建设，提升数据应用运行效率，推进数据治理，推动实现智慧营销、智慧风
控和智慧决策。底层技术架构方面，邮储银行持续深化在开放式平台、分布式架构
方面的传统优势，着力提升技术中台能力，更好地适应全面敏捷迭代模式下产品快
速创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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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邮储银行直销银行系统完成技术投产，为子公司开业打下良好基础
。作为数字人民币试点商业银行，邮储银行已完成数字人民币全业务流程系统设计
与开发，积极开展数字人民币红包等业务试点，领先研发“硬钱包”等场景产品，
加快与大型企业、互联网平台等合作，实现党费缴纳、线上商城等经典场景打造，
探索银银合作新模式，共创数字人民币生态圈。

亮点五：全力打造服务乡村振兴数字金融银行 涉农贷款余额达1.49万亿元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移
。邮储银行始终坚持服务“三农”、城乡居民和中小企业定位，同“三农”共成长
，形成了庞大的服务网络、深厚的客户基础、专业的服务队伍和良好的品牌形象。

在发布2020年度业绩时，邮储银行提出，将全力打造服务乡村振兴数字金融银行。
据了解，邮储银行以三农金融数字化转型为主线，以构建专业化为农服务体系为保
障，以打造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服务模式为核心，构建公司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生态
，发挥直销银行战略协同优势，强化科技赋能传统线下优势，积极向传统资源禀赋
中注入更多科技力量，重塑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激活更强更大的发展动能。

今年以来，邮储银行积极推进传统作业模式与先进科技的融合，建设邮E链经营快
贷平台；围绕乡村建设行动、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三大重点方向，创建乡村振兴融资模式，逐步建立公司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产品体系
；大力推进基于移动展业的小额贷款全流程数字化改造，推动小额贷款贷后智能外
呼功能落地。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邮储银行涉农贷款余额1.49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745.
91亿元；小额贷款线上放款笔数占比94.32％，较上年末上升1.98个百分点。

亮点六：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显著 线上化小微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21.79％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邮储银行始终以实体经济为立业之本、发展之基，以金融“血液”滋养实体经济肌
体。

在小微经济领域，邮储银行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提高小微金融服务便捷性，保持
稳定高效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供给。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邮储银行线上化小
微贷款产品余额5,566.5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1.79％。

与此同时，邮储银行大力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雄安新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国家区域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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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基建”领域综合金融服务，进一步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
截至一季度末，邮储银行公司贷款20,975.2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05％；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余额884.5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96.05亿元，增长12.18％。

亮点七：不良贷款率下降0.02个百分点至0.86％
拨备覆盖率上升8.92个百分点至416.98％

银行业资产质量管控一直是业内的关注重点。邮储银行始终坚持风险为本，持续完
善“全面、全程、全员”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资产质量保持优良水平，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今年一季度，邮储银行积极推进资本计量高级法应用，完善对公和零售内部评级体
系；推动零售信贷业务线上化和全流程自动化，提升对公信贷业务自动化程度，应
用大数据技术改善贷前尽调、贷后检查各环节的质量和效率，提升智能风控能力。
同时，邮储银行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进一步加大资产质量管控
力度，加强大额授信客户名单制管理，加大对零售信贷业务重点机构、重点产品的
监测与管控，巩固专业风险管理质效。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邮储银行不良贷款率0.86％，较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
点，不到行业平均水平的一半，不良贷款生成率仅0.13％；逾期率0.79％，较上年
末下降0.01个百分点；新生成逾期贷款态势趋于平稳；关注类贷款占比0.50％，较
上年末下降0.04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416.98％，较上年末上升8.92个百分点。

亮点八：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 资本充足率明显提升

邮储银行持续推动轻型化转型，建立资本节约长效机制，着力增强内源性资本补充
能力，综合运用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完成300亿元A股普通股定向增发，发行300
亿元永续债，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为未来业务平稳发展提供了保障。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邮储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91％，较上年末上升0.3
1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12.56％，较上年末上升0.70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4
.54％，较上年末上升0.66个百分点，均满足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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