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中期财报，读懂农业银行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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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如何迎接新的机遇期以及如何展现新的推动力？对这两个核心问题的回

答有一个大前提，即——银行不仅要能够抵御不可预测的挑战或变化，还要苦

练内功。简言之，它们必须打造“韧性”。

8 月 30 日，六大行之一的农业银行（601288.SH，01288.HK，农行）发布了

2024 年半年报。借此契机，我们正好来检视一下这家以“当好服务乡村振兴的

领军银行和服务实体的主力银行”为定位的国有大行，在新历史背景下如何打磨

自己的韧性。

一、财务韧性：主要质效指标均保持正增长

今年上半年，农业银行营业收入 3671 亿元，同比增长 0.4%；净利润 1365 亿

元，同比增长 2%；利息净收入 2908 亿元，同比增长 0.1%。农行的营收、利

息净收入、净利润三项指标均实现正增长。



（来源：农行 2024 半年报）

我们进一步对上半年农行的盈利增长进行归因分解可以发现，推动其盈利增长的

核心因素是生息资产的增长，这表明其业务经营依旧处于内生增长的轨道上。



（数据来源：该行财报，“市值风云”APP 测算制图）

在银行“减费让利”的政策倡导下，银行业整体的收入端与盈利端均受到影响。

可以说“既服务好实体经济，又保持自身经营稳健”就是银行业面临的新要求、

新挑战。

三大核心质效指标有力地表明，农行具备稳固的财务韧性，较为出色地应对了这

一挑战。

核心质效指标为我们勾勒出了农行稳健的经营轮廓，而其中的一些重点细节同样

值得称道。

（一）净息差企稳回升

上半年，农行的净息差为 1.45%，环比今年一季度上升了 1 个基点，净息差呈

现企稳回升的态势——受益于此，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在业绩发布会上，农行行长王志恒表示：

资产端，在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贷款收息率仍有下行

压力。负债端，随着 7 月份存款利率的下调，以及美联储多次加息



对外币负债利率上升的持续影响基本结束，负债成本压力将继续得

到缓解。

需要指出的是，维持净息差在现有水平上保持稳定，支撑银行保持一定水平的盈

利空间，对支持实体经济和防范风险至关重要。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1 年期 LPR 在 2023 年 8 月下降 10 个基点后维持不变，并

且存款利率在最近一年连续下调了三次。预计后续净息差确实不具备进一步大幅

下滑的现实基础。

随着农行继续推动信贷规模合理增长，结构、质量的不断优化，以及进一步加强

负债成本管控，提升基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负债质量，其存款付息成本存在一

定改善空间，下一步的净息差走势，我们有理由认为总体会保持平稳。

（二）资产质量良好：不良率下降，不良认定严格

截至 6 月末，农行的不良贷款率 1.32%，较上年末下降 1 个基点。与此同时，

农行不良认定严格，期末“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不良”比值为 52%。



（数据来源：该行财报，“市值风云”APP 制图）

上半年，农行的逾期贷款和不良贷款的剪刀差达到-608 亿元，已连续 16 个季

度为负，可以说超前缓释了风险压力。

在重点领域资产质量方面，城投企业资产质量稳定，相关领域不良贷款较年初“双

降”；房地产领域贷款风险保持基本稳定，不良率与年初持平，远低于去年峰值；

个人贷款、普惠贷款不良率均保持在较低水平。

副行长张旭光表示，未来农行的生成不良压力不大，关注类贷款率 1.42%，较

上年末持平，逾期贷款率 1.07%，较上年末下降 1 个基点。

（三）资产拨备总量超万亿，风险抵补能力充足



拨备是银行应对贷款等金融资产风险和损失的准备金，是衡量一家银行风险抵补

能力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农业银行拨备覆盖率持续在可比同业中处于领先优势。截至 6 月末，其

拨备覆盖率达到 304%，资产拨备总量超过万亿元，风险抵补能力充足。

（来源：农行 2024 半年报）

与此同时，6 月末农行的资本充足率为 18.45%，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1.13%。资本是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农行的“家底”远高于监

管要求的资本充实程度。

整体来看，农行的资产质量良好，具备较强的风险抵补能力。

二、组织韧性：更下沉的网点，更坚实的客户基础



农业银行因“农”而生，自带“三农”基因，自设立之初就肩负着助力农村经济

发展的历史使命。因而围绕着“三农”县域，农业银行紧跟农业、农村、农民的

金融需求，形成了服务网点下沉优势和较为广泛的县域客户基础优势。

营业网点方面，上半年，70%的新迁建网点布局到县域、城乡结合部和重点乡镇，

服务面广且下沉，赋予了农行更强的客户触达能力。

（来源：农行 2024 半年报）

触达客户方面，依托于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农行实现了客户基础的持续夯实。

今年上半年，农行个人客户总量达 8.7 亿户，保持同业第一。同时，农行的对公

客户达 1157 万户，新增 69.4 万户。

（来源：农行 2024 半年报）

截至 6 月末，农行全口径客户存款余额 34.1 万亿元。其中，境内个人存款日均

余额 17.5 万亿元，新增 1.5 万亿元；境内对公存款日均余额 11.9 万亿元，新增

0.9 万亿元。个人存款、对公存款日均增量均居同业首位。



同时，农行境内存款付息率 1.63%，较上年末下降 0.08 个百分点。

我们知道，负债端的成本优势往往是一家银行建立业务竞争力的基础。我们前

面看到的农行资产质量的稳健，归根到底，也与合理的负债成本密切关联。

更加下沉的营业网点，像是在广阔的中国县域地区密织起了一张巨大的网络，网

络中每一个格栅、每一个节点，都具备更加强大的客户触达和客户服务能力，这

就是组织的韧性。

三、业务韧性：做好五篇大文章，“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有了韧性组织的支撑，农行得以适应新时代人民金融需求变化，做好金融资源配

置优化，“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服务更广泛的客

户。

具体来说，近两年农行不仅持续加大涉农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

而且举全行之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机制，强化科技赋能金融服务。

以今年上半年为例，农行继续加大对乡村振兴等领域的金融服务供给，其“惠农

e 贷”余额达 1.4 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3197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29.5%；贷款

户数 696 万户，较年初增加 117 万户，累计服务超 1700 万农户。



重点投向脱贫地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革命老区等区域的“富民贷”余

额达 726 亿元，新增 322 亿元。

与此同时，农行持续优化普惠金融服务，央行口径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 4.5 万

亿元，新增 9236 亿元，余额、增量均位居同业首位；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6.2 万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4.4%，高于全行贷款增速。

（来源：农行 2024 半年报）

在更广阔的“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养老金融”等方面，

农业银行同样不遑多让、成绩斐然。

截至 6 月末，农行绿色信贷余额超 4.8 万亿元，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战

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 2.6 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25%；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年增量 5998 亿元，增速 24.4%。

养老金融方面，农行个人养老金账户数量、缴存金额等均处行业第一梯队。数字

金融方面，农行个人手机银行月活客户数（MAU）达 2.3 亿户，持续保持可比

同业领先。



结语

只有具备韧性的银行，才能行稳致远。

我们希望看到一家银行能够不会过分专注于短期财务表现，而具备广泛的韧性。

农业银行在这方面用功颇深。

财务韧性，帮助其平衡短期财务与长期战略目标；组织韧性，助其下沉服务网络，

强健服务能力，保障成本优势和净息差稳固；业务韧性，则大大延伸了其业务范

围、打开增长空间。

随同半年报一道，农业银行公布了《2024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拟向每股普通股派发现金股息 0.1164 元（含税），现金股息总计

407 亿元，占 2024 年半年度归母净利润的比例为 30%。

（来源：农行 2024 半年报）



在回报股东的路上，农业银行继续用丰厚的现金分红展现着大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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