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储银行半年报出炉：净息差 1.91%，国股行领先，零售基因正向

反馈，中期分红落地在即，靠五大差异化增长极塑造新动能

导语：拥有近 4 万个网点覆盖 99%的县（市），下沉深度稳居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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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中国银行业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受 LPR、存量房

贷利率下调、“报行合一”政策等因素叠加影响，银行业面临更大的压力。这种

背景下，如何践行“长期主义”，成为银行业不断探索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正如邮储银行（601658.SH，01658.HK，邮储）行长刘建军所言：作为银行经

营者，我们深知基业长青并不容易，在坚持长期主义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为

此，我们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面临内外部形势变化，邮储银行早已开始布局和准备，2022 年全面打造“六大

能力”，固本强基；2023 年聚焦创新变革，构建五大差异化增长极，引领突破；

2024 年强化精细化管理，积聚发展的内生动力。

近期恰逢中报发布之际，邮储银行表现如何？长期主义是否见效？

一、息差优势稳固

2024H1，邮储银行营收 1,768 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归母净利润 488

亿元，同比下降 1.5%。

进一步对邮储银行的盈利增长驱动因素进行拆解，我们会发现其盈利增长的正向

贡献项主要是生息资产扩张，拖累项主要是净息差下降及成本费用增长。



（制图：市值风云 APP）

接下来，我们对这三个核心影响因素逐一解读。

首先，今年上半年邮储银行的生息资产平均余额为 15.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5%。其中，占比最大的客户贷款余额为 8.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3%，信

贷增速优于国有大行平均水平。

（来源：邮储银行财报，制图：市值风云 APP）

作为全国性零售大行，邮储银行个人贷款在客户贷款的占比长期保持在五成以上，



今年上半年发放 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邮储银行也在加大对先进制造、科技创新、专精特新等领域的信贷投放，今年上

半年共发放 3.5 万亿元公司贷款，同比增长近 10%，可见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净息差方面，众所周知，近年来银行业不断降低贷款利率以支持实体部门融资，

LPR、存量房贷利率也多次下调，商业银行净息差随之下行，由此净息差空间收

窄成为了拖累银行业盈利增长的主要因素。

邮储银行的净息差也跟随行业趋势下行，2024 年上半年为 1.91%，较去年末下

降了 0.1 个百分点，但较四大行平均水平仍要高出 44 个基点，优势较上年末进

一步扩大了 6 个基点。与其他国股银行相比，邮储银行位列第三，息差优势稳固

坚挺。

成本费用拖累项，则主要是邮政代理网点吸收个人客户存款规模增加所致，其支

付给邮政集团的储蓄代理费同比增长 8.5%。

对此，刘建军行长、徐学明副行长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管理层正在积极推动代

理费的调整，目前邮银双方就调整方案已达成共识，将在 9 月底如期公布具体的

调整方案，预计将对全年利润带来积极影响。

总而言之，借用刘行长的话来总结一下邮储银行上半年的业绩：在银行业面临重

重挑战下，其成绩已经彰显了不俗的发展韧性，仍然具备不错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截至 2024 年 6 月末，邮储银行资产总额突破 16 万亿元，达 16.41 万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 4.37%，资产规模稳步扩张。

资产规模稳步扩张的同时，资产风险更要严格防控，就如刘行长所言：绝不走为

了规模，以量换价这样粗放式发展的道路，量价险均衡尤为重要。

截至今年 6 月末，邮储银行不良贷款率 0.84%，较上年末上涨 1 个基点，与 2022

年末持平。从动态视角来看，其 6 月末不良贷款生成率为 0.74%，较上年末下

降 11 个基点，势头良好。



同期，邮储银行的期末拨备覆盖率为 326%，同样领先于其他国有大行，风险抵

补能力充足。

（来源：各企业财报，制图：市值风云 APP）

二、零售资源正向反馈

在当前银行业净息差承压的大背景下，推进零售业务转型是银行业寻求盈利增长

的重要着力点，如何打造自己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成为零售业务的制胜关键。

在这方面，邮储银行有着天然的资源禀赋优势。依托邮政体系遍布全国、深入乡

村的营业网点，邮储确立“自营+代理”的业务模式，拥有近 4 万个网点，覆盖

99%的县（市），在网点数量和下沉深度上稳居国有大行前列。

（来源：邮储银行 2023 年报）

结合线上直销银行和手机银行，现已形成了深入城乡基层的金融服务网络，实现

广泛可触达的渠道优势，真正践行“让金融服务没有距离”使命。



这些恰恰为邮储银行的零售业务提供了最佳窗口。截至 2024 年 6 月末，邮储银

行共服务客户 6.65 亿户，占到全国总人口近乎半数的程度，其个人银行业务收

入占全行营业收入比重接近 72%，在全国性银行中处于最高水平。

今年上半年，邮储银行的个人存款占比达到 88.9%，位居国有大行之首，个人

活期存款占比也排在同业前列。

（来源：各企业财报，制图：市值风云 APP）

数量庞大、占比更高的个人存款则为邮储银行带来了极低的负债成本。今年上半

年，邮储银行的存款平均付息率为 1.48%，处于国有六大行最低水平。与其他

中大型银行相比，邮储的成本优势依旧遥遥领先，这也是其净息差保持优势的关

键。



（来源：各企业财报，制图：市值风云 APP）

与此同时，面对近 4 万个网点、6.65 亿个人客户的独特资源禀赋，如何盘活庞

大的存量客群成为邮储银行思考的关键问题。

一方面，对零售客户提质升级，打造财富管理增长极。截至 2024 年 6 月末，邮

储零售 VIP 客户 5,500 万户、富嘉（50 万以上资产的客户）及以上客户 562.5

万户，分别较上年末增长 6.8%、13.3%。

另一方面，创新探索主动授信模式，这也成为零售贷款业务赢得增量的“法宝”。

2024 年上半年，主动授信新增客户超 120 万户，贷款余额超 2,400 亿元，不良

贷款率控制在 0.5%以内，业务增速和风控质量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准。

其中，“三农”主动授信项目贷款余额 1,751 亿元，本年净增 687 亿元，用实

际行动践行“让绝大多数农户都有邮储银行授信”的梦想。

（来源：邮储银行 2023 年报）



截至 2024 年 6 月末，邮储银行个人小额贷款总额较上年末增长超 10%，成为

其个人贷款增长的重要来源。

（来源：邮储银行 2024 年中报）

定位为一流大型零售银行，邮储银行正依托自身深入县乡的网点基础和客户资源，

形成显著的成本优势，在零售业务中构筑起了自己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三、公司贷款“量、质”齐优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新旧动能切换的关键时期，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正在加速布局。诚如刘建军行长所言，

抓住就能顺势而上、抓不住只能随波逐流。

邮储银行紧跟时代变化，深耕零售特色的同时，也在着手建立更为健康均衡的业

务结构，举力深耕对公赛道。去年曾明确提出，不但要把公司金融打造成为全行

经营发展的增长点，更要成为零售银行战略的支撑点和资金资管业务的着力点。

在业绩发布会上，杜春野副行长曾直言：没有差异化的发展道路，没有特色化的

竞争优势，一切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为此，邮储银行从最难改革的地方入手，

从体制机制、顶层设计切入，着力打造公司金融“1+N”经营与服务新体系。

一方面，基于邮储银行在县域地区的品牌声誉，充分发挥 GBC 联动作用，依托

G 端机构源头资质拓展，链式带动 B 端企业开户，辐射 C 端客群服务，构筑“一

体作战、双向赋能、三端协同”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圈，系统性提升县域对公服

务能力，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邮储银行聚焦战略成长型客户，加快培育主办行客户，站在“看未来”



和“看客户”角度，努力以小的市场缝隙切入未来经济发展中新的、大的发展空

间，切实为服务实体经济贡献金融力量。

数据显示，总体上，今年上半年邮储银行共发放 3.5 万亿元公司贷款，同比增长

近 10%，增速高于个人贷款增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可比同业高 40BPs。

资产质量方面，公司板块的不良率仅 0.54%，保持同业优秀水平的同时，较年

初下降了 1BP，成效已经初步显现。

其中，贷款增量 TOP3 行业分别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批发和

零售业，分别增长了 845 亿元、553 亿元、463 亿元。

（来源：邮储银行 2024 年中报）

截至今年 6 月末，邮储银行的 FPA（公司客户融资总量）超 5 万亿，较上年末

增长 10%。

未来，邮储银行致力于发挥邮政集团内中邮保险、中邮证券、中邮资本和银行旗

下中邮理财在权益投资上的联动优势，拓展更多科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优质

客户，提供全方位优质金融服务，未来在对公贷款领域的发展潜力，值得期待。

四、五大差异化增长极新引擎成效突出

竞争优势还不止于此，自 2023 年起，邮储银行致力于构建独有的竞争优势——



五大差异化增长极。

第一极，是“三农”金融金字招牌，争做服务乡村振兴主力军。截至今年 6 月末，

涉农贷款余额 2.2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8.9%，约占客户贷款的四分之一，占

比居国有大行前列。

第二极，是普惠金融乘风破浪，通过数字化破解小微金融在营销、产品、风控、

运营、服务等领域的难题。截至 6 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6 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9.4%，占客户贷款总额比重同样处在国有大行靠前水平。

（来源：邮储银行 2024 年中报）

第三极，是前面提到的主动授信，“三农”个人小额贷款业务是主动授信的一方

表现。目前邮储银行的主动授信能力日趋成熟，通过大数据智能风控模型，精准

预判风险，挖掘优质客户，并提供“秒批秒贷”的线上信贷服务，名单库规模现

已超 1.2 亿人，贷款余额超 2,400 亿元，展现出速度快、成本低、体验佳、质量

好的强大潜力。

第四极，是财富管理持续向好，兼顾客户管理、产品体系、团队培养、运营投教

等多个方面。截至 6 月末，AUM（管理个人客户资产）达到 16.2 万亿元，较上

年末增加近万亿；中邮理财产品规模超过 9,500 亿元，以 23%的增速居同业前

列。



（来源：邮储银行财报，制图：市值风云 APP）

第五极，是同业生态圈带动资金资管量质并举，自 2023 年 2 月推出“邮你同赢”

平台以来，注册客户数超 2,400 家，实现银行、保险、证券等同业客户类型全覆

盖，累计交易规模突破 3.5 万亿元，托管规模首次突破 5 万亿元。

正如刘行长所言：五大差异化增长极已经成为拉动邮储银行发展的新引擎。短短

两年时间，兼顾邮储特色与长期主义发展的五大差异化增长极成效显著，未来随

着资源的持续倾斜，有望释放更为强劲的动能。

继寻增长之外，邮储银行不忘做好另一件头等大事：精细化管理。从资源配置、

风险管理、运营模式等多维度入手，努力从微利时代的“干毛巾”里“挤出水来”，

不断追求管理高效和成果最优，才能更好地应对银行业内外部重重挑战。

可以说，能力建设、创新变革、精细管理，三者相辅相成，正是邮储银行逆周期

突围、高质量发展的制胜法宝。

结语

在此，风云君想借用刘行长曾说过的一段话，来总结如今的邮储银行：

正因前进路上有风有雨，我们更要有“莫听穿林打叶声”的定力、“竹杖芒鞋轻胜马”



的从容，在市场变化的考验中坚守对长期价值的追求，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推动邮储

银行在周期波动中健康发展、行稳致远。

2024 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邮储银行还向我们传来了一则喜讯：拟实施中期分

红派息，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具体分配方案，分红比例拟与其他大行保持一致。

在此次分红落地前，邮储银行近年来派息率为 30%，按 2023 年分红金额计算 8

月 30 日收盘价 4.73 元/股对应的股息率为 5.52%，目前的 PB（市净率）不到

0.6 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