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银行半年度答卷：以内涵式发展能力服务实体，核心经

营指标居前，中期分红 493 亿元

导语：以 9 月 9 日收盘价计算，建行的股息率约为 5.6%，对应 PB 为 0.5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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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宏观经济由注重增长速度，转向对于质量和效益的追求，银行业的高速扩张

也会随之落幕。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产业转型与升级，同样需要高质量的金融

服务供给。

由此，银行业的经营虽然在速度上开始放缓，但依然有稳定、持续且巨大的需求

做支撑。

建设银行（601939.SH，0939.HK，建行），无论是在 2024 年半年报里，还是

行长张毅在业绩发布会上，都不忘强调：坚守主责主业，在“高质量供给”上下

功夫，切实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

如何锚定高质量发展和做优做强？如何为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高质量发展筑牢

坚实基础？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从建行发布的 2024 年半年报中去寻找。

一、服务实体，核心指标居前

今年上半年，建设银行营业收入 3860 亿元，净利润 1650 亿元，收入与盈利保

持稳健。截至 6 月末，建行资产总额 40.29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5%，表明建

行依旧保持着内生增长动力。

张毅行长提到，在大家最关心的核心指标方面，建行保持了可比同业领先优势，

净息差 1.54%、ROA 0.84%、ROE 10.82%，资本充足率 19.25%，成本收入比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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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建行通过“量”、“价”两个维度扎实服务实体经济。

量的方面，建行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上半年生息

资产日均余额 38.6 万亿元，同比增长 9.1%，对净利息收入形成有力支撑。

上半年，建行净息差 1.54%，下行趋势有所放缓。市场上的一般观点认为，银

行业的净息差收窄，表明银行业的核心盈利能力下降。但是站在实体经济需求方

来看，这恰恰是“让利实体、降低融资成本”导致的。

价格方面，建行加强系统性网络化客户资金服务拓展，上半年存款付息率 1.72%、

同比下降 5 个基点，基本回到 2022 年水平；个人存款付息率 1.64%、同比下降

12 个基点，为 2019 年以来最低水平。

通过加大力度盘活存量资源，压降低收益资产占比，建行以结构优化提升资产配

置效率，实现了“既服务好实体经济，又保持自身经营稳健”的良好平衡。

上半年，建行贷款和金融投资等核心资产占比同比提升 1.5 个百分点至 88.2%；

巩固零售信贷优势，持续优化完善产品体系，个人消费贷款、个人经营贷款分别

较上年末增长 14.0%、13.9%。



二、多力并举，内涵式发展能力提升

如今，商业银行需要从“长胖”向“长壮”转变，重塑银行的“内涵式”发展能

力成为核心要务。

在这一点上，张毅行长强调，建行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均衡协调”上求

实效，较好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内涵式发展能力是一种全方位能力的提升。建行在半年报中从负债、资本、收入、

成本四方面展现了对于内涵式发展能力的塑造和提升。

提升负债质量。建行搭建企业级资金大循环体系，聚焦源头资金和结算资金，大

力拓展高质量负债，上半年，境内存款活期余额占比 43.94%，存款付息率较上

年同期下降 5 个基点。

提升资本质效。上半年，建行有力推动资本新规落地实施和业务经营深度融合，

持续提升资本使用效率与资本回报水平，各级资本充足率较 2023 年末均有所提

升。

例如，6 月末建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4.01%，较上年末提升了 86 个基点。

资本是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建行的“家底”远高于监管要求的资

本充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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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收入质量。上半年，建行合理摆布资产负债配置，加强资产负债两端定价管

理，稳定净利息收入贡献。坚持以服务创造价值，高标准拓展收入增长点，加速

培育财富管理、消费金融、投资银行等中间业务新兴领域。



提升成本质效。建行树牢成本节约意识，持续加强全面成本管理，提升费用开支

效率，增加战略重点和科技创新投入，压缩一般性支出，经营费用较上年同期减

少 1.7%，成本收入比继续保持市场良好水平。

我们可以从衡量银行业核心盈利的指标——净息差，来一窥建行打磨内涵式发

展能力的成效。今年上半年，建行的净息差为 1.54%，位居四大行之首。

（来源：四大行 2024 年中报）

三、资产质量保持稳健，非息收入贡献增长新动能

（一）不良率下降

上半年，建行的不良率为 1.35%，环比下降 1 个基点；不良生成率（累计年化）

0.55%，环比下降 3 个基点；未来不良压力方面，关注类贷款占比 2.07%，较

上年末下降 37 个基点，建行整体资产质量保持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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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6 月末，建行的拨备覆盖率为 239%，其风险抵补能力保持良好。

（二）非息收入贡献增长新动能

上半年，建行的非利息收入占经营收入比例 21%，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

降佣减费的同时，建行加快培育中间业务发展新动能，深耕消费场景建设和重点

客群经营，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627 亿元，持续保持同业领先；其他非息

收入增势良好，同比增长 199%，对经营收入形成支撑。

与此同时，建行深化成本管理，提高成本效率，坚持过紧日子，勤俭办行，完善

全覆盖、全流程、端到端的费用管理体系，加强重点项目成本管控，着力提高投

入产出和运营效率，上半年成本收入比 24.15%，保持同业较优水平。

深入业务源头挖掘成本压降空间的同时，建行腾挪资源支持战略推进和客户账户

拓展。上半年，公司类客户突破 1100 万户，普惠金融贷款客户达 342 万户，个

人全量客户 7.6 亿人。

（三）精准滴灌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上半年，建行积极支持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绿色信贷余额 4.5 万亿元，

较年初新增 5797 亿元，增速 15%；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投向制

造业的贷款余额 3.1 万亿元，较年初新增 3459 亿元，增速 13%。

此外，建行有效提升科创企业服务质效，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 2.7 万亿元，

较年初新增了 4749 亿元，增速 21%，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 1.8 万亿元，较年初

新增 1972 亿元，增速 12%。以上几个重点领域，建行都实现较快增长。

在传统动能领域，建行则持续巩固信贷优势。基建相关领域中，电力热力贷款增

速超过两位数，水利及公共设施贷款新增同比基本持平；房地产相关领域中，积

极落实好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做好“保交房”相关工作，大力推进“三大

工程”建设，房地产贷款新增同比基本持平。

在业绩发布会上，建行副行长纪志宏表示，今年 2 月 29 日，在提早布局、整体

规划的基础上，建行发布了集团养老金融统一品牌“健养安”，推出了养老金融

产品、服务、网点等方面的“十项行动”，养老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快。

今年 3 月份，建行首批 60 家“健养安”养老金融特色网点揭牌以来，已经初步

形成了“产品权益、适老服务、养老投教、养老微生态”四类特色。

个人养老金融产品供给方面，建行也是不遑多让。截至今年 7 月底，建信基金的

五年期养老目标基金个人养老金账户（Y）份额收益率排名市场同类产品第一，

为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全国推广做好准备，也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可信赖的

选择。

结语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上半年建行的经营成果，应该就是：继续坚守主责主业，在“高

质量供给”上取得新成果，有效满足了客户综合化金融服务需求。

此外，建设银行还公布了 2024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拟向每股普通股派发现

金股息 0.197 元（含税），现金分红总计 493 亿，占 2024 年半年度归母净利润

的比例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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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9 月 9 日的收盘价计算，建行的股息率约为 5.6%，对应其 0.59 倍的 PB（市

净率）估值水平，对于稳健性投资者来说，建行依旧体现出一定的投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