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業概覽

82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本節包含本行經營所在行業的有關資料及統計數據。該等資料部分摘錄自及取自根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行相關數據，以及源自或取自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或其他適
用公認會計準則或會計標準編製的數據的各類官方或公開資料來源，該等準則在若干重要方面
可能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存在差異。此外，各類官方或公開資料來源所提供的資料未必與
國內外第三方編撰的資料一致。

本行認為，該等資料來源乃該等資料的合適來源，且已合理審慎摘錄及轉載該等資料。
本行並無理由認為該等資料屬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亦無理由認為遺漏了致使該等資料虛假或
具誤導性的任何事實。該等資料並未經本行、獨家保薦人、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或參與 [編纂]的任何其他人士獨立核實，亦不就其準確性發表聲明。因此，不應過分依
賴該等資料。董事經採取合理審慎措施後確認，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節所呈列的市場資
料並不存在重大不利變動。

國家和地區經濟

中國經濟

自實施改革開放近40年以來，中國一直是世界發展最迅速的經濟體之一，並自2010年成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中國GDP由2013年的人民幣59.5萬億元增至2017年
的人民幣82.7萬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8.6%。2018年上半年，中國GDP達到人民幣41.9萬億元，
同比增長6.8%。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均GDP也從2013年的人民幣43,852元穩步增至2017年的人民
幣59,660元，年複合增長率為8.0%。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2013年至2017年，中國銀行業的人民
幣貸款和人民幣存款分別按13.7%和12.0%的年複合增長率增長。

四川省經濟

四川省位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和長江經濟帶的交匯處，是中國的人口大省、資源大省和經濟
大省。受益於區位優勢、良好監管環境、各項促進其基礎設施建設和經貿發展的政策支持，過去
幾年內，經濟持續快速增長。2017年4月1日，中國（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進一步推
動四川省由內陸省份向開放的最前沿轉變。2017年，四川省GDP達人民幣3,698.0十億元，2013

年至2017年的年複合增長率為8.8%，使其在中國所有省份中排名第六，在中國西部所有省份中
排名第一。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四川省GDP達人民幣1,832.7十億元，同比增長8.2%，
增速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4個百分點。伴隨四川省經濟的高速發展，四川省金融行業實力穩步提
升。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金融業產值為人民幣330.3十億元，約佔四川省總GDP比重
8.9%，較2016年同期高0.9個百分點，及佔第三產業總GDP比重18.0%，較2017年同期高0.5個百



行業概覽

83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分點。截至2017年12月31日，四川省金融資產約為人民幣10.0萬億元，全省經濟融資總額約達人
民幣6.6萬億元，存款、貸款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7.2萬億元和人民幣4.9萬億元，截至2017年12月
31日，四川省內有境內外上市公司136家，各類金融機構2,000餘家，有銀行業、證券期貨業、保
險業金融機構850家，就該三項標準而言均位列中國中西部地區第一。

瀘州市經濟

瀘州市地處四川省東南、川渝滇黔結合部及長江、沱江匯聚處。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發達的
水運交通，使瀘州在其經濟發展中有著天然的優勢。根據國家發改委頒佈的《成渝城市群發展規
劃》，瀘州被定位川南區域中心城市。2017年，中國（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川南臨港片區覆蓋
瀘州市，使得瀘州市成為中國西部唯一納入政府認可的第三批自貿區範圍的地級市。瀘州市依
託政策支持及相關地理優勢，大力推動發展轄區內三個重點產業園區（即瀘州國家高新區、瀘州
長江經濟開發區和中國白酒金三角酒業園區），深度融入中國政府推動的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
瀘州市的GDP從2013年的人民幣1,140億元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1,596億元，四川省內排名由2013

年的第八位上升至2017年的第六位，且其GDP增長率於2016年和2017年連續兩年在四川省各市
州中排名第一。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瀘州市的GDP達人民幣820億元，比上年同期增
長9.2%，增速比全國平均水平6.8%高出2.4個百分點，比四川省平均水平8.2%高出1.0個百分點，
GDP增速位列全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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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瀘州市於所示年內的GDP、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固定資產投資
及商品進出口總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年複合增長率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3年至2017年）

GDP（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 . . . . 114.05 125.97 135.34 148.19 159.62 8.8%

人均GDP（人民幣元）. . . . . . . . . . . . . 26,848 29,655 31,714 34,497 37,020 8.4%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民幣元）. . . . . . . . . . . . . . . . . . . 22,821 25,240 26,656 28,959 31,449 8.3%

固定資產投資（人民幣十億元） . . . . . 86.64 118.10 146.37 173.04 204.21 23.9%

商品進出口總額（百萬美元） . . . . . . . 226.54 275.65 313.43 313.29 2,057.08 73.6%

資料來源：瀘州市統計局、中國統計信息網

銀行業

概覽

中國商業銀行於過去十年穩步發展，下表載列截至所示日期或所示期間中國商業銀行的若
干資料。

截至12月31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截至
2018年

6月30日及
截至該日
止六個月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人民幣十億元，百分比除外）
總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8,799.0 134,797.8 155,825.7 181,688.4 196,783.4 203,064.5
淨利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18.0 1,554.8 1,592.6 1,649.0 1,747.7 1,032.2
資產利潤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7 1.23 1.10 0.98 0.92 1.03
撥備覆蓋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2.70 232.06 181.18 176.40 181.42 178.70
不良貸款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1.25 1.67 1.74 1.74 1.86

資料來源：中國銀保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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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截至所示日期按中國商業銀行不同類型劃分的總資產。

截至12月31日
截至

2018年
6月30日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人民幣十億元）

大型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 . . . 65,600.5 71,014.1 78,163.0 86,598.2 92,814.5 96,298.4

股份制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 . 26,936.1 31,380.1 36,988.0 43,473.2 44,962.0 45,923.8

城市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 . . . 15,177.8 18,084.2 22,680.2 28,237.8 31,721.7 32,328.5

其他類型商業銀行(1) . . . . . . . . . . . . 11,084.6 14,319.4 17,994.5 23,379.2 27,285.2 28,513.8

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8,799.0 134,797.8 155,825.7 181,688.4 196,783.4 203,064.5

資料來源：中國銀保監會

附註：
(1) 包括農村商業銀行、民營銀行及外資銀行。

城市商業銀行

經過逾21年的發展，城市商業銀行已成為中國銀行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截至2017年12

月31日，中國共有134家城市商業銀行。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的總資產從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人
民幣15.18萬億元增長到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31.72萬億元，幾乎翻一番。中國所有城市
商業銀行的總資產佔全部商業銀行總資產的比重從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12.8%上升到截至2017

年12月31日的16.1%。

憑藉對當地市場的深厚了解及與當地客戶的緊密關係，城市商業銀行一般能夠良好地把握
地區的商業機遇及市場趨勢。下表載列截至所示日期或期間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的若干資料。

截至12月31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截至
2018年

6月30日及
截至該日
止六個月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人民幣十億元，百分比除外）

總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177.8 18,084.2 22,680.2 28,237.8 31,721.7 32,328.5

淨利潤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4.1 186.0 199.4 224.5 – 140.3

資產利潤率(%) . . . . . . . . . . . . . . . . – 1.12 0.98 0.88 0.83 0.88

撥備覆蓋率(%) . . . . . . . . . . . . . . . . – 249.33 221.27 219.89 214.48 207.89

不良貸款率(%) . . . . . . . . . . . . . . . . 0.88 1.16 1.40 1.48 1.52 1.57

資料來源：中國銀保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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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銀行業

地區經濟發展令四川省銀行業實現穩定增長。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的數據，截至
2017年12月31日，四川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總存款及貸款分別為人民幣7.3萬億元及人民幣4.9萬億
元，較2016年12月31日分別增長9.2%及12.9%。

下表載列截至2017年12月31日四川省不同類型金融機構的若干資料。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總資產

機構數目 僱員數目 總額 市場份額
法人

機構數目

（人民幣十億元，機構、僱員數目及百分比除外）
大型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47 92,122 3,419.33 36.91% –

國家開發銀行及政策性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 4,164 776.05 8.38% –

股份制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7 12,129 866.22 9.35% –

城市商業銀行(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2 20,464 1,567.95 16.93% 14

小型農村金融機構(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96 67,701 1,887.02 20.37% 104

其他銀行業金融機構(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93 34,478 746.38 8.06% 64

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249 231,058 9,262.95 100.00% 182

資料來源：四川銀監局

附註：

(1) 本行被分類為上表中的城市商業銀行。

(2) 包括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及農村信用合作社。

(3) 主要包括郵政儲蓄銀行、外資銀行、金融公司及新型農村機構。

瀘州市銀行業

截至2018年6月30日，瀘州市有119家金融機構，其中包括18家銀行。根據瀘州銀監分局的
資料，以截至2017年12月31日瀘州市的總資產計，本行在瀘州市的銀行中排名第一。下表載列截
至下列所示日期，瀘州市以瀘州總資產計的前五大銀行的規模及網點數量數據。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總資產 負債總額 貸款總額 存款總額 網點數量

（人民幣十億元，網點數目除外）
本行(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88 66.54 19.40 42.15 24

銀行A(2).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55 58.13 31.44 53.54 228

銀行B(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07 33.85 4.24 32.72 206

銀行C(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52 31.71 20.07 30.40 27

銀行D(2).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09 28.73 15.72 28.21 55

資料來源：瀘州銀監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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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經審計財務信息。

(2) 總資產、負債總額、貸款總額及存款總額數據為各銀行根據中國銀監會監管標準編製的未經審計數據，可能與
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存在差異。

行業趨勢及業務驅動因素

中國和四川省的經濟增長

本行的業務擴張受市場對本行金融產品及服務的需求影響，而該需求受中國（尤其是本行
分支行網絡運營所在地區）總體經濟條件推動。近年來，儘管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階段，經
濟放緩及產業結構調整，但是四川省及瀘州的經濟持續發展，主要由於（其中包括）有利的基礎
設施建設和經貿發展的政策舉措及政府支持。

於2016年4月，國家發改委批准《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旨在通過各種舉措將成渝城市群
打造成具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到2020年，將瀘州市建設為中心城區城市建設用地面積逾200平
方千米及人口逾200萬人的城市。於2017年3月，國務院發佈《中國（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
方案》，批准四川省為省級自由貿易試驗區。目前，四川有三個自由貿易區，其中，川南臨港片
區位於瀘州，另外兩個自由貿易區位於成都。根據《瀘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
劃綱要》，地方政府將於瀘州實施一系列社會經濟發展新舉措。2018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發佈
《關於全面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決定》，支持瀘州建設川渝滇黔結合部區域中心城市和成渝經濟區南
部中心城市。本行認為，該等優惠政策已推動四川省及瀘州市的經濟發展。由於本行一直專注於
瀘州發展，旨在拓展四川省業務，四川省及瀘州市目前和未來的經濟狀況已經並將繼續影響本行
業務、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

本行認為四川省的經濟近期會持續增長，而市場對本行的公司銀行業務、零售銀行業務及
金融市場業務產品及服務的需求會因此不斷增加。請參閱「業務－本行的競爭優勢」及「風險因
素－倘本行不能有效保持貸款組合的質量，本行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可能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章節。

城市商業銀行在中國的重要性日益加強

有別於大型商業銀行及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一般僅獲准於若干地區內提
供銀行服務。按照相關監管機構頒佈的政策引導，城市商業銀行應繼續堅持差異化、特色化的發
展戰略，充分發揮決策鏈條短、機制靈活的特點，著力向小微企業及當地城鄉居民提供廣泛的金
融服務。



行業概覽

88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近年來，城市商業銀行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及進行首次公開發售，以增強其資本實力。此
外，部分城市商業銀行已根據法規開展綜合化經營，如成立消費金融公司及金融租賃公司。

根據中國銀保監會的資料，2013年至2017年期間，城市商業銀行的總資產、負債總額及股
東權益按20.2%、20.1%及21.7%的年複合增長率增長，均高於所有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相應年
複合增長率12.9%、12.5%及17.5%。中國所有城市商業銀行的總資產佔中國全部商業銀行總資產
的比重從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12.8%上升到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16.1%。

監管及監督不斷加強

近年來，中國人民銀行及中國銀保監會通過頒佈一系列監管措施以加強對中國銀行業的監
管及監督，並培育有序的競爭市場。該等監管措施旨在加強對資本充足性的監督、提升風險管理
能力、加強現代公司治理及進一步加強商業銀行對實體經濟的金融服務。有關規例的詳情，請參
閱「監督與監管」一節。有關規例的主要要求包括：

• 加強風險管理。中國銀行業主管機關推出各種規則和法規，以加強商業銀行的整體
風險管理能力，具體要求及時識別和準確預測與業務模式和結構變化相關的風險，
持續改進整體風險管理策略，通過利用各種資本市場工具提高風險緩解能力。

• 嚴格的業務運營管理。關注金融市場業務的業務運營監管要求，涵蓋兩個關鍵領
域：(i)鼓勵銀行機構優化貸款組合，改善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支持；及(ii)採取措施降
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通過減少涉及資金流動的實體數量來簡化金融產品結構，包
括減少通道業務。

• 加強公司治理。公司治理中的監管重點是政府結構的完善，涵蓋整個實體、股權以
及董事會和監事會的運作。

隨著監管環境的不斷發展，特別是上述規則和法規所體現的趨勢，本行預計中國的金融機
構，包括商業銀行，將繼續優化資產質量和完善風險管理體系。

利率市場化的持續推進

在中國，人民幣貸款及存款利率由商業銀行參照中國人民銀行不時發佈及調整的基準貸款
及存款利率設定。近年來，作為政府努力改革金融體制以支持平穩可持續發展的一部分，中國已
實施一系列轉向存貸利率市場化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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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3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取消人民幣貸款最低利率（不包括住房按揭貸款利率）。2015

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放開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上限。自2015年5月1日起，中國《存款保險條
例》為順利建立中國存款保險制度鋪平道路，從而推進利率機制市場化。

儘管持續利率市場化促使銀行更靈活地決定貸款及存款利率，利率改革的整體影響仍不確

定。利率市場化或會加強中國銀行業的定價競爭，降低淨利息收益率及盈利能力，並影響其業務

表現及經營業績。

互聯網金融為銀行帶來的挑戰及機遇

近年來，中國的互聯網金融服務企業迅速發展。目前，中國的互聯網金融服務企業所提供

的主要金融服務包括網上個人貸款、第三方網上及移動支付，以及網上及移動理財等。這些互聯

網金融服務企業帶來了創新的服務模式，降低了向大眾提供金融服務的門檻和成本，提升了客戶

體驗。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因此面臨著產品、技術和客戶體驗的挑戰。

利用迅速發展的數字和移動技術，中國銀行業推出了新型業務、產品和服務平台，包括設

立電子商務平台為客戶提供金融服務，為其金融產品建立網上銷售平台等。部分商業銀行嘗試運

用大數據技術提高其經營效率及風險管理水平。通過櫃檯網絡及服務與電子銀行的整合，銀行可

以為客戶提供更加便利的傳統銀行服務及創新型銀行產品。網上銀行、電話銀行及手機銀行等電

子銀行渠道的應用為擴展銀行業務開闊了廣闊、全新的渠道，同時網上支付也逐漸成為主流的支

付渠道之一。中國不斷壯大的用戶群對移動金融需求日益凸顯，催生了商業銀行與互聯網公司在

互聯網金融領域的全面合作，將成為商業銀行變革的焦點之一。

對小微企業提供銀行服務的重要性日益加強

近年來，中國的小微企業發展迅速。截至2017年12月31日，我國小微企業有2,800萬戶，個

體工商戶約6,200萬戶，中小微企業（含個體工商戶）佔市場參與者的比重超過90%，貢獻了全國

80%以上的就業，70%以上的發明，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所得稅。

同時，小微企業貸款也迅速增長。截至2017年12月31日，小微企業貸款餘額為人民幣30.74

萬億元，同比增長15.14%，佔全部企業貸款餘額的24.67%。隨著資本市場的持續發展，大型企

業和集團客戶的部分融資預期會從商業銀行轉向資本市場，小微企業將成為商業銀行越來越重要
的穩定客戶源。在國家政策的鼓勵下以及在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積極推進下，預計小微企業融
資服務將成為中國商業銀行整體業務更大的一部分，也將成為公司銀行業務可持續增長的重要驅
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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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化零售銀行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國民人均收入於過去三十年來總體上不斷增長。根據國
家統計局的數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3年的人民幣26,467元增長至2017年的人民幣
36,396元，國民消費水平不斷提高。

由於國民個人財富的積累，中國消費者一直在尋找更多樣化的個性化金融產品及服務。由
於消費者對更多樣化的零售銀行產品和服務（如住房按揭貸款、信用卡、理財服務、個人消費貸
款及其他消費金融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中國個性化金融市場出現重大發展機會。本行認為，
為零售銀行客戶提供高質量和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將是本行零售銀行業務發展的重要驅動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