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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含與我們經營所在行業有關的若干資料及統計數據。這些資料部分摘錄自及取自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相關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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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編製之數據的各類官方或公開資料，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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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數據未必與國內外
第三方編撰的數據一致。

我們認為，這些資料來源屬合適，且已合理審慎摘錄及轉載這些資料。

我們並無理由認為這些資料存在虛假或具誤導性成份，亦無理由認為因遺漏而致使這些
資料虛假或具誤導性的任何事實。這些資料並未經我們、聯席保薦人、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
賬簿管理人、承銷商或參與全球發售的任何其他人士獨立核實，亦不就其準確性發表聲明。
因此，不應過分依賴這些資料。董事經作出適當查詢後確認，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節
所呈列的市場資料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國家和地區經濟概覽

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經過四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後進入了新階段，特徵為(i)經濟發展重心從追求GDP高
增長轉向經濟結構優化，例如，中國政府近年來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為「去產能、去
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ii)由創新而非投資推動經濟適度發展；及(iii)探索及培養經
濟增長動力，例如，國內消費升級、產業轉型、持續城鎮化及農村經濟發展等。此外，中國政
府高度重視與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合作，例如，自2013年以來，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
截至2021年6月23日，已涵蓋亞洲、歐洲、非洲及美洲172個國家及國際組織的基礎設施建設及投
資。中國銀行業已經並將繼續受益於這些經濟發展機遇。

中國自2010年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至2020年，中國名
義GDP由人民幣74.6萬億元增至人民幣101.6萬億元，年均複合增長率為8.0%。與此同時，中國經
濟的持續增長促進了個人財富的增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年的人民幣23,821元增至2020年的
人民幣32,189元，年均複合增長率為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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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所示年度中國名義GDP的相關數據。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年均複合
增長率

（2016年至
2020年）

      

名義GDP（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 . . . . . . 74,640 83,204 91,928 98,652 101,599 8.0%

數據源：國家統計局

近期COVID-19的爆發，對中國的宏觀經濟，也相應對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及其
貸款組合的資產質量造成不利影響。詳情請參閱「概要 — 近期發展」、「風險因素 — 近期在中國
乃至全球爆發的傳染性COVID-19可能會對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有不利影響」、「財
務信息 — 並無重大不利轉變」及「資產與負債 — 貸款組合的資產質量」。

廣東省經濟

廣東省位於中國南部，分別與香港、澳門以及4個內地省份接壤。自1989年起逾30年來，廣
東省的名義GDP穩居中國內地各省、直轄市及自治區榜首。2016年至2020年，廣東省的名義GDP

年均複合增長率為7.8%。此外，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廣東省的城鎮化率為74.2%，
較同期中國城鎮化率63.9%高出10.3個百分點。

下表載列所示年度廣東省名義GDP的相關數據。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年均複合
增長率

（2016年至
2020年）

      

名義GDP（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 . . . . . . 8,216 9,165 9,995 10,799 11,076 7.8%

數據源：國家統計局

國家發改委於2009年1月頒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明確了以廣
東省東莞市等九個主要城市為主體，輻射泛珠江三角洲地區並與港澳緊密合作的經濟發展戰略，
將廣東省打造為帶動全國經濟發展的引擎。廣東省作為中國南方的國際貿易樞紐，「一帶一路」
倡議的出台也支持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廣東省於2015年6月發佈《廣東省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
實施方案》，計劃建立及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及資金融
通方面的合作，將廣東省建設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樞紐、經貿合作中心和重要引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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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務院批准了《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廣東省成為中國首批四個自由貿易
試驗區之一。

廣東省民營經濟發達，在為經濟發展提供增長動力方面扮演重要角色。2018年11月，廣東
省人民政府頒佈了《廣東省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意在進一步鼓勵、引導
和促進廣東省民營經濟的發展。2020年，廣東省民營經濟貢獻人民幣約6,070.0十億元，佔廣東省
名義GDP比重達54.8%，有力支撐了廣東省經濟發展並提升了區域經濟競爭力。根據中華全國工
商業聯合會發佈的《2020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廣東省共有58家企業上榜，按各省民營企業
數目計，名列中國第三。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

國務院於2019年2月頒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列明了發展目標：(i)大幅度提升粵
港澳大灣區的綜合優勢；(ii)深化和拓展粵港澳合作；及(iii)進一步提升區域內發展動力。目標是
不遲於2022年建成發展活力充沛、創新能力突出、產業結構優化、要素流動順暢、生態環境優
美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下表載列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的若干重要經濟參數。

城市 名義GDP
人均GDP
（名義）

第三產業
佔名義GDP
比重 出口 土地面積 人口(3)

       

（人民幣十億元）（人民幣元） （%） （人民幣十億元）（平方公里） （千人）
深圳 . . . . . . . . . . . . . . . . . 2,767 178,524(2) 62.1 1,697 1,997 17,560

廣州 . . . . . . . . . . . . . . . . . 2,502 147,247(2) 72.5 543 7,434 18,677

香港 . . . . . . . . . . . . . . . . . 2,411(1) 322,202(1) 93.4(4) 3,493(1) 1,107 7,401

佛山 . . . . . . . . . . . . . . . . . 1,082 122,514(2) 42.1 413 3,798 9,499

東莞 . . . . . . . . . . . . . . . . . 965 101,953(2) 45.9 828 2,460 10,467

惠州 . . . . . . . . . . . . . . . . . 422 77,302(2) 44.3 169 11,347 6,043

珠海 . . . . . . . . . . . . . . . . . 348 156,026(2) 54.9 161 1,736 2,440

江門 . . . . . . . . . . . . . . . . . 320 67,900(2) 49.8 113 9,507 4,798

中山 . . . . . . . . . . . . . . . . . 315 80,830(2) 48.3 182 1,784 4,418

肇慶 . . . . . . . . . . . . . . . . . 231 55,698(2) 42.1 30 14,891 4,114

澳門 . . . . . . . . . . . . . . . . . 168(1) 246,226(1) 95.7(4) 10(1) 33 683

數據源：香港政府統計處、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珠三角各市統計局、廣東省統計局

附註：
(1) 以2020年的每日平均匯率換算（1.00元港幣兌0.8893元人民幣，1.00元澳門幣兌0.8630元人民幣）。



765809 \ (Project Ocean) \ 14/09/2021 \ M31

行 業 概 覽

— 107 —

(2) 除香港及澳門外，人均名義GDP按名義GDP除以常住人口平均數（即2020年初常住人口與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披露
的截至2020年11月1日的常住人口之平均數）計算。

(3) 指常住人口。除香港及澳門外，所有城市人口均以來自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截至2020年11月1日的披露為
基礎。

(4) 因2020年數據尚未公佈，香港及澳門的數據均以2019年數據為基礎。

東莞市經濟

東莞市以作為中國的製造樞紐及出口中心而聞名，其處於廣東省的重要戰略位置，北部接
壤省會廣州，南靠深圳，西臨珠江。東莞市土地面積約為2,460平方公里，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
國人口普查，其人口為10.5百萬人。

東莞市作為現代製造業名城，素有「世界工廠」之稱，對廣東省經濟、文化及政治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2018年，廣東省提出「一核一帶一區」的發展理念，明確了廣東省三個獨具特色且定
位互補的地區，東莞市處於珠三角的「樞紐」區。上述概念在東莞市成為繼《中國（廣東）自由貿易
試驗區建設實施方案》設立的廣州南沙新區與深圳前海及蛇口區的關鍵運輸樞紐與製造配套區
後，其作為樞紐的關鍵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根據國務院於2019年2月頒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東莞市被認定為珠三角九大城市 之一、七大「關鍵城市」之一及與深圳共同發展成
為在全球具影響力與競爭力的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的中心。根據《東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2021-2025)》，東莞市將實施一系列舉措，包括全力營造最優創新生態，
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灣區創新高地；推進產業和金融深度融合，加快建設金融強市；以及推
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建設高水平的城鄉融合發展樣板區等。東莞市受益於廣泛的優惠政
策，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的指導意見》、《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東莞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扶
持非公有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及其他政策方針。

受益於顯著的區位優勢和多項利好政策，東莞市經濟連續多年保持了較快增長。根據廣東
省各市統計局數據，2020年東莞市的名義GDP於廣東省所有市中排名第四。2020年，東莞市名義
GDP達到人民幣965.0十億元，2016年至2020年東莞市名義GDP年均複合增長率為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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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所示年度東莞若干重要經濟參數。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年均複合
增長率

（2016年至
2020年）

      

名義GDP（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 . . . . . . 694 758 882 948 965 8.6%
實際GDP增長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 8.1% 7.4% 7.4% 1.1% 不適用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民幣元）  . . . 43,096 46,739 50,721 55,156 58,052 7.7%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民幣元）  . . . 26,526 29,078 32,277 35,905 38,827 10.0%
固定資產投資（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 . 156 171 181 213 240 11.4%
進出口總額（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 . . . 1,142 1,226 1,342 1,380 1,330 3.9%

數據源：東莞市統計局

中國銀行業概覽

中國銀行業

中國銀行業過去十年快速增長，主要動力來自於中國宏觀經濟的穩步增長。2016年至2020

年，中國銀行機構的人民幣存款總額與人民幣貸款總額的年均複合增長率分別為9.0%與12.8%。

下表載列所示日期中國銀行機構人民幣與外幣存貸款總額的數據。

截至12月31日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年均複合
增長率

（2016年至
2020年）

      

人民幣存款總額（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150,586 164,104 177,523 192,879 212,572 9.0%

人民幣貸款總額（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106,604 120,132 136,297 153,112 172,745 12.8%

外幣存款總額（十億美元）. . . . . . . . . . . . . . 712 791 728 758 889 5.7%

外幣貸款總額（十億美元）. . . . . . . . . . . . . . 786 838 795 787 867 2.5%

數據源：中國人民銀行



765809 \ (Project Ocean) \ 14/09/2021 \ M31

行 業 概 覽

— 109 —

下表載列所示日期及年度中國商業銀行的若干數據。

於12月31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年均複合
增長率

（2016年至
2020年）

      

總資產（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 . . . . . . . . 181,688 196,783 209,964 239,488 265,792 10.0%
總負債（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 . . . . . . . . 168,592 182,061 193,488 220,054 244,541 9.7%
淨利潤（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 . . . . . . . . 1,649 1,748 1,830 1,993 1,939 4.1%
資產回報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0.98 0.92 0.90 0.87 0.77 不適用
撥備覆蓋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6.40 181.42 186.31 186.08 184.47 不適用
不良貸款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4 1.74 1.83 1.86 1.84 不適用

      

數據源：中國銀保監會

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一般分為：大型商業銀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
農村金融機構及其他。

下表載列所示日期不同類型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總資產。

總資產

年均複合
增長率

（2016年至
2020年）

 

截至12月31日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人民幣十億元，百分比除外）
大型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598 92,815 98,353 116,777 128,429 10.4%

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 . . 43,473 44,962 47,020 51,782 57,833 7.4%

城市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238 31,722 34,346 37,275 41,070 9.8%

農村金融機構(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897 32,821 34,579 37,216 41,531 8.6%

其他(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047 50,085 53,942 46,953 50,879 3.7%
      

數據源：中國銀保監會

附註：
(1) 包括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及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包括村鎮銀行）。
(2) 其他包括政策性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民營銀行、外資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及金融資產投資公司。2019年之前，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在「其他」下統計。自2019年起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納入「大型商業銀行」匯總口徑。

在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中，大型商業銀行及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獲准在全國範圍內從事
商業銀行業務，在市場份額及地理覆蓋範圍方面較中國其他銀行機構具有明顯優勢。另一方面，
城市商業銀行與農村金融機構憑藉其對地方市場的深度了解以及與地方客戶的良好關係，通常
可以把握與特定區域有關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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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商業銀行

農村商業銀行是農村金融機構的一種形式。中國的農村金融機構主要包括農村商業銀行、
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及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包括村鎮銀行）。1990年代末，中國銀監
會已採納具體政策和措施支持三農，推廣中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設立與發展。農村商業銀行
源於農村信用合作社。2001年，首三家農村商業銀行成立，標誌著農村商業銀行成為中國商業
銀行的新業態。2011年，中國銀監會表示鼓勵合資格農村信用合作社改制成農村商業銀行，並
不再新設農村合作銀行，要求所有現存農村合作銀行全部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根據中國銀保
監會統計顯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共有1,539家農村商業銀行。

農村商業銀行主要為中小微企業及三農提供銀行產品及服務。農村商業銀行亦須按中國銀
保監會的要求，持續加強、提升並改善三農金融資服務機制，並持續提高三農服務的能力與水
平。除通常適用於商業銀行的監督與法規外，農村商業銀行亦須遵守特定監督與法規，例如中
國銀保監會於2019年12月26日頒佈的《農村中小銀行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包括初始成
立條件、創辦人股東相關要求、分行成立、業務運營、董事及管理層資格，亦要求農村商業銀
行在其法定名稱標明「農村商業銀行」，以便公眾識別。詳情請參閱「監督與監管 — 行業准入要
求」。

下表載列所示年末及年度農村商業銀行的若干數據。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年均
複合增
長率

（2016年至
2020年）

      

（人民幣十億元，百分比除外）
總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8 23,703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不適用
淨利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8 197 209(1) 229(1) 195(1) 2.3%
不良貸款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 3.2% 4.0%(1) 3.9%(1) 3.9%(1) 不適用
撥備覆蓋率（%）(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1% 164.3% 132.5% 128.2% 122.2% 不適用
資產回報率（%）(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0.9% 0.8% 0.8% 0.6% 不適用

數據源：中國銀保監會、中國銀保監會年報

附註：

(1) 為中國銀保監會披露每年第四季度數據。

根據中國銀行業協會2021年發佈的《2021年中國銀行業100強榜單》1，按截至2020年12月31日
的總資產（基於已披露的信息）計算，我們是中國第五大農村商業銀行；按2020年12月31日資產總

1  未包含於2021年7月該榜單發佈時，尚未披露年報或無法獲取有效審計年報的商業銀行。重慶農村商業銀行、上海農
村商業銀行、北京農村商業銀行、廣州農村商業銀行及成都農村商業銀行於省會城市或直轄市註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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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計，我們是廣東省第二大農村商業銀行，佔廣東省農村金融機構的12.9%。下表所列為 《2021
年中國銀行業100強榜單》 以資產總額計算前十名的農村商業銀行及其2020年12月31日及截至該
日止年度的經營數據。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1)

 

資產總額
核心一級
資本淨額 淨利潤

成本
收入比

不良
貸款率     

（人民幣十億元，百分比除外）
重慶農村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1,136 94 8.57 27.09% 1.31%
上海農村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1,057 78 8.42 28.86% 0.99%
北京農村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1,029 65 7.42 36.88%(2) 0.90%
廣州農村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1,028 60 5.28 31.95% 1.81%
東莞農村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548 36 5.06 31.51% 0.82%
成都農村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520 44 3.85 29.29% 1.79%
深圳農村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519 34 4.78 30.24% 1.13%
江南農村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437 28 2.86 25.93% 1.60%
青島農村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407 27 2.98 28.79% 1.44%
順德農村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367 30 2.75 42.62% 0.94%

數據源：各銀行年報

附註：
(1) 重慶農村商業銀行、廣州農村商業銀行及東莞農村商業銀行的財務報告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其他銀

行的財務報告乃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編製。
(2) 按業務及管理費用與其他業務成本之和除以營業收入總額計算。

廣東省銀行業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廣東省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總額與人民幣貸款總額分別為人民幣
25,785.2十億元和人民幣18,980.2十億元；2016年至2020年的年均複合增長率分別為10.8%及16.3%。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廣東省金融機構外幣存款總額與外幣貸款總額分別為150.0十億美元
和90.1十億美元；2016年至2020年分別年均複合增長4.2%及年均複合下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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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所示日期廣東省金融機構人民幣與外幣存貸款的數據。

截至12月31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年均複合
增長率

（2016年至
2020年

      

人民幣存款總額（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17,102 18,478 19,958 22,296 25,785 10.8%
人民幣貸款總額（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10,365 11,898 13,910 16,238 18,980 16.3%
外幣存款總額（十億美元）. . . . . . . . . . . . . . 127 149 123 136 150 4.2%
外幣貸款總額（十億美元）. . . . . . . . . . . . . . 105 108 88 81 90 (3.8)%

數據源：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

廣東省銀行業的競爭格局

下表載列截至2020年12月31日，廣東省各類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數據。

總資產 市場份額

年均複合
增長率（2016年
至2020年）   

（人民幣十億元）
大型商業銀行(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22 40.7% 7.1%

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6,683 22.6% 1.8%

城市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97 8.4% 10.5%

農村金融機構(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40 14.3% 9.5%

其他(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34 14.0% 17.9%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576 100.0% 7.5%
  

數據源：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編製的《廣東省金融運行報告》。

附註︰
(1) 自2019年起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納入「大型商業銀行」匯總口徑。
(2) 包括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及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包括村鎮銀行）。
(3) 主要包括外資金融機構、政策性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財務公司、信託公司等。

根據廣東銀保監局披露，2020年轄內（不包括深圳）銀行業金融機構累計實現淨利潤187.5

十億元，平均資產回報率約0.86%，平均權益回報率約9.73%。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不良貸款率
約1.02%，撥備覆蓋率約208.78%。

東莞市銀行業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東莞市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總額與人民幣貸款總額分別為人民幣
1,744.0十億元和人民幣1,202.3十億元；2016年至2020年的年均複合增長率分別為11.7%及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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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31日，東莞市金融機構外幣存款總額與外幣貸款總額分別為人民幣79.2十億
元和人民幣75.4十億元；2016年至2020年的年均複合增長率分別為23.0%及51.5%。

下表載列所示日期東莞市金融機構人民幣與外幣存貸款總額的數據。

截至12月31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年均複合
增長率

（2016年至
2020年）

      

人民幣存款總額（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1,120 1,184 1,343 1,541 1,744 11.7%
人民幣貸款總額（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640 686 800 960 1,202 17.1%
外幣存款總額（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 . 35 66 73 102 79 23.0%
外幣貸款總額（人民幣十億元）. . . . . . . . . . 14 13 21 53 75 51.5%

數據源：東莞市統計局

東莞市銀行業的競爭格局

東莞銀行業的主要銀行包括本行、東莞銀行及大型商業銀行及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地
方分行。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東莞市中心支行的資料，按年末存款餘額及貸款餘額計算，本行自
2005年以來每年於東莞市銀行機構中排名第一。於2020年12月31日，本行人民幣存款及貸款分別
佔市場份額19.16%及19.13%。根據中國銀保監會東莞監管分局的資料，截至2020年12月31日，我
們於東莞市商業銀行中擁有最多網點。下表載列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總部位
於東莞市的主要銀行之若干關鍵經營指標。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營業網點
總數
（個） 資產總額

股東權益
總額 營業收入 淨利潤 存款總額 貸款總額

       

（人民幣百萬元，惟營業網點總數除外）
本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6 548,402 38,643 12,047 5,055 377,549 254,642

東莞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163 416,326 27,081 9,158 2,876 295,939 223,735

數據源：東莞銀行年報

行業趨勢及發展動力

中國農村金融機構擔當日益重要的角色

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中國農村人口佔人口總數36.1%。2020年，第一產業
增加值佔中國GDP 7.7%。第一產業增加值是指按市值計算的中國所有居民單位於一定時期內從
事第一產業生產活動的最終結果。第一產業包括農林牧漁業。在農村地區持續城鎮化及產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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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推動下，中國農村經濟快速增長，日益鞏固其在中國整體經濟的重要地位。自2006年起，國
務院、中國銀保監會及其他相關機構已實施多項辦法和規定以促進中國農村金融機構改革及發
展，例如，國務院於2016年2月發佈《關於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大力支持具有
巨大發展潛力及強大人口承載能力的農村地區。2017年2月，國務院發佈《關於創新農村基礎設
施投融資體制機制的指導意見》，鼓勵商業銀行加大農村基礎設施信貸投放力度。2019年2月，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財政部及農業部聯合發佈《關於金融服務鄉村振興
的指導意見》，強調要建立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市場體系、組織體系及產品體系，促進農村金融
資源回流。該等辦法和規定完善及簡化了農村金融機構設立的行政許可條件、標準和程序，明
確了農村金融機構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並鼓勵民間資本投資農村金融機構。2020年4月，
中國人民銀行定向下調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的對象中，包括了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村商業銀
行、村鎮銀行，以釋放長期資金。

中國農村金融服務滲透率仍較低，發展潛力巨大。潛在的發展空間以及政府的利好政策，
使得農村金融市場於近年快速發展。根據中國銀保監會統計，截至2020年12月31日，包括農村
信用合作社、農村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銀行在內，中國共有2,207家農村金融機構。截至2020年
12月31日，中國農村金融機構佔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13.0%。2016年至2020年，農村金融
機構的總資產的年均複合增長率為8.6%。農村金融機構較其他金融機構而言有許多競爭優勢，
其中包括廣泛的地方網絡、豐富的地方專業知識及穩固的地方客戶黏性。這些優勢使農村金融
機構能夠應對市場變化，及時滿足客戶需求，擴大客戶基礎及市場份額。

個人金融服務需求增加

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過去四十年不斷增長，導致個人金融服務需求增加。根據國家統計
局資料，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年人民幣23,821元增至2020年人民幣32,189元，年均複
合增長率為7.8%。

2020年中國居民個人持有的可投資資產總規模達人民幣241.0萬億元。2020年可投資資產達
人民幣10百萬元以上的中國高淨值人群為2.62百萬人。

由於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長，個人可投資資產增長且銀行服務及理財代理服務需求
不斷增加，故中國商業銀行不斷增加向個人客戶提供金融產品及服務，並將服務範圍擴大至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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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管理、財富管理及私人銀行等。隨著個人財富保護、資產增值及資產多元配置的需求持續增
長，這些金融服務在中國發展潛力巨大。此外，個人對多元化金融服務需求不斷增加，移動互
聯網技術快速發展，亦開拓及豐富了新型個人金融產品與服務渠道。

小微企業銀行服務重要性日益增加

根據中國銀保監會網站資料，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大型商業銀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
行、城市商業銀行及農村金融機構發放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總額約人民幣15萬億元，佔銀行
業金融機構發放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總額的98.2%。於2020年12月31日，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總
額較2019年同期增長30.9%。

下表載列所示日期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金額1發放情況（包括對小型企
業、微型企業、個體工商戶及小微企業主貸款）的明細。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十億元）
銀行業金融機構，其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667 15,267

　大型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57 4,833

　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61 2,766

　城市商業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42 2,218

　農村金融機構(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21 5,178

數據源：中國銀保監會網站資料

附註：
(1) 農村金融機構包括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和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包括村鎮銀行）。

為促進小微企業發展，滿足小微企業融資需求，國務院、中國人民銀行及中國銀保監會頒
佈多項政策及措施，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提供更廣泛的產品組合及開發特別符合小微企業融資
需求的金融產品，例如，調整與小微企業現金流需求相匹配的產品的期限。這些政策及措施主
要包括：

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2015年2月，符合貸款發放審慎經營要求的商業銀行人民幣法定存款準
備金率下調0.5%。2018年4月、7月及10月，若干商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及外資銀行人民幣法定
存款準備金率分別下調1.0%、0.5%及1.0%，以支持（其中包括）小微企業融資。2019年1月和9月，
以及2020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分別將人民幣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下調1.0%、0.5%，以及0.5%，預
期將有效增加小微企業貸款融資來源。2020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將指定銀行金融機構（包括農
村商業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自2020年4月15日起下調0.5%，並自2020年5月15日進一步下調

1 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指單戶授信總額人民幣1,000萬元以下（含）小微企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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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021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將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自2021年7月15日起下調
0.5%。

個性化產品。2014年7月，中國銀監會發佈《關於完善和創新小微企業貸款服務提高小微企
業金融服務水平的通知》，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合理設定小微企業貸款期限、擴大及改善小微企
業流動資金金融產品，以及探索小微企業流動資金貸款的創新服務模式。2016年1月，國務院發
佈《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鼓勵大型銀行加快建設小微企業專營機構及鼓勵商
業銀行增加小微企業融資來源。2018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國家
發改委及財政部聯合發佈《關於進一步深化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概述了為擴大對小微企
業金融支持力度而在各領域採取的多項措施，包括貨幣政策、監管評估、內部控制、財稅優惠
及優化營商環境，這些措施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發行與小微企業貸款相關的資產支持證券化產
品。2019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將放寬小微企業普惠金融評估標準，將單戶授信上限由人民
幣5.0百萬元調整為人民幣10.0百萬元。

稅收優惠 。2018年9月，財政部及稅務總局聯合發佈《財政部、稅務總局關於金融機構小微
企業貸款利息收入免徵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規定自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對金融機
構向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發放小額貸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徵增值稅。由於這些優惠政策，
預期小微企業銀行服務將成為中國銀行業日益重要的組成部分。

不斷改革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機制

中國近年來實施一系列政策及舉措推進金融體系市場化，同時加強銀行業的管理和監督。
人民幣存款及貸款利率過去由中國人民銀行制定，商業銀行須遵守中國人民銀行施加的限制。
近年來，中國利率市場化進程加速。2012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准許金融機構將人民幣存款利率
設定於不高於中國人民銀行基準利率的110.0%。2013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取消人民幣貸款利率
下限（按揭貸款利率除外）並允許金融機構基於商業考慮設定貸款利率。2014年11月，中國人民
銀行准許金融機構將人民幣存款利率設定於不高於中國人民銀行基準利率的120.0%，於2015年
3月1日及2015年5月11日先後上調至中國人民銀行基準利率的130.0%及150.0%。2015年8月，中國
人民銀行取消期限為一年以上的人民幣定期存款利率上限，而人民幣活期存款及期限不超過一
年的人民幣定期存款利率上限不變。2015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准
許中國商業銀行基於商業考慮設置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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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場化允許商業銀行靈活設定及調整存貸款的利率，例如，中國人民銀行最初於2013

年10月推行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該利率通常是商業銀行對其最優質客戶提供的最優惠利率，較
中國人民銀行設定的基準利率更有效反映市場資金需求情況。自中國人民銀行於2019年8月宣佈
改革以來，目前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與公開市場操作利率掛鈎，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即中國人民銀
行中期借貸便利（「中期借貸便利」）利率，視乎整體金融體系對央行流動資金需求情況而定。商
業銀行必須主要參照貸款市場報價利率來對新貸款設定利率，並將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用作設定
流動貸款利率的基準。理論上，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略高於中期借貸便利利率，有助於借款人以
更能反映銀行體系資金狀況的利率獲得資金，建立更加順暢的政策傳導機制。貸款市場報價利
率機制改革是金融供給側改革的重要一環，疏通貨幣傳導渠道，逐步降低借款成本。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中國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自2019年8月調減後保持下行趨勢。

上述改革有望加大商業銀行向小微企業發放貸款力度並降低相關融資成本。此外，企業可
向行業監管組織舉報銀行設定隱性利率下限的行為。中國人民銀行亦將新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機
制的實施情況及貸款利率競爭行為納入銀行宏觀審慎評估範圍。

中國銀行業全方位服務模式的發展趨勢

全方位服務模式將成為中國銀行業的未來趨勢之一。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中國商業銀行獲准申請基金、保險及金融租賃等許可證。向全方
位服務模式的轉變並非一蹴而就，因為放寬金融許可涉及法律法規的各種修訂和監管制度的改
革。預計投資銀行、私募股權及資產管理將成為中國銀行業全方位服務業務的主要領域。商業
銀行將發揮其在規模和資源方面的優勢，仰仗龐大的客戶群提供綜合而多元化的金融服務，獲
得資本市場業務的市場份額。因此，全方位服務模式有望提升中國商業銀行及中國金融業生態
系統的盈利能力。

金融科技帶來的機遇

近年來，網上理財產品、第三方在線支付平台、互聯網金融服務平台、大數據及眾籌的進
一步發展加快了金融產品和技術的創新。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資料，中國在線支付用
戶數目由2016年的474.5百萬名增至2020年的854.3百萬名，年均複合增長率為15.8%。

近年來，中國銀行業利用快速發展的互聯網和移動技術，引入新業務、產品和服務平台，
包括建立電子商務平台，為客戶提供金融服務，以及建立金融產品在線銷售平台。部分商業銀
行試圖通過推出在線開戶服務及利用大數據技術進行客戶盡職調查，提高運營效率和加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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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此外，中國部分商業銀行已推出直銷銀行服務，透過電子渠道為客戶提供便捷且物有所
值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商業銀行與互聯網金融公司的全面合作（包括互聯網支付等）已成為中國
銀行業轉型的亮點之一。

監管體系日益提升及完善

儘管商業銀行的部分業務、產品及融資渠道受到的限制逐漸放寬，例如，資產證券化的限
制減少，但中國銀行業監管機構已制定並進一步完善審慎監管制度，亦對多個環節加強監管，
主要包括加強對資本充足率的監管、加強風險管理和逆周期監管、加強公司治理、加強對互聯
網金融的監管、加強對部分行業信貸業務的監管、加強對財富管理業務及銀行同業業務的監管。

有關中國銀行業監管的詳情，請參閱「監督與監管」。

COVID-19爆發的影響

2020年初空前爆發的COVID-19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國經濟在2020年上半年出現下行。得益於
政府採取的有效疫情控制措施及優惠經濟政策，中國經濟正從疫情中恢復並在2020年下半年呈
現積極回升態勢。例如，與2019年同期相比，中國在2020年第一季度錄得GDP負增長6.8%，但在
2020年餘下三個季度分別錄得GDP增長3.2%、4.9%及6.5%。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及工
業產值等數據亦可觀察到類似的復甦趨勢。

中國政府已針對COVID-19出台大量支持性政策，鼓勵銀行及金融機構加強對實體經濟（特
別是受COVID-19影響的中小企業及個人）的信貸支持。

2020年3月1日，中國銀保監會、中國人民銀行及其他相關中國政府機構聯合發佈《關於對中
小微企業貸款實施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的通知》（銀保監發[2020]6號）（「3月1日通知」），對於2020

年1月25日以來到期的困難中小微企業（含小微企業主、個體工商戶）貸款本金，經申請，允許
銀行業金融機構給予合資格中小微企業一定期限的臨時性延期還本安排，還本日期最長可延至
2020年6月30日。對於2020年1月25日至6月30日中小微企業需支付的貸款利息，經申請，付息日
期最長可延至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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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3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將合資格銀行的存款儲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下調50

至100個基點，合資格股份制商業銀行可額外下調100個基點，以鼓勵中小型銀行向中小企業提
供彼等可承受的貸款。

2020年4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再次宣佈將中小銀行，包括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村商業銀行、
農村合作銀行、村鎮銀行和僅在省級行政區域內經營的城市商業銀行，定向下調存款準備金率1

個百分點。此外，自2020年4月7日起，金融機構在中國人民銀行的超額準備金的利率將由0.72%

下調至0.35%。

2020年6月1日，中國銀保監會、中國人民銀行及其他中國監管機構聯合發佈《關於進一步對
中小微企業貸款實施階段性延期還本付息的通知》（銀發[2020]122號）（「6月1日通知」），容許銀行
金融機構延長給予合資格中小微企業的貸款延期安排，對於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貸
款還本付息限期最長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及工信部聯合發佈
《關於繼續實施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和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政策有關事
宜的通知》（銀發[2020]324號）（「12月31日通知」），規定於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到期的普
惠小微企業貸款（即單戶授信人民幣10.0百萬元及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以及個體工商戶與小微企
業業主經營性貸款），銀行及借款人應根據「應延盡延」市場原則協商確定是否進一步實行延期
還本付息。2021年3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及工信部聯合
發佈《關於進一步延長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貸款支持政策實施期限有關
事宜的通知》（銀發[2021]81號）（「3月29日通知」），規定於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到期的
普惠小微企業貸款，企業及借款人應根據「應延盡延」市場原則協商確定是否進一步實行延期還
本付息。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中國大部分地區及廣東省的COVID-19疫情已逐步得到控制，且中
國已開始COVID-19疫苗注射。然而，中國經濟仍面臨COVID-19傳播的不確定性及複雜國際地緣
政治等挑戰。因此，中國的銀行業仍充滿競爭，並可能因宏觀經濟環境及市場狀況波動而受到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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