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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資本市場關注熱點問題

熱點問題一：提升服務實體質效，保持信貸投資穩健增長

今年以來，本行持續貫徹經濟金融政策導向。精準把握投融資投放的節奏、力度和重點，加快盤活存量資金效率、推動信貸結構轉型升級，在提升服務實體經

濟質效的同時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上半年，本行境內分行人民幣貸款餘額26.13萬億元，比年初增加1.74萬億元，總量增量均同業領先。

一是鞏固領先優勢，助力培育新質生產力。圍繞佈局現代化，加強對國家重大戰略、重大領域、重大工程建設的金融支持，6月末境內分行公司貸款比年初增加

近1.4萬億元；其中，中長期公司貸款增量佔比72%，較上年同期提升約3個百分點。積極參與重大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項目，加大對上游裝備、工業互聯網平

台等綜合服務，搶抓下游頭部企業的先進車間、工廠、供應鏈等優質項目。6月末投向製造業貸款餘額近4.4萬億元，較年初增加超5,000億元；製造業中長期貸

款餘額近2.1萬億元，較年初增加超2,100億元。製造業貸款及中長期貸款餘額、增量均同業領先。

二是圍繞高質量發展，做精做細「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方面，業內率先成立科技金融中心，試點推出研發貸、創新積分貸、人才貸等產品，創設「基新貸」

「基投貸」「科股貸」三類特色融資場景，加大對初創期科技型企業信貸支持力度。戰略性新興產業貸款餘額近3.1萬億元，較年初增加近4,000億元；科技型企業

貸款餘額近2.1萬億元，較年初增加超3,300億元。

普惠金融方面，開展「工銀普惠行一筆一畫做普惠」專項行動，發力數字普惠產品適配，普惠貸款餘額2.7萬億元，較年初增長近4,800億元，市場佔比全面提

升。加大推廣「糧食種植貸」「種植e貸」等融資產品，普惠型涉農貸款餘額近7,547億元，較年初增加超2,060億元，增速同業領先。

數字金融方面，加強對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技術創新和薄弱環節、產業數字化轉型等重點領域的綜合金融支持，數字經濟核心產業貸款餘額9,111億

元，較年初增加超1,200億元，增幅15.6%。

綠色金融方面，圍繞新能源汽車、光伏產業鏈等綠色重點領域深入挖掘潛在業務增長點，完善綠色金融綜合化服務和風險管控。綠色貸款餘額（金融監管總局口

徑）突破6萬億元，較年初增加超7,000億元。

養老金融方面，積極滿足養老產業客戶金融需求，全力打造具有引領性的工銀特色養老產業服務品牌，助力養老產業高質量發展，養老產業相關貸款穩健增長。

三是聚焦價值創造，促進信貸結構轉型升級。以「零售+普惠」貸款佔比提升為抓手，通過創新產品模式、優化審批流程、強化線上渠道觸達，加快零售業務轉

型。包括個人經營貸款、個人消費貸款在內的非按揭類零售貸款比年初增加近3,000億元，保持同比多增態勢；積極推動二手房貸款業務轉型發展，上半年按揭

新發放金額保持領先。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穩步推進盤活存量，上半年從低效領域移出的存量移位再貸金額超2.0萬億元，資金配置效率實現有效提升。

熱點問題二：積極推進中期分紅，為股東創造長期回報

工商銀行作為中國最大的商業銀行，持續為全球投資者創造了長期、可持續的投資回報。2006年上市至今，工行累計為廣大股東創造了超過1.4萬億元人民幣

的現金分紅回報，是A股分紅金額最高的公司。2023年，工行年度分紅總金額1,092億元，每10股現金分紅金額為3.064元（含稅），按照工行2023年平均股價計

算，A股和H股股息率分別達到6.51%和8.54%，均遠高於同期存款和理財產品收益率，具有較強的投資價值。

2006-2023年工行普通股現金分紅金額
單位：億元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53

2006 20142010 20182008 20162012 20202007 20152011 20192009 20172013 2021 20232022

444

551 568
642

709

836

920 910

832 835 858
893

937 948

1,045
1,082 1,092

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和監管要求，今年6月份，本行股東年會審議通過了《關於2024年度中期利潤分配相關安排的議案》，結合本行經審閱的中期業績情況，擬定

了《關於2024年度中期利潤分配方案的議案》。2024年上半年，集團實現淨利潤為人民幣1,712.96億元，其中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淨利潤為人民幣1,704.67億元，

按照每10股派息人民幣1.434元（含稅），以本行普通股356,406,257,089股為基數，現金派息總額共計人民幣511.09億元，佔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淨利潤的比例為

30.0%。後續本行將積極推進履行相關公司治理程序，及時回饋投資者。

今年以來，工商銀行深入推進智能化風控、現代化佈局、數字化動能、多元化結構、生態化基礎「五化」轉型，不斷提升經營發展質效，持續打造更加乾淨、健

康的資產負債表和平衡、協調、可持續的利潤表，逐步形成資產負債結構更加合理、資產質量更加穩定、價值創造支撐能力更加強勁的經營態勢，在全面推進

高質量發展、服務實體經濟中實現自身價值，為廣大股東持續創造長期穩定的價值回報。

熱點問題三：重點領域風險管控有力，資產質量保持穩健

2024年上半年，本行圍繞防風險、強合規、促發展主線，持續改革優化信用風險管控體系，緊抓全口徑全週期信用風險管理，重點領域風險有序化解，信貸資

產質量穩中向好。截至上半年末，集團不良貸款率1.35%，較年初下降0.01個百分點。

深化「三道口、七彩池」智能信貸風控體系。

持續完善「三道口、七彩池」智能信貸風控體系，推動信用風險管理轉型升級。入口關，高標準迭代運行授信審批新規，壓實盡調、審查主體責任。緊緊圍繞

主責主業全面開展新一輪投融資規劃，更好實現國家政策、總行戰略、區域稟賦「三結合」，同時做好政策配套，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效。精準支持國家重大戰

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融資需求，製造業、普惠、涉農、戰略新興等重點領域均實現增量目標，金融監管總局口徑綠色信貸餘額突破6萬億。閘口關，不斷

加強信用風險全週期管理，多維度優化、構建信用風險監測模型，實施「線上模型+線下人工」的組合貸後監測。從投融資規劃、資產組合、集中度、客戶、債

項、風險大戶六個維度提升全行存續期管理水平。強化監督制約，堅持從嚴治貸，聚焦信貸領域關鍵流程、關鍵人員合規管理。出口關，打造專業化、集約化

經營機構和隊伍，從經營理念傳導、經營流程合規、加強履職盡責、構建全量風險資產經營管理體系等方面部署優化出口管理，部署實施風險資產再生計劃。

統籌協調重點領域風險有序化解。

重點領域融資呈現「質量向好、結構優化」的良好態勢。房地產領域，統籌做好新增融資投放和存量風險防範化解，積極推動城市房地產融資協調機制落地見

效，支持房地產企業合理的融資需求；「一戶一策」制定風險管控方案，加快推進重點房地產企業風險處置。地方債務領域，按照市場化法治化的原則，「一省一

策」落實金融支持化債政策，強化政策引導和預警糾偏，有序有力有效支持地方債務風險防範化解。中小金融機構領域，我行持續加強存續期風險監測，做好重

點領域、重點客戶經營情況和熱點事件的監測排查，實現風險早識別、早預警，防止風險外溢向我行交叉傳染。

加快數字化轉型，智能風控穩步推進。

堅持「減負」和「賦能」兩條主線，突出用戶視角，聚焦集團投融資條線全量用戶需求，提高生產系統的易用性和便利性水平，強化管理系統的決策智慧輔助能

力。啟動企業級智能風控平台建設，推動全量風險數據共用共享，提升交叉風險監控效能。應用衛星遙感、大模型等前沿新技術，推動實現數據一站式加工、

智能化服務和開放化生態。

熱點問題四：深化數字工行建設，增強數字化動能

2024年上半年，本行持續深化數字工行建設、不斷增強數字化動能，加快培育壯大新時期工行的新質生產力，獲《財資》「中國年度數字銀行」。

增強數字化動能

體制機制內生動能體制機制內生動能

金融基礎設施支撐動能

安全風控穩固動能

數據技術創新動能

•  積極參與數字貨幣橋項目試點

•  實現跨境證券結算業務24小時全流程不落地處理

•  加快推進企業級智能風控平台建設，風險防控的
前瞻性、精準性、有效性顯著提升

• 信息系統可用率持續保持99.99%以上

• 實現「全準快易」數據供給能力

• 境內核心系統全面遷移至分佈式架構體系

• AI大模型打造50+應用場景

生態體系服務功能

創新統籌發展動能

數字工行(D-ICBC)

體制機制內生動能
• 成立數字金融委員會

• 印發《做好數字金融大文章行動方案》

• 組建數據管理部

3大對外平台
• 推進「數字金融夥伴」行動

• 

• 構建沉浸式生活服務體系

3大對內平台
• 櫃面通推廣預約服務

• 營銷通打造客戶維護新模式

• e辦公上線AI中心

• 司庫服務客戶數保持同業領先

• 創新推出「e擴快貸」「養殖e貸」數字普惠產品

• 打造「用數、運營、鏈接、觸達」四大轉型支撐平台

發佈手機銀行9.0

一是強化體制機制內生動能。成立數字金融委員會，印發《做好數字金融大文章行動方案》《2024年數字金融實施計劃》，組建數據管理部，體系化推進科技業務

人員交流，為加快數字工行建設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二是強化生態體系服務動能。迭代打磨「3+3」平台，從服務客戶和賦能員工兩端加快金融服務數字化、智能化升級，提高金融服務的便利性和競爭力。開放銀

行深入推進「數字金融夥伴」行動。手機銀行發佈9.0版本，核心指標鞏固同業第一領先優勢。工銀e生活構建沉浸式生活服務體系，形成生活+金融貫通優勢。

櫃面通全面推廣線上線下業務預約服務。營銷通打造集約化群落化客戶維護新模式、按戶核算業績新視圖。工銀e辦公打造AI中心等員工有感的智能便捷服務。

三是強化創新統籌發展動能。賦能企業轉型，司庫客戶數同業領先，財資雲服務客戶數較年初提升28%，企業網銀和手機銀行月活同業領先。做優數字普惠，

創新推出「e擴快貸」「養殖e貸」產品。加強分行支撐，打造「用數、運營、鏈接、觸達」四大平台，支持分行因地制宜深化數字化轉型。

四是強化金融基礎設施支撐動能。支付結算方面，拓展「工銀全球付」海外支付直通範圍，積極參與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試點。資產託管方面，實現跨境證

券結算業務24小時全流程不落地處理。風控技術對外輸出方面，持續向中小金融機構提供風控技術和系統服務，共築安全堤壩。

五是強化安全風控穩固動能。加快推進企業級智能風控平台建設，系統開發取得階段性進展，風險防控的前瞻性、精準性、有效性顯著提升。全面提升網絡安

全防護水平，全行信息系統可用率持續保持99.99%以上的高水平。

六是強化數據技術創新動能。推進實時數倉規模化應用，打造「全準快易」數據供給能力。持續開展「一雲多算」新型算力基礎設施建設，境內核心系統全面遷移

至分佈式架構體系單軌運行。深化千億級大模型技術建設與賦能，打造金融市場、信貸風控、網絡金融等50餘個應用場景。

5. 股本變動及主要股東持股情況

證券發行與上市情況

報告期內，本行未進行配股，無內部職工股，未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

本行未發行根據中國證監會《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3號－半年度報告的內容與格式（2021年修訂）》第二章第九節的規定需予以披露的

公司債券，無在本報告批准報出日存續的上述公司債券。

股東數量和持股情況

截至報告期末，本行普通股股東總數為613,766戶，無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有特別表決權股份的股東。其中，H股股東106,884戶，A股股東506,882戶。

前10名普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單位：股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股份類別 報告期內增減 期末持股數量

持股比例

 (%)

質押╱凍結╱

標記的股份數量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5) 國家 A股 – 124,004,660,940 34.79 無

財政部 國家 A股 – 110,984,806,678 31.14 無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6) 境外法人 H股 16,626,137 86,160,746,743 24.17 未知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7) 國家 A股 – 12,331,645,186 3.46 無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8) 境外法人 A股 488,212,807 2,742,056,062 0.77 無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A股 – 2,416,131,540 0.68 無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國有法人 A股 – 1,013,921,700 0.28 無

中國工商銀行－上證50交易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

基金(9)

其他 A股 135,305,700 562,564,895 0.16 無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泰柏瑞滬深300交

易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10)

其他 A股 151,970,900 413,745,957 0.12 無

中 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達滬深300交易

型開放式指數發起式證券投資基金(11)

其他 A股 177,505,100 275,529,025 0.08 無

註： (1) 以上數據來源於本行2024年6月30日的股東名冊。

(2) 本行無有限售條件股份。

(3)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是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全資子公司。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

述股東之間有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關係。

(4) 除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情況未知外，本行前10名股東未參與融資融券及轉融通業務。

(5) 根據本行發佈的日期為2023年10月11日的《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控股股東增持本行股份的公告》，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擬自增持之日起的未來6個月內以自身

名義繼續在二級市場增持本行股份。截至2024年6月30日，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累計增持本行A股股份286,807,989股，約佔本行總股本的

0.08%。

(6)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期末持股數量是該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2024年6月30日，在該公司開戶登記的所有機構和個人投資者持有的H股股份合計數，期末持

股數量中包含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平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持有本行的H股。

(7) 根據《關於全面推開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財資 [2019]49號），2019年12月，財政部一次性劃轉給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國有資本劃轉賬戶A股

12,331,645,186股。根據《國務院關於印發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的通知》（國發[2017]49號）有關規定，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對本次劃轉股份，自股份劃

轉到賬之日起，履行3年以上的禁售期義務。報告期末，根據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向本行提供的資料，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還持有本行H股6,768,316,181股，A股和H

股共計19,099,961,367股，佔本行全部普通股股份比重的5.36%。

(8)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期末持股數量是該公司以名義持有人身份，代表截至2024年6月30日，該公司受香港及海外投資者指定並代表其持有的A股股份合計數（滬股通股票）。

(9) 「中國工商銀行－上證50交易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是經中國證監會2004年11月22日證監基金字[2004]196號文批准募集的證券投資基金，由華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為

基金管理人，中國工商銀行作為基金託管人。

(10)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泰柏瑞滬深300交易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是經中國證監會2012年3月23日證監許可[2012]392號文批准募集的證券投資基金，由華泰柏

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為基金管理人，中國工商銀行作為基金託管人。

(11)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達滬深300交易型開放式指數發起式證券投資基金」是經中國證監會證監許可[2012]1762號文批准募集的證券投資基金，由易方達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作為基金管理人，中國建設銀行作為基金託管人。

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變更情況

報告期內，本行的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情況沒有變化。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的權益和淡倉

主要股東及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予披露的權益或淡倉的人士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行接獲以下人士通知其在本行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或淡倉，該等普通股股份的權益或淡倉已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而備存的登記冊所載如下：

A股股東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A股數目（股） 權益性質 佔A股比重(%)

佔全部普通股股份比重(2)

  (%)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1) 實益擁有人 123,717,852,951 好倉 45.89 34.71

所 控制的法團的權益 1,013,921,700 好倉 0.38 0.28

合計 124,731,774,651 46.26 35.00

財政部 實益擁有人 110,984,806,678 好倉 41.16 31.14

註： (1) 截至2024年6月30日，根據本行股東名冊顯示，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登記在冊的本行股票為124,004,660,940股，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子公司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

限責任公司登記在冊的本行股票為1,013,921,700股。

(2) 由於佔比數字經四捨五入，百分比僅供參考。

H股股東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H股數目（股） 權益性質 佔H股比重(%)

佔全部普通股股份比重(3) 

 (%)

平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1) 投資經理 12,155,937,000 好倉 14.00 3.41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2) 實益擁有人 6,938,013,180 好倉 7.99 1.95

註： (1) 經平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確認，該等股份為平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投資經理代表若干客戶（包括但不限於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系根據平安資產

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最後須予申報之權益披露而作出（有關事件日期為2024年5月23日）。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均

為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因平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投資經理可代表客戶對該等股份全權行使投票權及獨立行使投資經營管理權，亦完全獨立

於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故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採取非合計方式，豁免作為控股公司對該等股份權益進行披露。

(2) 根據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向本行提供的資料，報告期末，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持有本行H股6,768,316,181股，佔本行H股股份比重的7.80%，佔本行全部普通股股份比

重的1.90%。

(3) 由於佔比數字經四捨五入，百分比僅供參考。

優先股相關情況

  報告期優先股發行上市情況

報告期內，本行未發行優先股。

  優先股股東數量及持股情況

截至報告期末，本行境外優先股股東（或代持人）數量為1戶，境內優先股「工行優1」股東數量為30戶，境內優先股「工行優2」股東數量為40戶。

前10名境外優先股股東（或代持人）持股情況

單位：股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股份類別 報告期內增減 期末持股數量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

條件股份數量

質押╱凍結╱

標記的股份數量

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美元境外優先股 – 145,000,000 100 – 未知

註： (1) 以上數據來源於2024年6月30日的在冊境外優先股股東情況。

(2) 上述境外優先股的發行採用非公開方式，優先股股東名冊中所列為獲配售人代持人的信息。

(3) 本行未知上述優先股股東與前10名普通股股東之間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關係。

(4) 「持股比例」指優先股股東持有境外優先股的股份數量佔境外優先股的股份總數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