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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末 

2024 年 3 月 31 日 

上年度末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规模指标    

资产总额 9,053,468 9,007,247 0.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3,003 724,749 2.52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633,094 614,840 2.97 

普通股总股本（百万股） 29,352 29,352 -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21.57 20.95 2.96 

资产质量指标（%）    

不良贷款率 1.45 1.48 下降 0.03 个百分点 

贷款减值准备对不良贷款比率 172.84 173.51 下降 0.67 个百分点 

贷款减值准备对贷款总额比率 2.50 2.57 下降 0.07 个百分点 

注： 
（1） 基本及稀释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

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稀释每股收益=（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影响）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转化为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2） 2024年 3 月，公司对浦发优 2 优先股发放股息人民币 7.215 亿元（含税）。在计算本报告披露的每股收益及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时，公司考虑了优先股股息发放的影响。 

（3） 非经常性损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的定义计

算。 

（4）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其他权益工具优先股、永续债部分）/期末

普通股股本总数。 

（5） 成本收入比=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收入。 

（6） 报告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未年化处理。 

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 报告期内处置非流动资产 

政府补助 361 报告期内获得的经营性政府补助 

其他营业外净支出 -12 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95 按适用税率计算之所得税 

合计 276 -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

益 
207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69 - 

3.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1-3 月 
上年同期 

增减

（%） 
变动的主要原因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214 13,184 30.57 

报告期内，公司主动把握市场投资交

易机遇，积极增厚投资收益；持续通

过“控新降旧”夯实资产质量，不良

贷款率持续优化，风险成本耗用有所

减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 
0.56 0.42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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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52,630 103,419 -537.67 

回购业务资金净减少额增加。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42 3.52 -538.07 

三、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情况 

单位：户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4,536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

冻结数 

股东性质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6,331,322,671 21.57 - - 国有法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5,334,892,824 18.18 - - 国有法人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2,779,437,274 9.47 - - 境内非国有法人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金 1,763,232,325 6.01 - -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95,571,025 4.75 - - 国有法人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H 1,270,428,648 4.33 - -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79,108,780 4.02 - - 国有法人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45,568,990 3.22 - -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01,560,730 2.39 - -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87,174,708 1.32 - -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的控股公司。 

2.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本

金、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H 为同一法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优先股股东情况 

浦发优 1 

单位：户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32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

冻结数 
股东性质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宝富投资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8,004,545 12.00 - - 其他 

光大永明资管－光大永明资产聚优 2 号权益

类资产管理产品 12,993,000 8.66 -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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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

险万能 11,470,000 7.65 - -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险分红 11,470,000 7.65 - - 其他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11,470,000 7.65 - - 其他 

博时基金－灵活配置 5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 11,465,455 7.64 - - 其他 

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银施罗德资管卓远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180,000 6.12 - - 其他 

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银施罗德资管卓远 2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540,000 5.69 - - 其他 

宁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宁欣系列理财产品 8,357,000 5.57 - - 其他 
光大证券资管－光证资管鑫优 3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6,290,000 4.19 - -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险分红、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为

一致行动人。 

2.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银施罗德资管卓远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交银施罗德资

管－交银施罗德资管卓远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同一法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浦发优 2 

单位：户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17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

冻结数 

股东性

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08C－CT001 沪 34,880,000 23.25 - -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20,360,000 13.57 - -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19,500,000 13.00 - -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个险万能 19,500,000 13.00 - - 其他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10,450,000 6.97 - - 其他 

光大永明资管－光大永明资产聚优 2

号权益类资产管理产品 9,235,000 6.16 - -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9,160,000 6.11 - - 其他 
光大永明资管－光大永明资产聚优 1

号权益类资产管理产品 6,580,000 4.39 - - 其他 

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银施罗德资管卓

远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970,000 3.98 - - 其他 

光大证券资管－光证资管鑫优 3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4,000,000 2.67 -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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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为一致行动人。 

2.光大永明资管－光大永明资产聚优 2 号权益类资产管理产品、光大永明资管－

光大永明资产聚优 1 号权益类资产管理产品为同一法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监管要求，以数智化战略

为引领，聚焦“五篇大文章”“五个中心建设”“五大赛道”，围绕“搭赛道、夯基础、提质量、强队伍、

增效益”经营主线，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加强转型发展、优化业务结构、夯实客户基础，在上年末“百日

攻坚”及今年初“春季攻坚”的大力推进下，经营企稳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实现了良好开局。 

经营效益：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453.28 亿元，同比减少 27.51 亿元，下降 5.72%；剔除上年同

期出售上投摩根股权一次性因素影响后，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14.90 亿元，增长 3.40%。实现利润总额 203.51

亿元，同比增加 8.44 亿元，增长 4.3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21 亿元，同比增加 15.90 亿元，

增长 10.0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2.14 亿元，同比增加 40.30 亿元，增长

30.57%。 

报告期公司净利润增长的原因主要为：一是公司坚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的工作思路，不断增加优质

金融供给，实现资产负债内涵式、集约化增长，净息差降幅明显收窄；二是公司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信贷增量居股份制同业前列，量能提升抵御市场利率下行的效果逐步显现；三是公司加强负债一体化统筹

管理，采取灵活的品种、久期、区域策略，多元化补充负债来源，付息率管控取得成效；四是公司结合金

融市场走势，制定有效投资策略，主动把握投资交易机遇，积极增厚投资收益，以债券为主的投资收益增

长显著；五是公司不良贷款率较年初下降，风险成本耗用同比减少。 

资产情况：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90,534.68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462.21 亿元，增长 0.51%。公司聚

焦信贷结构调整，多措并举推动信贷增长，报告期末，本外币贷款总额 51,862.70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685.16 亿元，增长 3.36%；占本公司总资产的 57.28%，较上年末提升 1.57 个百分点。对公信贷方面，重

点推动科技金融、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跨境金融等金融领域信贷增长与经营布局，报告期末，对公贷

款总额（不含票据贴现）30,296.04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886.05 亿元，增长 6.64%；占本公司本外币贷

款的 58.42%，较上年末提升 1.80 个百分点，增量增速居股份制同业前列。零售信贷方面，受宏观环境变化

及房地产市场调整、存量到期等因素影响，增长承压，报告期末，零售贷款总额 18,501.46 亿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内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继续推进合意资产稳定增长。对公贷款将继续围绕“五大赛道”，

通过模式创新、机制优化、客户培育等方式，持续优化信贷结构；零售贷款将抓住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

案和房地产持续复苏的发展机遇，推动信贷重回增长态势。 

负债情况：报告期末，本集团负债总额 83,021.26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277.63 亿元，增长 0.34%；其中，

本外币存款总额 49,263.54 亿元，较上年末减少 582.76 亿元，下降 1.17%。公司加强负债一体化统筹管理，

强化负债“量、价、质”要求，落实存款结构优化策略，不断提升存款的稳定度，付息率管控取得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人民币一般存款付息率 2.03%，同比下降 12bps。 

公司将继续坚持战略定力，通过持续提供优质金融服务，深化客户经营，夯实业务基础，拓宽结算性存款

“护城河”，稳定自身基本盘。在低利率环境下，合理提升中长期负债吸收，通过多元化渠道对负债进行

补充，提升负债质量和稳定性，保持合理负债付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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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质量：公司持续推进不良压降、严控风险成本、把控投放质量。报告期末，按五级分类口径统计，本

集团后三类不良贷款余额 750.41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8.43 亿元；不良贷款率 1.45%，较上年末下降 0.03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 172.84%，较上年末下降 0.67 个百分点。 

资本情况：公司坚持审慎稳健的原则，保持合理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持续满足资本监管要求，同时不断优

化业务结构，强化资产合理配置，提升资本使用效率。报告期末，集团口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8.83%，

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0.42%，资本充足率为 12.35%。 

2.聚焦“五大赛道”，推动数智化战略有效实施 

科技金融方面，公司持续夯实数字基建，数智赋能科技金融业务发展。推出具有“全周期、多融通、数智

化、可定制”四大特点的“浦科 5+7+X”产品体系，涵盖浦创贷、浦新贷等线上产品，以支持科技企业全流

程创新。通过数据驱动、多元化信息集成，创新研发出以“科技五力模型”为代表的差异化科技企业评价

体系。进一步升级“抹香鲸”数字化拓客工具，丰富蓝海在线平台功能，通过打造线上化、数字化、平台

化、生态化的经营新模式，推动科技金融赛道建设全面提速。截至报告期末，服务科技型企业超 6 万户，

科技金融贷款余额超 5,300 亿元。 

供应链金融方面，不断完善战略实施体系建设，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打造一系列创新供应链金融产品，加快

构建全场景、全线上、全智能、全生态的“1 品牌+1 平台+X创新产品”的数智供应链体系。持续推动打造

“浦链通”“浦车通”“浦消通”“浦贴通”等数智化产品，实现全流程的线上操作、风险的精准把控，解

决供应链金融中的堵点、痛点问题，有效支撑核心企业稳链固链强链。截至报告期末，“浦链通”业务已

为 62 个核心企业的 282 个供应商提供服务，融资余额 16.11 亿元；公司供应链金融业务累计服务供应链核

心客户 2,023 户，上下游供应链客户 22,155 户。 

普惠金融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强化普惠金融体制机制建设、数智化产品创新，紧密围绕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的工作主线，深化数据运用和科技赋能，不断扩大客户触达面和覆盖面，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效能，

积极打响“数智普惠”特色品牌。产品方面，全新推出面向个人客户的惠抵贷、惠闪贷、惠链贷、惠保贷

四大“惠”系列产品体系，通过打造“轻接入+快复制+全覆盖”普惠金融新模式，实现线上线下产品全覆

盖。风险控制方面，不断加大数据引入和运用，持续提升企业级普惠风控及合规体系建设，通过智能审批，

夯实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数字风控能力。同时，从数字产品、数字生态、数字基建 3 个方面重构普惠

金融生态，实现对普惠小微客户全流程一体化的生态服务。报告期末，普惠两增口径贷款余额 4,399 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 175 亿元。 

跨境金融方面，公司积极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发挥集团各持牌机构和跨境交易客户服务平台

的整合优势，推出“6+X”跨境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加载对公、金融市场、财资管理、跨境托管等全场景产

品服务，支持中资客户“走出去”、承接海外客户“引进来”。精心打磨全球司库平台（GTS）、跨境闪贷

等拳头产品，打造八大跨境数智化服务场景，提升市场竞争力。围绕企业核心需求，推出跨境并购、i 浦

汇、航运船舶等五大垂直领域金融服务方案。报告期内公司跨境活跃客户数 2.7 万户，公司 CIPS 外资及境

外同业间参客户 129 家，保持股份制同业领先地位。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跨境业务量 1.2 万亿元，实

现代理结算业务 9 万笔，同比增长 42%，结算金额 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5%。 

财资金融方面，公司紧跟数智化趋势，发挥集团化优势，深化“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双轮一体、循环驱动，

以平台化、数字化、生态化和专业化的新打法，为客户创造价值。依托财富开放平台，打造了跨公司、跨

条线、跨资产负债端、跨境内外市场的“四跨”新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市场投研和资产配置能力。加快建

设平台化运营底座，以客户经营与服务体系、产品服务体系、数据经营管理体系、智能运营体系、风险管

理体系为核心，同时提升线上和线下财资经营能力。报告期末，个人客户（含信用卡）达到 1.60 亿户，AUM

个人金融资产余额（含市值）3.76 万亿元，个人存款余额 1.44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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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围绕“五篇大文章”，以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3.1 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 

公司进一步巩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优势特色，积极助力长三角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加大对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领域，以及普惠小微、科技创新、绿色金融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报告期末，公司在长三角区域内贷款余额 1.74 万亿元，存款余额 2.16 万亿元，存、贷款余额继续位列股

份制同业第一位。 

公司在京津冀地区围绕绿色金融、科创金融、普惠金融、跨境金融等方面，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

造业、节能环保等领域，大力支持雄安新区和环首都经济圈建设，紧密对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产业转型升

级、区域产业批量转移的国家级园区建设。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京津冀区域内贷款余额 4,814.58 亿元。 

公司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地位，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纵深推进中的机遇，积

极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构建产业新体系，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聚焦重大平台

建设、科技创新合作、基础设施互通、产业协同发展、民生交流合作等，支持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推动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粤港澳区域内贷款余额 6,718.06 亿元。 

3.2 助力谱写“五篇大文章” 

科技金融 

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持续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深化“股、

贷、债、保、租、孵、撮、联”一体化服务模式，打造全新“5+7+X”浦科产品体系，不断加大对科技企业

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支持力度，主动担当好科技企业的伙伴银行，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助

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截至报告期末，科技金融贷款余额超 5,300 亿元，

服务科技型企业超 6 万户。 

绿色金融 

公司积极服务国家“双碳”目标，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金融，创新绿色金融体系，推出“浦发绿创”品牌，

推进绿色银行建设，践行绿色低碳运营。报告期末，公司绿色信贷余额 5,615.75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369.93

亿元，增长 7.05%。其中，长三角区域绿色信贷余额 2,338 亿元，清洁能源产业贷款余额 1,406 亿元，均位

居股份制银行同业前列。报告期内，在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支持下，公司向 30 个项目发放碳减排贷款 19 亿

元，带动年度碳减排量达 62.25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投资绿色主题债券 29.1 亿元，绿

色资产支持证券 11.8 亿元，办理绿色再贴现 38.6 亿元。投资全国首单“科技创新”“低碳转型”“一带

一路”三贴标主题债券、浙江省首单“碳中和债/乡村振兴”资产支持商业票据、陕西省 2024 年首单绿色

债券，荣获“中债绿债指数优秀承销机构”等荣誉。 

普惠金融 

公司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要求，积极响应金融监管要求，深度开展“普惠金融

服务月”活动，并开展“惠闪贷”等产品宣传，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报告期内，公司从加强数字普惠发

展、强化产品创新、补齐制度短板、发挥政策协同等方面，不断扩大客户触达面和覆盖面，稳步推进普惠

高质量发展，全面落实并完成监管要求，业务发展取得新成效。报告期末，公司普惠两增口径贷款余额 4,399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75 亿元；两增两控均满足监管要求。 

养老金融 

养老金金融方面，基本养老金领域，持续服务各地政府业务，做好养老保险收缴、基本养老金代发及各地

社保卡申领工作。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领域，发挥全集团综合经营优势，优化业务审批和数字中台系统，

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报告期末公司托管各类年金资产超 4,300 亿元。个人养老金领域，围绕数智化战略，

搭建自动化运营服务及监测体系，报告期内，个人养老金账户数、个人养老金缴存规模均稳步增长。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 

8 

养老服务金融方面，公司通过个人手机银行 APP 关爱版，报告期累计服务 60 岁以上老年客户 175 万人次。

通过关爱版智能终端，报告期累计服务近 78 万人次。通过养老财富规划，报告期累计出具了 8.20 万份相

关规划方案书。通过养老产品供给，公司整合集团优势资源，推出“传承+养老”财富管理信托创新服务，

发挥信托账户“受托支付”独特功能，全面打通信托账户与养老服务场景链接，实现“养老信托”一键升

级。 

养老产业金融方面，公司持续加大养老产业信贷投放力度，报告期内养老产业信贷规模平稳增长，为相关

企业发展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支持。通过养老机构监管，探索与政府、养老机构等各方的合作模式，

公司目前已成为多家养老机构资金监管合作银行。 

数字金融 

业务数字化转型 

打造智能手机银行 APP13.0 全新版本，提供 150 项金融服务，新增 8 项数字金融产品，精简 29 项核心旅

程，提供超 300 个场景个性化展示，助力数字理财经理掌握超 140 项 AI 服务技能，达到理财更自信、消费

真给力、体验很便捷、服务好智能的升级目标。以数字化助力汽车消费金融业务拓展，通过 API 连接主机

厂、经销商及周边生态，促进汽车消费稳步增长，并推出基于物联技术的汽车质押监管平台，支撑汽车金

融领域“非接触式存货超高速盘点”和“全天候 7×24 小时监管”的贷后风险管理。 

数据资产经营 

全行基础型数据资产规模达 67.15PB，盘点服务型数据资产 429 个，持续优化数据资产估值方法，支撑各

类业务经营和管理领域的数据分析挖掘需求，促进数据管理与数据应用良性循环。 

数字科技基础 

加速建设数智中台，夯实基础数据平台，完成数据仓库平台重构，全面接入 DataOps 数据研发服务体系，

实现了统一调度、统一研发、统一运维和统一需求管理。基础数据平台总容量 57.5PB，集群节点数 2,756

个，支撑 12.7 万数据作业。强化智能中台建设，形成大模型总体建设架构规划，同时提升深度学习平台稳

定性和可用性，部署 15 个大模型实例，支持 11 个大模型场景。统筹 AI 模型 819 个，模型调用量 19.9 亿

笔。构建 RPA 机器人工厂，实现与 AI 技术融合，上线场景 1,000 余个。 

4.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助力增强“四大功能” 

作为总部位于上海的金融旗舰企业，公司始终与上海发展同频共振，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全力支持上海

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五个中心”建设重要使命。 

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着力点，坚持以提升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地位为首位，从上海市的发展规划及重大产

业布局出发，充分挖掘业务发展机遇。公司在数智化战略的驱动下，有效聚焦贸易中心与航运中心一体化

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科技引领赋能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建设。不断加大客群

经营探索力度，围绕上海市政府持续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开

放枢纽门户功能的“四大功能”导向，打造特色客群经营优势，实现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经营协同。截至报

告期末，上海分行各项贷款余额 6,493.98 亿元，居股份制同业首位。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自营投资交易+浦银避险代客”双轮驱动，资产拓展增强效益，同时紧抓市场机遇，

合理控制同业负债成本。举办“浦银避险蓝皮书发布会”，连续六年向市场传递“开放、贴心、整合”的

避险理念。落地全市场首单券商发行玉兰债 3 亿元，加大对科创领域的专精特新等企业支持力度，助力金

融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成功申请获得交易中心本币系统利率互换专属报价商资质。继续做强资产托管

业务，报告期末，资产托管规模超 17 万亿元，居全市场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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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银行业务数据 

1.补充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总额 9,053,468 9,007,247 

负债总额 8,302,126 8,274,363 

存款总额 4,926,354 4,984,630 

其中：公司活期存款 1,788,925 1,813,631 

公司定期存款 1,670,142 1,765,364 

个人活期存款 396,323 354,015 

个人定期存款 1,068,400 1,049,278 

贷款总额 5,186,270 5,017,754 

其中：不良贷款 75,041 74,198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减值准备 130,467 129,420 

拆入资金 316,533 302,677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0.20 0.18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2.64 2.50 

注： 

（1）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未经年化处理。 

（2）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资产平均余额，资产平均余额=（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2。 

（3）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4） 贷款总额为公司贷款、个人贷款及票据贴现本金余额的合计，存款总额为公司存款、个人存款和其他存款本金余

额的合计。 

2.资本结构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集团 本行 本集团 本行 

资本总额 883,115 851,976 864,155 832,368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637,518 611,292 617,628 592,162 

      其他一级资本 110,575 109,910 110,557 109,910 

      二级资本 135,022 130,774 135,970 130,296 

资本扣除项 20,261 46,835 19,703 45,795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 20,261 46,835 19,703 45,795 

      其他一级资本扣减项 - - - - 

      二级资本扣减项 - - - - 

资本净额 862,854 805,141 844,452 786,573 

最低资本要求（%） 8.00 8.00 8.00 8.00 

储备资本和逆周期资本要求

（%） 
2.50 2.50 2.50 2.50 

附加资本要求（%） 0.50 0.50 0.50 0.50 

风险加权资产 6,986,622 6,711,150 6,667,213 6,421,705 

其中：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6,557,791 6,292,861 6,256,306 6,040,408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65,510 74,197 65,166 57,832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363,321 344,092 345,741 323,46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83 8.41 8.97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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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资本充足率（%） 10.42 10.05 10.63 10.22 

资本充足率（%） 12.35 12.00 12.67 12.25 

注： 

（1） 报告期末资本充足率相关数据及信息，为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口径计量，上年末

资本充足率相关数据及信息，为根据原中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口径计量。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一级资本净额=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其他一级资本-其他一

级资本扣减项；总资本净额=一级资本净额+二级资本-二级资本扣减项。 

（2） 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系统重要性银行应额外满

足附加资本要求，公司入选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第二组，适用附加资本要求为 0.5%，公司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 8%、9%和 11%。 

3.杠杆率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集团 本行 本集团 本行 

一级资本净额 727,832 674,367 708,482 656,277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10,643,390 10,416,643 10,680,635 10,473,733 

杠杆率（%） 6.84 6.47 6.63 6.27 

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系统重要性银行应额外满足附加杠杆率要求，公司

入选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第二组，适用附加杠杆率要求为 0.25%，即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杠杆率不得低于 4.25%。 

4.流动性覆盖率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 报告期末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746,283 

现金净流出量 612,790 

流动性覆盖率（%） 121.78 

5.公司其他监管财务指标 

项目（%） 监管标准值 
实际值 

报告期末 上年末 2022 年末 

资本充足率 ≥11 12.00 12.25 13.31 

一级资本充足率 ≥9 10.05 10.22 10.63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 8.41 8.51 8.79 

资产流动性比率-人民币 ≥25 47.80 50.62 50.67 

资产流动性比率-本外币合计 ≥25 48.29 50.91 50.85 

拨备覆盖率 ≥130 170.01 170.19 155.28 

贷款拨备率 ≥1.8 2.43 2.49 2.33 

注： 

（1） 本表中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比率、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率按照报送监管机构数据计算，数据口径为母公司口

径。 

（2） 根据原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 号）规定，对各股份

制银行实行差异化动态调整“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监管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