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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行去年多賺15%符預期
發優先股規模尚未定 將盡量降息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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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本港出口連續4個月放緩，上月跌1.3%。政府統計處
數字顯示，2月份本港整體出口貨值2,129億元，按年下跌1.3%，其中2
月份轉口貨值2,096億元，下跌1.3%，港產品出口貨值下跌至33億元，
跌幅為0.3%。
這是本港出口自去年10月錄得8.8%增長後，本港出口增幅呈逐月放
緩之勢，放緩情況一月比一月大。政府發言人表示，今年首兩個月商品
出口在表現頗為呆滯。這大致與許多其他亞洲經濟體的出口表現吻合，
顯示先進經濟體的增長步伐還有待進一步加快，才能增強對亞洲地區的
出口需求。

政府：貿易環境仍不明朗
發言人進一步指出，展望未來，貿易環境仍然受美國貨幣政策的未來路
徑及其對新興市場經濟的可能影響所產生的不明朗因素左右。然而，先進
經濟體的經濟情況如能夠持續改善，則可以帶來一些支持。政府會密切留
意有關情況。
由於受到農曆新年假期在不同日子所影響，每年1月及2月份的貿易

統計數字通常有較大波動。因此，1月及2月份的貿易統計數字適宜合
併分析。合併1月及2月份計算以中和農曆新年假期出現在不同月份的
影響，轉口與港產品出口合計的商品整體出口貨值同比跌0.8%。其中
轉口貨值下跌0.8%，而港產品出口貨值則下跌2.6%。

出口越星增往印度日韓挫
今年2月份與去年同月比較，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上升3.7%。此
地區內，輸往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升幅，尤其是越南
（升33.1%）、新加坡（升14.8%）、印尼（升8.6%）和內地（升
6.5%）。另一方面，輸往印度、日本和韓國的整體出口貨值則錄得跌
幅，分別下跌18.0%、13.7%和10.9%。

出口德美市場急跌近兩成
除亞洲的目的地外，輸往其他地區的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
得跌幅，尤其是德國（跌19.7%）、美國（跌19.5%）和英國（跌16.9%）。
今年首兩個月與去年同期比較，輸往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
跌幅，尤其是台灣（跌16.3%）、德國（跌8.0%）、日本（跌3.6%）、
美國（跌2.3%）、印度（跌1.3%）和內地（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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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淨利息收入3,762.02億元，按年增長
10%，佔整體營業收入的80.8%。截至

去年底，淨利息收益率收窄2基點至2.79厘，
但較去年上半年則擴闊5基點。財務總監張克
秋昨解釋，由於人民銀行2012年兩度下調基
準利率，令去年貸款平均收益率下降42基點
所致，情況已較預期為好。預期今年利率波動
加大，該行將維持存款低成本優勢，並利用縣

域及小微業務的優化空間應對。
中國證券報昨報道稱，以農行為首的5家

內銀將率先發行優先股，預計規模逾千億
元，股息率5厘至8厘。報道引述農行負責人
表示，計劃發行優先股因未來利率走勢難
料，公開發行須支付固定股息，若採用非公
開發行則可按浮動股息支付，估計發行優先
股規模不多於800億元。

發行優先股可為銀行補充一級資本，降低在
二級市場融資的憂慮，農行副行長李振江昨表
示，該行去年底資本充足率上升1基點至
11.86%，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升1基點至
9.25%，資本水平符合監管要求，發行優先股
在於探索另一種補充資本方式，盡量將息率成
本降至最低。該行一直跟蹤市場變化並做好準
備，但強調目前尚未訂定發行規模。資產負債
管理部總經理劉強補充，雖資本充裕，但為長
遠發展須進一步補充資本水平，降低負債。

資本充足率升 不良貸款率降
截至去年底，農行不良貸款餘額增19.33億

至 877.81 億元；不良貸款率 1.22%，下降
0.11個百分點。風險管理總監宋先平表示，
不良貸款的重災區在浙江，但該行在浙江的
不良貸款率僅1.55%，在溫州亦僅1.67%，仍
控制得宜。但在未來經濟下行下，不良貸款
有反彈壓力，估計不良貸款率將小幅增加，
而不良貸款率則可保持平穩。該行撥備覆蓋
率達367.04%，有足夠財務資源，相信整體
發行仍可控。
宋先平亦指，去年共有6批不良貸款轉售

予資產管理公司，總額41億元，佔總不良貸
款的35%，但在轉售不良貸款之外，亦會自
行清算及按監管要求核銷，該行會在上游控
制不良貸款產生。

撥備覆蓋率大增達監管要求
該行去年貸款減值損失減少 25.02 億至

521.26億元，主要由於組合計提的貸款減值
準備有所減少；貸款減值準備餘額增加
422.03億至3,221.91億元。 風險抵補能力進
一步增強，撥備覆蓋率上升40.9個百分點至
367.04%，達監管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四大內銀在本周公布業績，農業銀行

（1288）昨打頭炮，去年純利增長14.6%至1,663.15億元（人民幣，下

同），符合市場預期，主要由於淨利息收入增加10%。每股盈利0.51元，

派末期息每股0.177元。內銀股板塊昨表現反覆，農行昨收報3.2港元，微

跌0.31%。

投資收益勁 國壽多賺1.2倍

農行：冀與互聯網金融公平競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內地銀行業

的暴利時代結束，金融改革窒礙利息收入利潤，
而正在銀行轉攻非利息收入發展中間業務之際，
互聯網金融迅速冒起壯大，直接搶佔中間業務
市場空間。農業銀行（1288）副行長李振江昨
表示，對互聯網金融「尊重，歡迎」，相信有
利整體社會福利提高，希望可形成公平的市場
參與環境，公平競爭。

強化自身網上金融平台
李振江表示，對互聯網金融發展感到壓

力，但壓力亦是推動力，可促進重新定義服
務渠道、改善客戶服務體驗，以及讓大量數
據資源的價值得以釋放。該行有發展互聯網

金融的藍圖，建立自身網上金融平台，並運
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研發和建構三農相關的
垂直互聯網金融系統。
農行、中國銀行及工商銀行在2月底開始

下調用戶使用支付寶快捷支付的額度，農行
及中行將單筆額度由5萬元降至1萬元，工行
則由5萬元降至5,000元。工行認為，快捷支
付在過去3年來均不符法規，下調限額並非
針對餘額寶。
李振江表示，下調快捷支付額度，是由於

接獲大量客戶投訴，故必須確保客戶資產安
全，有關調整只是針對第三方支付，不排除
日後再視市況調整額度。他認為，金融市場
正進入競爭與合作並存的關係，對第三方支

付機構維持歡迎及開放合作的取態。

漸適應利率市場化進程
有業界人士預期隨利率市場化推進，銀行

得以提供較高回報的理財產品，餘額寶等新
興的互聯網金融產品吸引力將會降低。李振
江表示，目前貸款利率已進入市場化階段，
該行正逐步適應利率市場化進程，預期日後
存款利率調整將帶來更大衝擊，但相信各銀
行會作好準備，該行亦會按中央政策時間表
開展相關工作。
資產負債管理部總經理劉強續指，完全開

放存款利率是利率市場化的最後一步，該行
已開始製作存款利率定價模型。去年人民銀
行容許業界發行同業存款證，該行已對此有
相當準備，同時亦會積極研究客戶存款證並
開展準備工作。

國壽換總裁及增資財險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國人壽
（2628）昨公布，對於該公司和母公司中國
人壽集團分別持股40%和60%的中國人壽財
產保險公司進行增資，註冊資本由原來的80
億元（人民幣，下同）增至150億元，該公
司和母公司將按持股比例分別增資28億元和
42億元。
國壽還公布人士變動，於2007年9月起擔
任公司總裁的萬峰昨日辭任總裁一職，並被

選為公司副董事長，其執行董事一職則轉任
非執行董事，有關任命昨起生效；而該公司
原執行董事兼副總裁林岱仁則於同日被委任
為公司總裁，不過，其有關任職有待中保監
核准。另外，國壽亦公布，該公司原執行董
事兼副總裁劉英齊於昨日辭任上述職務。

高層薪酬情況披露
國壽昨日亦公布2012年度該公司董事、監

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情況，其中執行董
事兼董事長楊明生，年度基本年薪加上績效
年薪以及福利性收入合共達131.45萬元，其
中基本年薪為33.41萬元；執行董事兼總裁
萬峰，有關收入達160.42萬元，其中基本年
薪為40.1萬元；執行董事兼副總裁林岱仁，
有關收入為158.64萬元，其中基本年薪為
39.65萬元；執行董事兼副總裁劉英齊有關
收入為158.64萬元，其中基本年薪為39.65
萬元；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定邦，基本年薪加
績效年薪合共為30萬元，其中基本年薪25
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國人壽
（2628）昨日公布截至2013年12月底全年業
績，主要受惠於投資收益增長，錄得股東應
佔盈利247.65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
增長123.9%；每股盈利為0.88 元，同比亦增
長123.9%；派發末期息0.30 元（含稅）。
據公布，去年，國壽實現淨保費收入為

3,248.13 億元，同比增長0.8%；首年保費較

2012 年同期下降 8.8%，首年期交保費較
2012 年同期下降11.5%，首年期交保費佔首
年保費比重由2012 年同期的36.11% 下降至
35.05%；十年期及以上首年期交保費較2012
年同期增長12.2%，十年期及以上首年期交
保費佔首年期交保費比重由2012年同期的
41.35%提升至52.40%；續期保費較2012年
同期增長5.8%。內含價值為3,422.24億元，
同比增長1.4%。

償付能力充足率達226.22%
截至去年 12 月底，償付能力充足率為
226.22%。
去年，國壽銀保渠道總保費同比下降

16.5%，首年保費同比下降14.6%，首年期交
保費同比下降36.6%。
去年淨投資收益率4.54%
去年國壽投資收益方面，其總投資收益為

828.16億元，同比上升13.08%。其中息類收

入穩定增長，淨投資收益率為4.54%；價差
收入大幅增長，資產減值損失顯著下降，總
投資收益率為4.86%，包含聯營企業投資收
益在內的總投資收益率為4.95%。受債券市
場收益率曲線上行影響，考慮當期計入其他
綜合收益的可供出售證券公允價值變動淨額
後綜合投資收益率為3.17%。
去年不動產投資方面，國壽穩妥推進商業

不動產項目投資，協議投資金額40.75 億
元；積極推進基礎設施和不動產投資計劃，
累計投資金額約599 億元。其他金融資產方
面，穩健推動信托計劃、理財產品等金融產
品投資，金額合計約59億元。
截至去年底，國壽投資資產達18,486.81億

元，同比增長3.2%；主要品種中定期存款配
置比例由2012年底的35.80%升至35.93%，
債券配置比例由 2012 年底的 46.24%升至
47.25%，股票、基金配置比例由2012年底的
9.01%降低至7.50%。

■左起：中國農業銀行董事會辦公室主任許多、財務總監張克秋、副行長兼董事會秘書李振
江、風險管理總監宋先平、資產負債管理部總經理劉強。 張偉民 攝

■中國人壽去年盈利增長123.9%，主要受惠
於投資收益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