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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利润双双增长

先看工农中建四大行业绩。半年报数据显
示，四大行上半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超
5000亿元，占上市银行利润的六成。其中工商
银行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604.42亿元，同比增长
4.87%。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净利润
同比分别增长6.63%、6.28%和5.21%。

银监会发布的数据也显示，截至2018年二
季度末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 260 万亿元，同比
增长 7.0%；负债总额 240 万亿元，同比增长
6.6%；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 10322 亿元，同比
增长6.38%。总体运营良好。

资产质量方面，国有大行持续加大不良贷
款核销力度，不良率均实现下降。其中，农业
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62%，较去年末下降0.19个
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为1858.95亿元，较去年
年末减少81.37亿元，实现两项指标的双降。工
商银行不良率则降至 1.54%，实现 6 个季度连
降。

“净利润普遍回升，资产质量持续改善，上
半年上市银行总体表现是比较好的。”中国人民
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对本报
记者表示，尤其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政策严
监管和去杠杆背景下，银行取得这样的成绩是
不容易的，可以称得上是“逆势”上涨。

理财收入减少近半

上半年，资管新规对银行理财业务影响深
远，这在各行半年报中可见一斑。整体来看，
各行的理财产品余额呈收缩态势，理财业务产
生的中间收入更是大幅下降。

余额普遍收缩。截至今年 6 月末，建行理
财产品余额为 19486.26 亿元，较去年年底减少
1366亿元；中行上半年理财产品规模余额合计
10609.97亿元，较去年年底减少967亿元。另外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
浙商银行等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

对于理财收入的减少，各银行给出的解释
均与落实资管新规要求相关。比如中行在年报
中解释称，“主要是积极落实资产管理业务监管
新规等政策要求，咨询顾问、表外理财和代理
保险相关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有所下降。”

不过理财收入的短期下降并不意味着长远
发展受阻。“理财收入下降，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建行副行长张立林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作为
商业银行，应该积极落实资管新规的要求。但随
着调整的逐步到位，来自资产管理的收入会逐步
提升。”易会满则表示，资管新规尽管对资产管理
业务短期有影响，长期发展还是非常有利的。让
银行正式回归“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真正打破刚
性兑付，符合全球资管的发展规律。

信贷向基建小微倾斜

在去杠杆背景下，银行信贷流向同样是市
场关注的问题。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到 5 月
末，制造业贷款余额保持增势；小微企业、涉
农、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领域和薄弱环节贷
款分别同比增长 14.2%、7.6%、45.6%，信贷结
构持续得到优化。

这在银行半年报中得到体现。例如，中国
银行境内人民币公司贷款较年初新增 1561 亿
元，重点支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推动高端
装备制造、民生消费、节能环保等产业发展
等。农业银行主动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抢
抓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项目。

建行行长王祖继表示，在稳健经营和保持经
济指标稳中向好的前提下，尽量加大信贷投入，支
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和结构调整。比如，在民生领
域的痛点问题、小微企业的发展方面加大信贷投
放力度。工行行长谷澍特别强调，对一些坚守主
业、生产经营正常且发展预期较好的企业，多措并
举帮助其渡过难关，而非简单地抽贷断贷。

在董希淼看来，上半年银行加大服务实体的
力度，服务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中。展望未来，在外
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银行业运营会面
临一定压力，但在强调“六稳”和政策预调微调等
利好背景下，下半年的良好业绩可期。

理财收入减 资产利润增

银 行 业 绩 抗 压 上 涨
本报记者 李 婕

近来，上市银行半年报陆续发布。在上半年资管新规出台、政策
严监管和去杠杆等背景下，多数银行仍实现利润较大增幅，资产质量
持续改善，信贷结构优化。展望未来，不少银行表示信贷将继续向基
建和小微倾斜。专家认为，当前银行服务实体能力在增强，下半年在
政策等方面利好下，银行业良好业绩可期。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9 月 16 日正式对外发
布《改革开放40年：企业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
的重要力量——2018·中国企业家队伍成长与发
展调查综合报告》 显示，通过对中国企业家40
年成长历程分析表明，中国企业家队伍不断壮
大，素质也有了明显提升。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长期追踪调查结果显
示：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
深入和全球化的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逐步
建立并不断完善，企业营商环境和企业家成长
环境持续改善。对中国企业家40年的成长历程
分析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家队伍
不断壮大，素质也有了明显提升。

中国企业家群体呈现出五大特点。第一，
企业家使命感和角色意识不断增强，事业目
标更加远大，坚持不懈、积极进取成为企业
家群体的精神风尚；第二，企业家战略决策
能力显著提升，决策模式明显优化，采取主
动 探 索 型 战 略 的 企 业 家 比 重 不 断 上 升 ； 第

三，企业家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不断增强，
完成了从基于实践经验管理的经营者向基于
现代系统管理知识的企业家的飞跃；第四，
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企业家在选
择做企业的目的时，自我实现的需要比重不
断下降，而回报他人和社会的综合比重不断
上升。在企业家群体中关注生态环境、重视
员工发展、参与社会公益渐成风尚；第五，
企业家精神内涵不断深化、丰富，实现了从
冒险开拓、吃苦耐劳到持续创新、精益求精
的演进，诚信、造福社会等更多迈向美好生
活所必需的现代商业文明，也逐渐成为优秀
企业家的价值共识和不懈追求。

《报告》 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
企业家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做出了巨大贡
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突出表现
在六大方面：一是促进了中国经济取得持续40
年举世瞩目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就业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二是推进了市场化的发展进

程，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三是有力地
促进了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逐步成长为
创新的主体，正由“制造”优势向“智造”优
势转变；四是推动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建
立，促进了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五是推动全
球化发展，使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格局；六
是不断提升商业文明水平，特别是契约精神和
规则意识的增强，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进入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
发生了巨大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环境的
变化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给企业的创新发
展带来了压力和动力，对企业家成长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管所企业家调查系
统课题组 1993 年-2017 年连续 25 年组织实施

“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追踪调查”，每年回收有
效问卷数量平均 3000 份左右，样本覆盖 31 个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个行业，调查问卷多
由企业法定代表人填答。

中国企业家素质明显提升
本报记者 严 冰

中国企业家素质明显提升
本报记者 严 冰

本报北京9月 17日电 （记者王
俊岭） 2018 年第 22 号台风“山竹”

（强台风级） 已于9月16日17时在广
东台山海宴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14级。

针对这场强度高、范围广、破坏
力大的台风是否会威胁相关地区核电
站安全运行，中国广核集团新闻发言
人黄晓飞表示，目前大亚湾、阳江、
台山、防城港四大核电基地人员平
安，18台核电机组均保持安全状态。

“我国核电厂址对地质、地震、
水文、气象等自然条件和工农业生产
及居民生活等社会环境有严格到近乎
苛刻的要求。选址要调查研究人口密

度与分布、土地及水资源利用、动植
物生态状况、农林渔业、工矿企业、
电网连接、地质、地形、地震、海洋
与陆地水文、气象等历史资料和实际
情况。依据这些要求，核电站的厂址
要经过层层比选，往往是先圈定几个
有希望的候选地带，再采用‘淘汰
赛’确定最终的胜出者。”黄晓飞
说，我国核电站在设计时，已充分考
虑台风、地震、海啸、飞机撞击等极
限事故的影响。例如，核电站厂房使
用钢筋量远远超过普通建筑，厂房结
构强度非常高，能抵御台风、飞机撞
击等情况，因此“山竹”不会对核电
站安全运行产生影响。

本报北京9月 17日电 （记者邱
海峰） 9 月 17 日 8 时，国家减灾委、
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 22 号强台风

“山竹”给广东省造成的严重影响，
紧急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应
急管理部前期派出的工作组就地转为
国家救灾应急响应工作组，继续在受
台风影响最为严重的广东江门、阳江
等地实地查看灾情，全力指导和协助
地方开展应急救灾各项工作。

据广东省民政厅报告，截至9月
17 日 8 时，“山竹”台风造成深圳、
珠海、江门、湛江、阳江等 14 个市

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 95.1万人，4人
因灾死亡 （广州 3 人因树木倒压所
致，东莞 1 人因构筑物倒塌所致）。
具体灾情仍在进一步核查统计中。

灾害发生后，广东省减灾委、省
民政厅紧急启动Ⅱ级救灾应急响应，
地方各级财政已投入 1440 万元紧急
采购各类救灾物资，已发放7万多件
衣被、3 万多张凉席、1 万张折叠床
以及大米、矿泉水等救灾物资，切实
做好避险转移和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工作。目前，灾区各项抗灾救灾工
作正紧张进行。

9月17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郭肇村1000余名农民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喜迎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当天，德清县举行一
年一度的“敬农节”活动，当地农民参与了丰收集市、民俗表演、技能比赛、体育赛事、农事体验等庆祝活动，以庆丰收的方式感恩自然的赐予、土
地的供给和农民的辛勤。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针对台风“山竹”给广东造成的影响

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

“山竹”难撼核电站安全运行

新华社北京9月 17日电 （记者
陈炜伟、于佳欣） 商务部服贸司副司
长李元17日说，“十三五”以来，我
国服务外包迈入黄金发展期。

李元在当日举行的第九届中国国
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2016 年，全国服务外包执行
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2017 年达到
126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5%。今
年 1 至 7 月，全国服务外包执行额
628.2 亿美元，其中离岸执行额 384
亿美元，占新兴服务出口的比重超过
70%，正在成为新兴服务出口的主要
实现路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
断攀升，日益成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他表示，新时期要以服务外包为

重要抓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培
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
建设。要重点抓好服务外包转型升级
的顶层设计。商务部正在研究制定新
一轮服务外包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政策
措施，推动服务外包向数字化、融合
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升级。

据了解，第九届中国国际服务外
包交易博览会将于今年 9 月 27 日至
28 日在杭州召开，主题为“适应发
展趋势，集聚创新要素，开拓数字化
服务新时代——新技术·新业态·新人
才·新机遇”。

辣椒香 农民富
9月16日至17日，2018第十三届全国辣椒产业大会在河南省商丘市柘城

县举行。今年，柘城全县辣椒种植面积达到40万亩，年产干椒12万吨，年交
易量60万吨，年交易额突破70亿元，年出口创汇2亿元，超15万人从事辣椒
种植、加工、营销等工作，辣椒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图为柘城农
民们在采摘辣椒。 马跃峰 霍亚平摄

服务外包迈入黄金发展期

高端机床畅销海外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素有“中国剪折机床第一镇”之称，现有机床及

刃模具等相关企业2000余家，机床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占2/3，产业规模
和进出口规模在安徽省排名第一。近年来，博望区产品远销中东欧、中东、
东南亚等8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图为技术人员在组装出囗的
数控光纤激光切割机床。 王文生摄 （人民视觉）

乡村敬农节 欢乐庆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