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银行连年减收，“金融业”不良率行业第一

美股将迎大变化：“T+2”变“T+1”

重庆银行的营收挑战或加剧

重庆银行整体经营规模有所增长。截至2023
年12月31日，重庆银行资产总额7598.84亿元，较
上年末增加751.71亿元，增幅10.98% ；贷款总额
3929.3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403.62亿元，增幅
11.45% ；存款总额4148.13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322.18亿元，增幅8.42%。根据过往财报，重庆银行
连续2年减收增利。2022年，重庆银行实现营业收
入134.7亿元，同比减少7.23%；实现归属净利润
48.68亿元，同比增加4.38%。

具体来看，2023年重庆银行其中，利息净收入
为 104.47亿元，较 2022年减少 3.61亿元，降幅
3.34%；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4.11亿元，较2022年
减少3.50亿元，降幅45.96%。其他非利息净收入
23.53亿元，较2022年增加4.57亿元，增幅24.12%。
净利息收益率为1.52%，较2022年下降22个基点，
低于2023年商业银行均值1.69%。其他非利息净
收入的增长无法覆盖净利息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
的下滑，导致重庆银行整体营收下滑。

重庆银行表示，该行净利差较上年下降20个基

点至1.39%，净利息收益率较上年下降22个基点至
1.52%。在银行业息差普遍下行的背景下，重庆银行
也不能例外，利息净收入相应减少。但是重庆银行的
净息差明显低于其它商业银行2023年的均值1.59%。

从近五年看，重庆银行营收至2021年创阶段
性高点后，近三年持续遭遇下滑，作为营收支柱的
利息净收入也基本是这一趋势，且去年跌幅3.34%，
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虽只贡献了4.11亿元，但同比
跌幅46%，跟此前4年比差距拉大。

近两年来，央行对LPR持续下调，各家商业银
行净息差持续收窄，在非利息收入难以成气候且
还在大幅下滑之际，重庆银行的营收挑战或还会
加剧。

另据不完全统计，已公布年报的21家上市银
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下降6.4%。有分析
指出，“报行合一”对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有较大
冲击，各大银行的中收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
响。但重庆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不仅下滑幅度
较高，且占比较低，仅有 3.11%；根据毕马威的
《2023年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2022年，59家
上市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总营收的比重

为13.48%。
据了解，尽管国家政策强调银行中间业务减费

让利，但是中间业务靠着对资本占用低的特点早已
成为银行轻资产转型的重要支点，也能一定程度上
体现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重庆银行在
这一方面已经有所落后。

重庆银行之所以能实现利润正增长，一部分得
益于免税资产配置增加。财报显示，重庆银行所得
税费用为8.59亿元，较上年减少3.14亿元，降幅
26.76%。其中，免税收入产生的税务影响为-8.52
亿元，较2022年增加39.55%。据重庆银行解释，免
税收入主要指国债及地方政府债的利息收入，根据
税法规定，该利息收入是免税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信用减值损失的变化对
重庆银行的利润亦有影响。财报显示，2023年重庆
银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1.159亿元，2022年同期
为-5.559亿元；信用减值损失为32.43亿元，较2022
年下降3.16亿元，降幅8.88%。

但即便如此，重庆银行利润总额是下滑的。
2023年，重庆银行的利润总额为60.88亿元，2022年
同期为62.89亿元，同比下滑3.20%。

高层换血，“金融业”贷款不良率奇高

重庆银行部分行业贷款质量堪忧。财报显示，
重庆银行“金融业”贷款金额为8.6亿元，不良贷款
金额1.48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17.19%。该部分贷
款不良率远高于重庆银行其他行业贷款。在国内
银行业，很少有金融机构某一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超
过10%，但重庆银行是个例外。

有银行业人士指出，“金融业”贷款分为银行类
和非银类。根据监管规定，银行是不能为银行、保
险、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提供贷款，重庆银行的“金
融业”贷款可能是面向非银类，即消费金融公司或
小贷公司等，导致该类贷款质量不佳。

财报显示，重庆银行是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的主要股东，持有其15.53%的股份。马上消费
主营业务包括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接受股东境内子
公司及境内股东的存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经
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与消费金融相
关的咨询、代理业务等。不过，重庆银行的财报中，
并未披露和马上消费金融之间的业务往来。

营收下降的同时，重庆银行还面临涉房不良贷
款规模及不良率上升的问题。数据显示，2016年至
2023年6月末，重庆银行房地产不良贷款规模由
0.35亿元增至7.13亿元，大幅上涨1937%，房地产贷
款不良率从0.2%增至7.14%，大幅上涨3470%，在17
家A股城商行中最高。

自2021年2月5日A股上市以来，重庆银行长
期破净，股价较高点腰斩，成为同期A股上市银行
的车尾灯。不仅如此，目前A股42家银行股中有
13家跌破发行价，其中重庆银行相较发行价破发
23%，破发幅度仅次于郑州银行和渝农商行。

值得注意的是，日前，重庆银行刚宣布三年内
第四次启动稳定股价措施，拟增持约2900万元，便
遭北向资金疯狂抛售，因此反弹乏力。此前第一大
股东、董事、高管已累计增持约8200万元，纷纷亏
成了“韭菜”。

深究原因，还是重庆银行自身基本面出了问
题，导致“聪明钱”用脚投票。

2023年4月以来，重庆银行管理层经历了“大
换血”，共计有7名高管发生变动。去年8月，重庆
银行从“万亿级”规模的重庆农商行挖来高嵩担纲
行长一职。今年2月20日，“农行”背景的杨秀明成
为重庆银行新董事长。新帅杨秀明上任后，具体如
何提振重庆银行业绩，稳定股价，将是一道难题。

近日，重庆银行对外发布了
2023年财报，从核心数据看，作为中
西部唯一直辖市的城商行，仍任重
而道远。

财报显示，重庆银行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132.11亿元，同比减少
1.89%，实现归母净利润49.3亿元，同
比增加1.27%。

在最近发布的2023年财报中，
重庆银行“按行业划分的贷款及不
良贷款分布情况”显示，“金融业”贷
款金额为8.6亿元，其中不良贷款金
额就达到了1.48亿元，不良贷款率高
达17.19%。

顽固通胀或令央行推迟降息

当地时间4月16日，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不
一。道指涨63.86点，涨幅为0.17%，报37798.97
点；纳指跌19.77点，跌幅为0.12%，报15865.25
点；标普500指数跌10.41点，跌幅为0.21%，报
5051.41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周二的讲话中暗示顽
固通胀可能令央行推迟降息。

鲍威尔表示，最近的通胀数据表明央行可能
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对降息有足够信心。鲍威尔
指出，自去年年底通胀率快速下降后，美联储在
抗通胀方面缺乏更多进展，如果物价压力持续，
美联储可以在“必要长的时间里”维持利率不变。

在与加拿大央行行长TiffMacklem一起参
加的小组讨论中，鲍威尔指出，“最近的数据没有
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信心，相反的，它表明实现这
种信心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

杰斐逊周二表示，随着美联储继续实施限制
性政策，他预计通胀将继续下降。

杰斐逊在讨论多年来政策制定如何变化时
表示：“我的基本预测仍然是通胀将进一步下降，
政策利率将稳定在当前水平，劳动力市场将保持
强劲，劳动力需求和供应将继续重新平衡。”

“当然，前景仍然相当不确定，如果即将到来
的数据表明通胀比我目前预期得更持久，那么在
更长时间内保持目前的限制性政策立场将是合
适的。”他补充道。

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的NickTimiraos表
示，“鲍威尔讲话后，FOMC抢先降息，或因软着
陆而降息的可能性都暂时地荡然无存。美国一
季度通胀变得更加强劲，让美联储重置对通胀朝
着2%可持续地回落变得更有信心的时间表。”

周二经济数据面，美国商务部报告称，3月份
新屋开建和营造许可均未达到预期。

经季节性调整后，3月私人新屋开工总数为
132万套，低于道琼斯预期的148万套。新屋开
建数字较2月份环比下降14.7%，较去年同期下
降4.3%。

3月份的营造许可环比下降4.3%，降至146
万套，低于估计的151万套。竣工的住房单位总
数为147万套，比2月份下降了13.5%。

美联储周二报告称，美国3月份工业生产环
比增长0.4%，符合市场预期，但2024年第一季度
下降1.8%。

美联储还表示，衡量总产出潜力的产能利用
率为78.4%，比2月份上升0.2个百分点，但略低于
道琼斯估计的78.5%。该指标低于79.6%的长期
平均水平。

特斯拉正简化销售和交付系统

板块方面，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八跌三
涨。房地产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分别以1.53%和
1.36%的跌幅领跌，科技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
分别以0.23%和0.07%的涨幅领涨。

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超微电脑涨超10%，
阿斯麦涨超2%，超威半导体、奈飞、英伟达、波音、
博通涨超1%，甲骨文、微软小幅上涨，Meta、英特
尔、亚马逊、台积电、谷歌A、高通小幅下跌，苹果
跌超1%，特斯拉跌超2%。

英伟达上涨1.64%。集邦咨询指出，英伟达
GB200前一代为GH200，出货量估计仅占整体英
伟达高端GPU约5%。目前行业对英伟达GB200
寄予厚望，预估2025年出货量有机会突破百万
颗，占英伟达高端GPU四至五成。预期GB200
及B100等产品要等到今年第四季至2025年第一
季有机会正式放量。由于英伟达B系列包含
GB200、B100、B200等耗费更多的CoWoS产能，
台积电亦提升2024全年CoWoS产能需求，预估
至年底每月产能将逼近4万，相较2023年总产能
提升逾150%。

特斯拉收跌2.71%。马斯克周二称，特斯拉
正在简化销售和交付系统。另据报道，特斯拉两
名顶级高管离职。4月15日，在发布内部邮件宣
布将全球裁员 10%后，特斯拉两名高管 Drew
Baglino和RohanPatel宣布离职。Baglino是特斯
拉早期员工之一，任职时间已有18年，是特斯拉
动力总成和能源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直接向马斯
克汇报。Patel则是于2016年加入特斯拉，曾任特
斯拉公共政策和业务发展副总裁。

苹果收跌1.92%。苹果CEO库克周二表示
希望提升对越南的投资质量。此外据媒体报道，
苹果公司正在与塔塔集团（TataGroup）的泰坦公
司（Titan）和穆鲁加帕集团（MurugappaGroup）进

行深入谈判，以组装甚至制造iPhone摄像头模块
的子组件。Canalys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全球宏
观经济的复苏，以及消费需求回升，2024年第一
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11%。三星
以20%的市场份额重归榜首。苹果公司位居第
二，市场份额为16%，在其战略重点市场上面临
挑战。

AMD上涨1.96%。AMD正式面向商业计算
领域推出新一代AIPC创新产品，即针对商用市
场的处理器新品。AMD全球商用产品市场经理
RonakShah在谈及新品时表示，“它们可以说是
业界顶级的面向台式机、工作站、笔记本电脑在
商用领域当中最优秀的产品。即将要正式发布
的这些产品，可以说是超越了过往已经取得的成
就，将在产品的性能和能效两个领域再向前推进
一大步。”

金融股多数下跌。美国银行、瑞穗金融跌
超3%，花旗集团、地区金融跌超2%，第一资本金
融、纽约梅隆银行、巴克莱、贝莱德、瑞银集团、
摩根大通、美国合众银行、高盛跌超1%，富国银
行、好事达保险、德意志银行、大都会人寿、美国
运通小幅下跌，万事达、维萨、哈特福德金融、旅
行者保险小幅上涨，美国国际集团涨超1%，摩根
士丹利、嘉信理财涨超2%。

美国银行收跌3.53%。美国银行第一财季利
润和营收均超过分析师预期，利息收入和投资银
行业务均好于预期。营收为259.8亿美元，同比
下降1.8%，分析师预期为254.6亿美元。净利润
为 67亿美元，合每股盈利 76美分，同比下降
18%。剔除7亿美元的FDIC特别评估费用，调整
后每股盈利83美分，分析师预期为76美分。

摩根大通收跌1.14%，成交28.93亿美元。摩
根大通首席执行官JamieDimon去年宣布计划出
售该行100万股股票，周一卖出近3300万美元的
股票后，总出售规模达到了这一水平。根据周一
晚间公告，Dimon以每股约184美元的价格卖
掉178222股股票。在他任期内，摩根大通股票
表现跑赢了大盘和同行，并于上月末创下纪录
高位。

能源股多数下跌。美国能源跌超7%，西方石
油跌超2%，阿帕奇石油、马拉松石油、杜克能源、
壳牌、英国石油跌超1%，巴西石油、雪佛龙、埃克
森美孚、康菲石油、斯伦贝谢小幅下跌，卡隆石油
平盘，帝国石油涨超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
数收跌1.27%。富途控股跌超3%，唯品会、哔哩
哔哩、蔚来跌超2%，网易、阿里巴巴、京东、老虎证
券、携程跌超1%，小鹏汽车、拼多多、理想汽车、百
度、新东方小幅下跌，虎牙、金山云平盘，腾讯音
乐、爱奇艺小幅上涨。

其他市场方面，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割的
原油期货收跌0.05美元，跌幅约0.05%，收于每桶
85.36美元。 来源：证券时报网 陈勇洲/文

“1+N”政策直击股市痛点
投资机遇向高股息转移

随着新“国九条”及证监会、交易所系列配套
文件的发布，新一轮资本市场“1+N”政策体系框
架逐渐形成，资本市场建设方向日渐清晰。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此番系列调整，直指我国
股市痛点，有利于解决中国资本市场上被诟病多
年的“牛短熊长”怪象。投资配置方面，高股息相
关领域或存在更多机会；小盘股短期承压，长期具
备发展价值的优质小盘股将持续获得市场青睐。

注册制如何落地生根？

与新“国九条”同日发布的，还有证监会、交
易所的系列配套制度规则，这些政策共同构成中
国资本市场的“1+N”政策体系。“1”指新“国九
条”本身；“N”即若干配套制度规则，其所代表的
领域将不断扩充，现阶段主要围绕退市监管、发
行监管、上市公司监管、证券公司监管、交易监
管、上市审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股东及董监高
减持等方面，突出“强本强基”“严监严管”。

在诸多业内人士看来，“1+N”政策体系直指
我国股市痛点，有利于解决中国资本市场上被诟
病多年的“牛短熊长”怪象。

让注册制真正落地生根，被视为A股走出
“牛短熊长”怪象的关键之一。那么如何让注册
制真正落地生根？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分析
表示，首先，要让注册制真正落地生根，并非简单
地调整发行制度，而是需要对市场和监管生态进
行全面革新。从成熟资本市场的发展经验中可
以发现，一个完备的注册制需要两大外部条件和
三大内部支柱。具体来看，外部条件是健全法律
法规环境和投资者保护机制；而内部支柱则涵盖
事前公平的准入机制、事中完备的信息披露制
度，以及事后严格的退市制度。

高股息成为长期趋势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此番新“国九条”的出
台，有望助推A股走出慢牛行情。

田轩认为，与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
的新兴技术领域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迎来投资
机遇，如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经济等。另外，
监管要求上市公司提高分红稳定性、持续性和可
预期性，推动一年多次分红、预分红等，这将使得
高股息成为长期趋势。因此，具备长期盈利能
力、股息率高、积极开展分红的企业将具备长期
投资价值，并获得市场关注。

谈及近日走弱的小盘股，田轩认为，新“国九
条”加强了退市要求，加强了对“借壳上市”从严
监管等。短期内将对小盘股产生冲击，但是从长
期来看，将引导上市公司加强自身盈利能力建
设，促进资本市场加快优胜劣汰的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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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高扬

美股涨跌不一，鲍威尔暗示或推迟降息。
当地时间4月16日，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涨0.17%，纳指跌0.12%，

标普跌0.21%。道指结束六连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顽固通胀可能令央行在更长时
间内维持高利率政策。美联储副主席杰斐逊表示，维持利率不变有助于降低通胀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美股交易结算方面不久之后将迎大变化。纽交所称，自5月28日起，
美国股票交易结算周期将从“T+2”变成“T+1”。当前美股实行“T+0”交易制度，但实行

“T+2”结算交割制度，投资者买入一只股票，当天可以卖出该股票，但是交易的结算并不是
立即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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