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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行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仔细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行网

站 www.boc.cn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本行董事会于 2021年 8月 30日审议通过了本行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会议应出席

董事 15 名，亲自出席董事 14 名，独立董事崔世平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委托独立董事廖长江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15 名董事均行使表决权。本行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1.4  本行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 2021年中期财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根据中国和国际审阅

准则审阅。 

第二节  公司简介 

 A 股 H股 境内优先股 境外优先股 

证券简称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中行优 3 

中行优 4 
BOC 20USDPREF 

证券代码 601988 3988 
360033 

360035 
4619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梅非奇 余珂 

电话 (86) 10-66592638 (86) 10-66592638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号 

电子信箱 ir@bankofchina.com ir@banko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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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3.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百分比除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02,988 285,710 6.05% 

营业利润 147,943 128,585 15.05% 

利润总额 148,302 129,616 14.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2,813 100,917 11.7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2,038 100,438 11.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6 0.32 12.97% 

稀释每股收益（元） 0.36 0.32 12.97% 

基本每股收益（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0.35 0.31 12.72% 

稀释每股收益（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0.35 0.31 12.72%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11.97 11.10 上升 0.87 个百分点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11.88 11.05 上升 0.83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8,576 137,357 401.30%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总计 26,317,327 24,402,659 7.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105,347 2,038,419 3.28% 

3.2 普通股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2021年6月30日普通股股东总数：744,370名（其中包括566,771名A股股东及177,599名H股股

东） 

2021年6月30日，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普通股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东性质 

普通股股

份种类 

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188,461,533,607 64.02% - 无 国家 A 股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34,667,391) 81,867,343,599 27.81% - 未知 境外法人 H 股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54,880,040) 7,941,164,885 2.70% - 无 国有法人 A 股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1,810,024,500 0.61% - 无 国有法人 A 股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5,329,729  1,097,166,988 0.37% - 无 境外法人 A 股 

6 MUFG Bank, Ltd. -  520,357,200 0.18% - 未知 境外法人 H 股 

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红利型产品（寿

自营）委托投资（长江养老） 

-  382,238,605 0.13% - 无 其他 A 股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371,027,172) 341,661,998 0.12% - 无 其他 A 股 

9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港股通（创新策略） 
-  169,172,162 0.06% - 无 其他 A 股 

10 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 166,000,000  166,000,000 0.06% -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A 股 

H股股东持有情况根据H股股份登记处设置的本行股东名册中所列的股份数目统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在该公司

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本行H股股份合计数，其中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所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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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以名义持有人身份，受他人指定并代表他人持有股票的机构，其中

包括香港及海外投资者持有的沪股通股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管理，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港股通（创新策略）为中

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管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

子公司。 

除上述情况外，本行未知上述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3 控股股东变更情况 

不适用 

3.4 优先股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2021年 6月 30日优先股股东总数：63名（其中包括 62名境内优先股股东及 1名境外优先

股股东） 

2021年6月30日，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司以托管人身份，代表截至2021年6月30日，在清算系统Euroclear

和Clearstream中的所有投资者持有197,865,300股境外优先股，占境外优先股总数的100%。 

中金公司－农业银行－中金公司农银瑞驰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公司－农业银行－中

金农银1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截至2021年6月30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同

时为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和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一。 

除上述情况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上述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

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序号 优先股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优先股 

股份种类 

1 
博时基金－工商银行－博时－工行－灵

活配置 5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0,000,000) 200,000,000 16.7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2 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司 - 197,865,300 16.52% 未知 境外法人 境外优先股 

3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乾元－日新

月异”开放式理财产品单一资金信托 
- 133,000,000 11.1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4 
中金公司－农业银行－中金公司农银瑞

驰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2,920,000 82,390,000 6.88%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3,000,000) 70,000,000 5.84%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6 
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通银行－交银施罗

德资管卓远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980,000) 54,400,000 4.54%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40,000,000 3.34%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8 
中金公司－农业银行－中金农银 10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4,290,000 38,720,000 3.23%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9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00,000) 30,000,000 2.5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9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30,000,000 2.50%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9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7,000,000) 30,000,000 2.5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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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重要事项 

4.1主要经营情况 

本行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营管

理，经营业绩稳中有进。上半年，集团实现净利润1,185.47亿元，同比增长9.96%；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28.13亿元，同比增长11.79%。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0.93%，

净资产收益率(ROE)11.97%。 

密切关注经营形势变化，加强资产负债统筹平衡，做好前瞻性和趋势性研判，动态调整业务

策略，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各项业务保持平稳增长。6月末，集团资产总计263,173.27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9,146.68亿元，增长7.85%。集团负债合计240,869.79亿元，比上年末

增加18,471.57亿元，增长8.31%。其中，集团客户贷款总额154,164.0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1,999.23亿元，增长8.44%。集团客户存款总额182,277.7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3,486.00

亿元，增长7.99%。 

紧紧围绕集团战略规划，加快构建以国内商业银行为主体、全球化综合化为两翼的战略发展

格局。中国内地商业银行业务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把握时代机遇，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业务、重点项目，夯实客户账户基础，强化产品创新驱

动，持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半年，中国内地商业银行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330.49亿元，

同比增加164.40亿元，增长7.59%。 

作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行，本行立足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全球化经营，积极服务新

发展格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提升全球化业务的价值创造能力。截至6月末，海外商业

银行客户存款、贷款总额分别为5,529.18亿美元、4,554.95亿美元，比上年末分别增长

13.97%、11.70%。实现利润总额36.42亿美元，同比下降1.89%，对集团利润总额的贡献度为

15.89%。本行持续优化全球化网络布局，进一步提升全球化服务能力。截至6月末，本行共

拥有556家海外分支机构，覆盖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含25个“一带一路”国家。 

坚持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围绕客户综合金融需求，不断完善综合经营布局，深化重点

地区协同机制，着力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努力将综合化经营打造成为集团差异化优势，推动

综合经营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集团的价值创造者、功能开拓者和机制探索者。 

持续完善与集团战略相适应的风险管理体系。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形势，加强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治理架构，优化管理机制，理顺管理流程，丰富管理工具，夯实管理基

础，为集团持续稳健经营保驾护航。6月末，集团不良贷款总额 2,003.48亿元，比上年末减

少 69.25 亿元；不良贷款率 1.30%，比上年末下降 0.16 个百分点；集团贷款减值准备余额

3,691.68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5.49亿元；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184.26%。 

深入贯彻资本约束和价值创造理念，完善经济资本预算与考核机制，积极推进资本管理系统

建设，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表内外资产结构，努力提升资本内生能力。稳步开展

外源资本补充，把握市场时间窗口，上半年成功发行 500 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和 250 亿

元二级资本债券，赎回 280 亿元境内优先股。6 月末，集团资本充足率为 15.61%，保持较高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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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展望 

下半年，银行业仍将面临较为复杂的经营环境。从国际来看，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

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经济发展动力进一步

增强，但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 

本行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落实集团“十四五”规划，统筹疫情防控和经营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确保“十四

五”开好局。 

一是，扎实推进“一体两翼”布局，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主动融入发展大局，发挥特色

优势，加大投入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融资支持重点领域项目，进一步巩固境内商业银行

业务基石作用。主动应对后疫情时代形势变化，加快全球化业务转型。做强综合经营优势，

持续提高价值创造能力。 

二是，扎实抓好“八大金融”，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全面融入经济转型进程，持续着力发展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跨境金融、消费金融、财富金融、供应链金融、县域金融

等“八大金融”，主动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发展新动能。 

三是，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发展能力。深度融入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全面布局

数字新基建，深化场景生态建设，充分发挥产品创新的助推作用，推动经营管理模式全方位

升级。 

四是，强化全面风险管控，提升重大风险应对能力。优化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健全风险管理

体制机制。持续加强资产质量管理，大力开展不良清收化解。前瞻开展流动性和市场风险管

理，完善金融市场重大风险预警与处置机制。狠抓内控案防工作，深化反洗钱与制裁合规管

理。加强声誉风险管理，不断提升品牌形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