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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25 证券简称：沪农商行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13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媒体采访

 新闻发布会

□ 现场参观

□ 分析师会议

√ 业绩说明会

□ 路演活动

□ 其他：

时间及参与单

位名称
2022 年 11 月 18 日 13:00-14:00 投资者网上提问

地点 公司通过上证路演中心采用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业绩说明会

我行接待人员 董事长徐力、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俞敏华、首席财务官姚晓岗、独立董事陈继武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1、上海的银行很多，你们主要经营特色与优势是什么？

本行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上海市经济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国直辖市首

位，郊区经济规模大、增速高，本行聚焦上海，扎根郊区，发展快、安全边际高，在网点

布局方面，郊区网点数量及占比全市领先，郊区各项存贷款市占率保持头部水平。在此基

础上，本行有广泛扎实的客群基础，快速发展的财富管理，特色鲜明的科创金融，优势突

出的综合服务，扎实强劲的资源支撑，这些共同构成了本行的特色优势。此外，本行实施

职业经理人改革，管理机制更为市场化，目前已形成职业经理人一正六副的架构，其中有

5位为 70 后，1 位为 80 后，年轻化的管理层带来相对更为灵活敏捷的文化机制以及更具活

力的工作氛围。

2、疫情对公司上半年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有冲击，三季度是否有所好转？

三季度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95.37 亿元，同比增长 7.63%。其中：非利息净收入 39.80

亿元，同比增长 4.14%。非利息净收入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7.49 亿元，同比下降 2.26%，

主要是受二季度上海新冠疫情影响，单季居民消费需求、企业正常资金往来减弱，导致前

三季度累计手续费收入有所下降，但三季度以来随着疫情转为常态化管理，客户需求与业

务恢复后，手续费收入同比降幅较上半年收窄，三季度单季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环比二季

度有恢复性增长。

3、公司分红率还是挺高的，有没有考虑进一步提高分红率？

本行未来将继续努力经营，为投资者创造回报。本行的利润分配会综合考虑当前的发

展阶段、自身盈利水平和资本需求等因素，兼顾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股东整体利益，以及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4、绿色金融方面，你们银行做了哪些工作？

本行致力于打造“长三角最具绿色发展底色的银行”，制定 2035 年绿色金融远景目标

及《上海农商银行 2021—2025 年绿色金融发展战略》，积极打造涵盖绿色信贷、绿色投资、

绿色租赁、绿色投行、绿色理财在内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体系，通过公私联动、投贷联动、

银租联动等方式积极推动绿色信贷发展，绿色信贷产品体系不断丰富。截至 2022 年 9 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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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信贷余额 373.2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88.7%，业务规模实现大幅提升。

5、现在各家银行都在发展零售业务，你们行零售业务发展的如何？

本行立足客户中心和价值创造，通过专业化经营持续提升客户服务能力，管理个人金

融资产规模稳步增长，人民币储蓄增量结构显著改善，客群分层分类经营成效初显，产品

服务特色逐步成型。

截至今年 9 月末，本行管理个人客户金融资产（AUM）余额 6,873.33 亿元，较上年末

增长 674.93 亿元，增幅 10.89%。其中非储蓄 AUM 余额 2,568.50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229.19

亿元，增幅 9.80%。本行个人存款（含其他个人存款）余额 4,304.99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445.90 亿元，增幅 11.55%；零售贷款余额达 1,914.21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77.29 亿元，

增幅 4.21%。

6、上海农商银行投行业务做得怎么样？

本行深入推进“商行+投行”转型发展，形成“融资+融智”两翼协同的展业模式，通

过打造“股、债、贷、资”四轮驱动的投行产品体系，实现主流投行产品全覆盖，为客户

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一方面，在传统信贷客户中积极挖掘投行业务机会，提

高传统客户投行业务渗透率；另一方面，积极利用投行产品灵活多样优势开拓新客户，特

别是科创企业客户，并以此带动传统信贷业务。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本行实现债券承销规模 275.74 亿元，其中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承销规模 274.24 亿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金额排名位居全国 B 类主承销商

首位、上海地区银行主承销商第 9位。客户挖掘方面，坚持做好市场成熟发债客户的持续

营销和潜在发债客户的挖掘培养，为 33 家发行人发行 47 只债券，其中为 31 家非金融企业

发行人发行 45 只债券。

7、关注到贵行提到科创金融特色，具体发展如何？

本行秉持“科创更前、科技更全、科研更先”理念，持续构建以“鑫动能”为特色的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以“做小做散”为策源起点，注重多维度综合金融服务覆盖。围绕“鑫

动能”科创生态服务核心圈建设，向具有核心技术、高成长性的中早期科创企业提供包括

投贷联动等在内的创新金融服务，探索针对孵化器客群的风控机制，助力提升科技金融服

务能力。

截至今年 9 月末，本行科技型企业贷款规模达 696.54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70.77 亿

元，增幅 32.48%。累计服务企业约 5,800 家；“鑫动能”培育库企业达 655 家，综合授信

规模近 550 亿元。

8、房地产业务现在风险点不少，你们银行房地产贷款这么多，怎么控制风险？

本集团房地产信贷投放保持平稳有序，对房地产贷款实施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名单

管理、封闭运行、严防风险，稳步推进集中度压降工作。一方面认真落实监管要求，严格

约束房地产集中度指标，另一方面主动调整自身业务结构，重点支持城市更新、园区开发、

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等项目。资产质量稳定，业务风险可控。

下阶段，本集团将在有效落实监管部门对房地产贷款最新要求的同时，积极布局其他

优质资产，持续扩大非房地产贷款业务规模，不断优化信贷结构，进一步支持绿色金融，

服务科技型企业、普惠小微企业等实体企业发展。

9、三季度普惠贷款增长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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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9 月，本行建立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制定普惠小微业务

推进方案，加大普惠小微客户资源倾斜。截至今年 9 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618 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 65 亿元；普惠小微贷款户数 3.67 万户，较上年末增长 1.31 万户。

10、普惠金融业务发展有什么新的亮点么？

本行积极探索普惠第二发展曲线，以微贷业务为特色，扩大在线产品业务受理范围，

落地贷前审查 RPA 处理、移动端税务授权等功能，强化贷后管理，普惠数字化经营能力持

续提升。

截至今年 9 月末，普惠在线贷款余额 155.91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68.70 亿元；微贷金

额突破 5 亿元，户均 160 万元；服务普惠在线客户近 7,500 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