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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26                                    证券简称：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 

阿布扎比投资局、Capital Group、GIC、Point 72、WT Capital、

高毅资产、嘉实基金、工银瑞信、平安养老、毅木资产、景林

资产、才华资本 

时间 2021 年 11 月 3 日下午 

地点 线上会议 

本公司 

接待人员 

行长、董事会秘书、风险管理部负责人、财务管理部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 杭州银行有什么差异化竞争优势? 

答：1）强劲的区域经济动能：公司经营机构所在区域是中国经

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区域优势给我行发展带来产业优势、政

策优势、制度优势。 

2） 公司治理制度优秀：股权结构呈现“小集中、大分散”特

点，前三大股东分别是外资、国资和民营，前十大股东持股比

例稳定在 65%左右，既有利于避免股权过度集中，也防止股权

过于分散导致决策效率低下。 

3） 市场认同的风险管理能力：2021 年 9 月末，我行不良贷款

率 0.9%，关注类贷款占比 0.56%，逾期贷款/不良 77.46%，资

产质量位列上市银行第一梯队。 

4） 市场化机制逐步发力：2017 年在杭州国企中率先试点高管

职业经理人制度，2020 年中开始高管全部为 70 后，积极推进

市场化考核激励机制，人才年轻化、专业化趋势进一步凸显。 

5） 战略定位清晰坚定：核心定位是客户导向、数字赋能，关

键点是客户，通过客户、产品、价值创造的价值链循环，为不

同客群打造专业化、特色化、综合化金融解决方案。 

 

2、 新一轮战略规划中，杭州银行打算如何实现盈利增长？ 

答：1）扎实的资产质量基础是盈利增长保障。截至今年 9 月，

我行拨备覆盖率超 550%，逾期贷款/不良 77.46%，新发生不良

率是市场最低之一，扎实的资产质量为今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

坚实保障。 

2） 积极开展轻资本运营。我行将通过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财

富管理、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并通过数字赋能推动轻资本业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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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3） 中小微业务提升效益。小微金融业务将从抵押为主向信用

延伸，纯线上小微业务已起步，同时将更加积极发展中小实体

企业业务、继续巩固科技金融优势业务，提倡标准化、场景化

融资，提高客户综合贡献度。 

 

3、 杭州银行新一轮五年规划中科技投入、数字化转型计划与

上一个五年规划的区别？  

答：我行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认真贯彻落实杭州市政府提出

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新一轮战略中，我们倡导三个
方向：第一，技术要成为业务的伙伴。过去银行的盈利模式主

要依靠利差，我们在做好传统信贷服务的同时，更加注重提供

综合化服务，而科技在交易银行的应用尤为重要，例如定制化

财资平台为客户做跨区域、跨银行服务等。第二，技术要作为

客户的伙伴。过去技术更多是作为企业内部数字化管理工具，
我行要为客户提供更多技术支持。例如目前我们已经落地的数

字红会、智慧国资等交易银行产品。第三，技术是价值提升的

平台。技术不仅仅是伙伴，技术自身也参与了盈利贡献，例如

直销银行。我行直销银行的重心是线上财富和线上信贷。 

 

4、 杭州银行信贷资源的主要投入地区和领域？ 

答：从贷款投入地域来看，我行信贷布局以杭州为主，杭州地

区信贷占比接近 40%，六大分行在 36%左右，省内地级市占比

在 20%，总行贴现业务和县域机构在 3-5%左右。 

从贷款行业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①行政事业、政府融资平台

和功能类国企②制造业③开发贷和住房按揭贷款④商贸服务业

和批发零售业。未来我行会以服务实体经济、民营企业、制造

业企业和小微企业为主。 

 

5、杭州银行提升资产质量的手段？ 

答： 杭州银行搭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几个方面： 

1) 风险政策引领：风险政策对大类资产的主要经营市场、主

要产品和经营客户予以明确。随着风险管理关口前移，能更好

地防范区域与系统性风险。 

2) 垂直化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建立直属总行的区域审批中
心，由经营机构经过业务尽调审查后进入审批中心，快速响应

客户并统一审批标准。 

3) 在风险管理前提下的产品创新：在入口端建立准入控制，

系统化评估产品信用和市场风险，高效远程解决风险管理要求。 

4) 专业审批人和风险经营队伍：行内审批人和风险经理占全

行员工 8%左右，持续提升风险管理的专业性和独立性，狠抓基

础管理和基层管理能力提升。 

5) 高效的监测评估体系：快速了解前台业务风险运行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