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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1983 年 12 月 30 日，总资产 2728 亿元的中国工
商银行宣告成立，2013 年 12 月，这个数字变成了 18
万亿元，增长 66倍。

时移世易，秉志前行，30 年来，该行累计上缴国
家利税 7036 亿元，存款和贷款规模分别达到 14.6 万
亿元和 9.5 万亿元，增长了 84 倍和 36 倍。而自 2003
年引入国际审计以来，其净利润从当年的 226 亿元
增 长 至 2012 年 的 2387 亿 元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达 到
30%，连续 5 年蝉联全球最盈利银行；ROA、ROE 保
持在国际领先水平，不良贷款率降至 1%以内，资本
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分别达到 13.17%和 269%的优
秀水平。

快马加鞭的节奏，让中国工商银行脱颖而出，不
仅奠定了其国内市场的领军地位，更跻身世界领先
大银行之列，在存款、贷款、总资产、一级资本、营业
收入、利润、市值、品牌价值等多项指标上领先全球
同业。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 1000 家大银行排
名”第一名、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企业 2000 强排

名”第一名、美国《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企业银行
业排名”第一名⋯⋯2013年，工行登顶寰宇之内三大
最重要的行业排名，令同行侧目。

华丽成绩的背后，是脱胎换骨谋嬗变的 30年，是
凤凰涅槃图新生的 30 年。3 个 10 年，工行实现了从
国家专业银行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再到国家控股的
国际公众持股公司的历史跨越，建立了符合国情行情
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探索并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
的现代化大型金融企业的发展道路。

服务实体，功能不断优化。工商银行根据不同
经济发展阶段企业和客户的现实需求，相继推出了
技改贷款、项目贷款、个人住房贷款、个人消费贷款、
贸易融资等一系列金融服务，有力地支持了一大批
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民生项目，推进传统
产业的技术改造和优化升级，支持居民合理的住房、
汽车等消费需求，为实体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助力金融，产品持续创新。30 年来，工行的信贷

服务不断提档升级。从以一般性流动资金贷款和技
术改造贷款为主，发展到贸易融资、基本建设和基础
设施贷款，从大企业、大项目贷款到中小微企业和个
人贷款，从传统产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四大新市场”，从控制“两
高一剩”到全面实施“绿色信贷”，作为国内最大的贷
款银行，工行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特点和国家
政策要求，合理把握信贷总量和投向，使信贷政策与
产业政策相配合，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
有力支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

修炼内功，体系改造阔步走。从成立初期的存
贷汇等传统基础业务，扩展到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涵
盖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等业务领域，工行
各类金融产品已超过 4000 个；从“一把算盘一支笔”
的手工模式，到独立微机操作，到实施数据大集中、
全功能银行系统等重大工程，再到开启信息化银行
建设，目前工行电子银行业务占比已达到 80%，网上
银行客户达 1.6亿户。

30 年，工行华丽转身30 年，工行华丽转身

创新，是工行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事实上，
不断突破传统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在金融工具、金
融机构、金融服务技术、金融市场组织等各个方面持续
创造与革新，已深深融入这个行业的血脉。

如何摆脱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实现“把银行
办成真正银行”的战略构想？通过一次次体制机制的
重大变革和突破，工行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实现了
在国家控股基础上的产权多元化，建立了“三会一层”
的现代公司治理架构，整体构建起符合我国国情和商
业银行经营管理内在要求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如何激发各层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全面系统地
推进改革攻坚？工行紧紧抓住影响科学发展的深层次
问题，在财务、资金、统计、授信审批及信息科技等领域
推行以集约化为导向的集中管理改革，在 8 条业务线
推行以强化经营职能、鼓励价值创造为核心的利润中
心改革，在省区分行营业部和重点县支行推行以增强
经营活力和竞争发展能力为目标的管理体制改革。同
时，在业务运营体系中实施了涵盖远程授权、业务集中
处理和监督、综合业务流程改造、后台中心建设等内容
的综合改革，初步构建起集约高效、风险可控的价值型
运营管理体系。

从建行之初的电子化、信息化建设，到近十年来
坚持“科技引领”战略和自主创新原则，工行不仅相继
完成了数据大集中、数据中心整合、科技灾备体系建设
等一系列重大基础工程，科技创新更为业务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推动该行在前沿性业务领域打造出一批

具有差异化竞争能力的拳头产品，大大提升了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实体经济中，最有活力和最具潜力的无疑要属为
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今年以来，围绕 1300多家大型企
业，工行大力发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拓展了1万多家上
下游中小微型企业客户，实现了 1:8 的拉动效应。与
此同时，为向小微企业提供更加全面和专业的金融服
务，工行先后推出多款小微企业专属信贷产品，包括针
对小微企业短期融资需求推出的小企业周转贷款、小
企业循环贷款、小额便利贷等，针对小微企业扩大再生
产的中长期融资需求，推出的标准厂房按揭贷款、设备
按揭贷款、经营型物业贷款，以及针对小微企业主和个
体工商户，推出的个人经营贷款、个人助业贷款等。

以传统信贷业务与网络技术相结合的“网贷通”
为例，客户可通过网上银行自助申请、自主提款和还
款，企业只需一次性签订借款合同，便可在合同有效期
内足不出户地完成贷款的申请、提款和归还等过程，不
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契合小微企业短、频、急的资金
需求。自投放市场以来，该产品已累计为 5.3 万户小
微企业提供贷款超过1万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市场普遍性的业务需求，工
行还致力于挖掘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并通过金融创新
予以满足。2010 年，在国内同业中率先推出的“收款
管家”服务，为企业全面准确掌握交易对手付款、各分
支机构资金流转以及经销商资金归集的情况提供了
便利，通过小业务帮助客户解决了大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转轨中的国有企
业经营风险逐步暴露，致使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
企业改制金融支持主力军的国有银行资产质量恶化，
并在上世纪90年代集中爆发。显然，过度依赖存贷利差
收入的增长方式和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发
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如何才能抢占先机、赢得未来？

唯有调整经营结构、加快转型发展。“变革与转型
价值突出的银行”成为股改路演时最具吸引力的投资
故事，股改上市后，工行将全面推进转型作为三轮三
年规划的核心，走上了一条规模、结构、质量、效益、效
率有机统一的发展道路。

为实现从存贷利差收入占绝对比重到存贷利差
收入与中间业务收入、投资交易收入多元发展的转
变，全行撤并调整低效网点近 2 万个，持续调整优化

机构布局。同时加快经营结构和盈利结构的战略性
调整，开辟了投资银行、电子银行、现金管理、私人银
行、资产管理、贵金属、养老金、理财、票据等一大批
新兴业务领域，不断形成新的盈利增长点，手续费及
佣金收入和投资交易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 23%升
至 40%，十年间更是以年均 10%左右的信贷增长支
撑了 30%的净利润成长。

脱胎换骨后的工行，不仅走出了一条业务发展与
资本支撑相协调的道路，使得全行加权风险资产增速
及其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低于可比银行，依靠外源融资
补充资本的比例低于可比同业，更探索出一个积极拓
展与稳健管理相得益彰的发展模式。根据不同时期
的风险特点、监管要求和发展需求，不断改进风险管
理体制、流程和技术，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内部审计和

控制体系，积极推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工作，增
强了风险管理的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使得不良
贷款及其比例连续多年双下降，在复杂多变的经营环
境中，工行始终保持了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

在国际化、综合化的征途上，工行成功走出了一
条更多依靠科技进步、人才素质提升、管理创新驱动
的内涵式、集约式发展道路，以科技创新和业务创新
的深度融合引领转型发展，以人力资源的整体开发和
人才生产力的充分释放支撑转型发展，以管理基础的
夯实和对风险底线的牢牢坚守保障转型发展，为发展
方式的转变找到了新引擎。

增质扩容后的工行，后劲十足，开拓出一片信贷
支持实体经济的“蓝海”，确定了先进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融资等“四大新市
场”的战略决策。

在先进制造业方面，工行通过产品创新、服务创
新和流程创新，不断推出适应先进制造业客户特点的
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积极助力先进制造业的转型升
级和技术改造。截至 2012 年末，全行对国内先进装
备制造业的贷款余额已达 3303亿元。针对现代服务
业各子行业特点，工行致力于提供个性化的融资支
持，截至 2012年末，全行对现代服务业提供的贷款余
额已超过1.1万亿元。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工行一直密切关注新技
术、新能源和新产业的发展，截至目前，全行投向绿色
经济领域的贷款余额已近 6000 亿元，环境友好及环
保合格客户数量及贷款余额占全部境内公司客户数
量及贷款余额的比例均保持在 99.9%以上，其余不到
0.1%也在环保达标评审过程中，确保了信贷业务发展
的环保合规。

与此同时，文化产业亦成为该行推动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和自身经营结构调整的重要突破口，截至2013
年9月末，工行对文化产业的融资余额已达1291.1亿
元，当年新增加 240.8 亿元，增幅达 22.9%，成为工行
增长最快的融资支持领域之一。

古语有云，三十而立，这寓意着奋斗和进取，亦象征着成熟

和收获。仅用 30 年就已执全球银行业之牛耳，一曲大型金融

企业建设之章的背后，工行更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彰显出其独特

的企业文化。

从创立之初继承人民银行时期的“三铁精神”，到专业银行

时期的“三为本理念”，到国有商业银行时期的“十字方针”和“股

改精神”，再到确立“工于至诚，行以致远”的核心价值观和“三最

银行”的愿景目标⋯⋯秉承商业原则实现盈利增长的同时，体现

时代精神的工行企业文化也在不断完善和丰富。

对于企业而言，诚信无疑是立行之本。随着中资企业海外

业务的快速发展，对银行服务的需求已经从存款、贷款、结算等

传统服务向多元化、综合化延伸，衍生出巨大的公司金融、投行

服务和金融中介需求。瞄准机遇的工行，开始充分发挥综合经

营优势和投资引领作用，创新推出了出口信贷、工程+金融、投

行+贷款、境外并购贷款等一系列特色融资服务，支持中国企业

“走出去”谋发展，截至 2012 年末，已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

贷款 152亿美元。

30 年持续变革创新，看似静水深流，实则动人心魄，它极大

地解放和发展了银行生产力，在脱胎换骨的变化中锻造出一个

欣欣向荣、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现代商业银行。

30 年风雨历程，站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辉煌起点，深化

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出新的动力，阔步迈向世界金融舞台前沿的

工行，走得快更要走得稳！ （文/彭 勃）

“高度”源自文化

创新融入血脉

转型谋得先机转型谋得先机

左图 随着多元化、全球化、信

息化现代服务体系的建立，工行经

营网络从完全本土化发展到覆盖 40

个国家和地区近 400 家机构的全球

化服务网络，并通过持有南非标准

银行股权实现了在非洲大陆的战略

布局。

总资产从 1983 年的 2728 亿元增至 18 万亿元；
截至 2013 年，存款和贷款规模分别达到 14.6 万亿元和 9.5 万亿元；
上市 8 年来，以年均 15%的资产增长支撑了 30%的盈利增长，总资产增长 8 倍——

◎ 加快经营结构和盈利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开辟了一大批新兴业务领域，不断形

成新的盈利增长点

◎ 通过股份制改革，彻底解决了不良资产的包袱，在引进战略投资者过程中实现

引资和引智的结合

◎ 开拓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蓝海”，确定“四大新市场”的战略决策

◎ 建立“三会一层”的现

代公司治理架构，整体构建起

符合我国国情和商业银行经营

管理内在要求的现代金融企业

制度

◎ 在财务、资金、统计、授

信审批及信息科技等领域推行

了以集约化为导向的集中管理

改革

◎ 坚持“科技引领”战略

和自主创新原则，在前沿性业

务领域打造出一批具有差异化

竞争能力的拳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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