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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事项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

意见》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首

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的相

关要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就本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

响进行了相关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填补回报的相关措施，具

体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分析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00 亿元

（含本数，下同），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本行的核心一

级资本，以夯实本行资本实力，支持未来业务发展，提升本行风险抵

御能力。 

（一）假设条件 

1.假设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本行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 

2.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实施完毕。 

3.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5,405,405,405 股，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0 亿元，不考虑发行费用的影响。 

4.根据本行经营的实际情况及谨慎性原则，假设 2020 年度和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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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三种情况测算：（1）2020 年较 2019 年下降 5%，2021

年较 2020 年零增长；（2）2020 年较 2019 年零增长，2021 年较 2020

年增长 5%；（3）2020 年较 2019 年增长 5%，2021 年较 2020 年增长

10%。 

5.除本次非公开发行外，暂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包括利润分配、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优先股强制转股等）引起的普通股股本变动。 

6.不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本行经营状况、财务

状况等方面的影响。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每股收益等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测

算 

基于上述假设情况，本行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对每股收益等主

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0年 12月 31

日/2020 年度 

发行前后比较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本次非公开 

发行前 

本次非公开 

发行后 

普通股总股份（百万股） 86,979 86,979 92,384 

加权平均普通股总股本（百万

股） 
86,914 86,979 91,033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百万元） 
30,000 

假设情形 1：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9 年下

降 5%，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20 年零增长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

元） 

56,733 56,733 56,7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百万元） 

54,149 51,197 5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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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12月 31

日/2020 年度 

发行前后比较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本次非公开 

发行前 

本次非公开 

发行后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62 0.59 0.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稀释每

股收益（元/股） 

0.62 0.59 0.56 

假设情形 2：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9 年零

增长，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 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

元） 

59,719 62,705 62,7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百万元） 

57,135 57,169 57,1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66 0.66 0.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稀释每

股收益（元/股） 

0.66 0.66 0.63 

假设情形 3：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9 年增

长5%，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20年增长 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

元） 

62,705 68,975 68,9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百万元） 

60,121 63,439 63,43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69 0.73 0.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稀释每

股收益（元/股） 

0.69 0.73 0.70 

注：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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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本次测算的说明 

1.本次测算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对本行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

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本行不承担

赔偿责任。 

2.本次测算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股份数量、募集资金总额以

及发行完成时间仅为估计值，最终将根据监管部门核准、发行认购情

况等确定。 

二、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本行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增

加。如果募集资金未能保持目前的资本经营效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

指标将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本行就摊薄即期回报制定的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本行未来利润做出

保证。本行将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完成

情况及相关承诺主体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助于夯实本行各项业务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基

础，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对增强自身的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持续满足资本监管要求 

2013 年 1 月 1 日，《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行，

对各类资本的合格标准和计量要求进行了更为严格审慎的规定，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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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要求。自 2016 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实

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强调了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是评估体系的核

心，资本水平是金融机构增强损失吸收能力的重要途径，资产扩张受

资本约束的要求必须坚持。因此，建立长效的资本补充机制和资本约

束机制，持续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对本行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 

近年来，本行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持续强化资本约束，并通过利润

留存、引入战略投资者、发行上市以及发行资本性债券、优先股等多

种方式补充资本。截至 2020 年 9 月末，本行集团口径核心一级资本充

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以及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9.51%、11.81%及

13.86%。为了进一步夯实核心一级资本，确保持续满足资本监管要求，

本行需要借助资本市场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二）支持本行业务稳健发展 

长期以来，本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要求，充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业务规模稳健增长。截至 2020 年 9 月末，本行资产总额 111,339.42 亿

元，较 2019 年末增长 8.98%。2017 年至 2019 年，本行资产总额年均

复合增长率为 6.47%。截至 2020 年 9 月末，本行贷款总额 56,521.01

亿元，较 2019 年末增长 13.63%。2017 年至 2019 年，本行贷款总额年

均复合增长率为 17.06%。预计未来几年，本行业务规模仍将保持稳健

增长的趋势，业务和资产规模的稳定发展需要有充足的资本作为支撑。

同时，本行需要在持续满足监管部门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的基础上预

留一定比例的风险缓冲资本，以进一步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应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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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实现稳健经营的目标。 

综上，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有效补充本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对保持

本行满足资本监管要求，支持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具有重大意义。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本行现有业务的关系、本行从事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本行现有业务的关系 

本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

于补充本行核心一级资本，以夯实本行资本实力，支持未来业务发展，

提升本行风险抵御能力。 

（二）本行从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

储备情况 

人员方面，本行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面向社会，广纳贤才，截

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共有人员 193,144 人。本行注重人才队伍的专业

能力建设，不断提升专业人才视野，构建核心竞争优势。本行持续深

化人才开发与培养，紧扣经营管理与发展形势，强化合规与风险培训，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完善以集中培训和远程培训为主体，党

校培训、境外培训、资格认证等多手段相辅相成的人才培养开发体系。 

技术方面，本行将信息科技视为业务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坚持以

数字化转型为主线，不断深化 IT 治理，推动 IT 架构优化；加快新一

代个人业务核心系统建设，打造技术基础平台；提升自主可控能力，

推进业技深度融合；深化大数据应用，提升金融科技创新能力，着力

提升信息科技核心竞争力，通过科技赋能推动业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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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方面，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行服务个人客户 6.17 亿户，

持续推进零售金融转型升级，加大产品服务创新与综合营销力度，积

极强化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及微信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服

务管理与保障，推进线上线下渠道融合，为客户提供随时、随地、随

心的便捷服务。在公司客户营销储备方面，本行深耕机构客户和战略

客户两大重点客群，为未来经营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填补的具体措施 

本行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资本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进一步增强本行盈利能力，尽量减少本次非公开发行对普通股股东即

期回报的影响，充分保护本行普通股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行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一）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行将加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工作，规范募集资金

使用，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合理的资本回报水平以及

实现对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的积极影响，有效填补本

次非公开发行对普通股股东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提升本

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加强本行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 

本行将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完善并强化经营决策程

序。坚持零售战略定位，持续加大业务转型，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

升资产业务收益率，有效管控付息成本和各项费用支出，为股东积极

创造资本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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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风险管理措施 

本行将持续加强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不断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

提高有效防范和计量风险的能力，不断完善前中后台一体化的全面风

险管理体系，有效支撑业务的稳健发展。 

（四）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本行高度重视保护股东权益和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本

行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明确了现金分红政策和现金分红比例等事宜，

规定了一般情况下本行现金方式分配利润的最低比例，便于投资者形

成稳定的回报预期。 

六、本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行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

到切实履行的承诺 

本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本

行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填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以下承

诺： 

（一）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

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本行利益； 

（二）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三）承诺不动用本行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

活动； 

（四）承诺积极推动本行薪酬制度的完善，使之更符合即期填补

回报的要求；支持由董事会或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本

行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并严格遵守该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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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若本行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承诺拟公布的本行股权激

励的行权条件与本行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