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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歷史

本行前身農業合作銀行於1951年成立。上世紀五十年代，本行作為中國人民銀行下
屬的專業銀行，負責組織推動農村金融工作以及辦理國家對農業發展的撥款和提供農業貸
款。自1963年11月至1965年11月，本行作為國務院直屬的金融機構，管理國家支援農業資金
的撥付和貸放，並領導農村的信用合作工作。

自1979年2月以來，本行從國家專業銀行演變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繼而又改制成股份
制商業銀行。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之前，本行作為一家國家專業銀行，
主要任務是支持農村經濟發展，領導農村信用合作社，發揮農村資金籌集主渠道的作用。
1994年本行政策性銀行業務向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劃轉。1996年，農村信用合作社與本行脫
離行政隸屬關係後，本行演變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堅持信貸支農的同時，加快城市金
融業務發展。數年來，本行成為一家網點覆蓋全國城鄉、產品及服務功能齊全、品牌形象
良好的大型國有商業銀行。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基礎，
提高資產質量。1998年，財政部向本行發行本金總計為人民幣933億元的30年期特別國債，
籌集資金用於改善本行的資本充足水平。1999年，本行獲准向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剝離
賬面值合計人民幣3,458億元的不良資產。

2007年，中國政府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確定了本行「面向三農、整體改制、商業運
作、擇機上市」的改革原則，標誌着本行進入建設現代化商業銀行的新時期。本行在明確市
場定位的基礎上，開展了面向「三農」金融服務試點工作，積極開拓縣域金融業務。2008年
10月21日，國務院原則上批准了本行重組方案。本行相繼完成了國家注資、剝離不良資產
等重大財務重組事項。通過財務重組，本行的資產質量、盈利能力、資本基礎和財務狀況
顯著增強。2009年1月15日，本行由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整體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重組

2008年，本行進行了財務重組，包括：(i)本行以2007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剝離賬面值
總計人民幣8,157億元的不良資產；(ii)財政部保留了當時在本行人民幣1,300億元的出資；及
(iii)匯金公司向本行注資約190億美元（與人民幣1,300億元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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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資產的剝離

2008年11月21日，經財政部批准，本行以2007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按賬面值剝離不
良資產總計人民幣8,157億元，其中可疑類貸款總計人民幣2,173億元、損失類貸款總計人民
幣5,495億元、非信貸資產總計人民幣489億元。此不良資產的剝離是不可追索的。

部分不良資產被用於抵銷中國人民銀行對本行的人民幣1,506億元的再貸款。對於其
餘不良資產，置換成本行應收財政部款項其本金總額為人民幣6,651億元，並於2008年1月1

日起按3.3%的年利率對應收財政部款項餘額計息。

財政部與本行建立並共同管理共管基金，用於在十五年以內償還本行應收財政部款
項的本金和累計利息。共管基金項下的資產是由財政部所有。共管基金的資金來源由下列
組成：(i)本行在共管基金存續期內向中國中央政府所繳納的企業所得稅；(ii)本行在共管基
金存續期內向財政部派發的現金股息；(iii)財政部委託本行處置不良資產的淨現金回收中扣
除回收費用後的部分；(iv)財政部減持本行股份獲得的收入中用於共管基金的部分；(v)財政
部等部門撥入的其他資金，及(vi)共管賬戶資金存放期間產生的利息收入。

財政部根據不同資金來源的結算時間分期償還本行應收財政部款項的本金及利息。
對於以上資金來源項(i)和(ii)，財政部通常將按年度償還。對於資金來源項(iii)，財政部將按
季償還。對於其他資金來源，財政部將根據這些資金來源的撥入情況，不定期償還。至2022

年12月31日，如果共管基金不足以全額支付本金和應付利息，財政部與本行協商並報國務
院批准後，採取共管基金延期、給予資金支持等方式，解決尚未支付的相關款項。

財政部授權本行代理其管理、處置和清收不良資產以及相應的應收利息，並且本行
就此服務根據與財政部的相關協議收取代理服務佣金。

注資

2008年10月29日，匯金公司向本行注入約190億美元（相當於人民幣1,300億元），作為
對本行成立的出資。財政部以2007年12月31日評估基準日經評估的本行淨資產價值為基礎，
保留對本行人民幣1,300億元的出資。

有關財政部和匯金公司的情況，請參閱「與本行發起人的關係及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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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1月13日，中國銀監會批准本行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並於2009年1月13日向本
行頒發新的金融許可證。2009年1月15日，本行註冊為股份有限公司，並從國家工商行政管
理總局獲得了新的營業執照。本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時，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600億元，財
政部與匯金公司作為發起人，各持有本行50%的股份。

發行次級債券

為進一步加強資本基礎和優化資本結構，經中國銀監會和中國人民銀行批准，2009
年5月20日，本行在銀行間債券市場成功發行三批次級債券，合計籌集資金人民幣500億元，
請參閱「財務信息 — 資本來源 — 債務 — 次級債券」。該次發行的次級債券使本行的資本充
足率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

社保基金理事會的投資

2010年4月21日，本行、財政部、匯金公司與社保基金理事會簽署一份股份認購協議
（「股份認購協議」）。根據該協議，社保基金理事會以人民幣約155億元認購本行新發行的
10,000,000,000股股份（「已購股份」），使本行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2,700億元。在此交易於
2010年4月22日完成時，財政部、匯金公司及社保基金理事會在本行註冊資本中的持股比例
分別約為48.15%、48.15%和3.70%。根據股份認購協議，已購股份的投票權轉予財政部。

根據股份認購協議，社保基金理事會所持已購股份須自交易完成日起鎖定五年，或
自本行首次公開發行定價日起鎖定三年，以較長時間為準。在鎖定期屆滿後一年內，社保
基金理事會可以轉讓總計不超過30%的全部已購股份（包括任何由已購股份產生的拆股、送
股和配股）；在鎖定期屆滿後兩年內，社保基金理事會可以轉讓總計不超過60%的全部已購
股份（包括任何由已購股份產生的拆股、送股和配股），前提是本行首次公開發行自交易完
成日起五年內完成。

根據股份認購協議，社保基金理事會享有以下權利：

退出權

社保基金理事會可在交易完成日五年後的30個日曆日內以其為每股已購股份支付的
購買價向財政部和╱或匯金公司一次性出售其當時所持的全部本行股份。不過，若本行在
交易完成日後五年內成為上市公司，且社保基金理事會所持全部本行股份在境內證券交易
所或香港聯交所或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則該項權利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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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獲取權

只要社保基金理事會仍持有不少於50%的已購股份，本行須向其提供根據中國法律應
向本行股東及董事會提供的各種定期財務報表和所有財務、經營數據及其他信息。不過，
本行首次公開發行完成之時該項權利將失效。

反稀釋權

社保基金理事會被授予在本行首次公開發行時以發售價購買本行新發行股份的權利，
以保持其在本行首次公開發行完成時在本行的權益比例與在本行首次公開發行前其在本行
的權益比例相同。該項權利將在本行首次公開發行完成時失效。

本行股權及集團架構

下表列出緊接A股發行及全球發售完成前本行的股權及集團架構(1)。

48.15% 48.15% 3.70%

財政部 匯金公司 社保基金
理事會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內機構(2)
境內

控股公司(3)
境外

控股公司(4) 境外分行(5) 境外代表處(6)

(1) 緊隨A股發行及全球發售完成後本行股權及股本的有關資料，請參閱「股本」。
(2)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包括本行總行、32家一級分行、5家總行直屬分行、307家二級分行、3,520家一級支行

以及19,759家其他機構。
(3) 本行的境內控股公司包括農銀匯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克什克騰農銀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湖北漢川農

銀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安塞農銀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及績溪農銀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
(4) 本行的境外控股公司包括農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農銀財務有限公司、農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農銀國際

保險有限公司及農銀國際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5) 香港及新加坡分行。
(6) 紐約、倫敦、東京、法蘭克福、首爾及悉尼代表處。



本 行 的 歷 史 、 重 組 與 營 運 改 革

115

下表列出假設A股發行及全球發售的超額配售權均未獲行使時，在A股發行及全球發
售完成後本行的股權及集團架構(1)。

40.20% 40.93% 3.87% 8.00% 7.00%

財政部 匯金公司 社保基金
理事會 H股公眾股東 A股公眾股東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內機構(2)
境內

控股公司(3)
境外

控股公司(4) 境外分行(5) 境外代表處(6)

(1) 緊隨A股發行及全球發售完成後並在行使超額配售權之前或之後本行股權及股本的有關資料，請參閱「股
本」。

(2)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包括本行總行、32家一級分行、5家總行直屬分行、307家二級分行、3,520家一級支行
以及19,759家其他機構。

(3) 本行的境內控股公司包括農銀匯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克什克騰農銀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湖北漢川農
銀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安塞農銀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及績溪農銀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

(4) 本行的境外控股公司包括農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農銀財務有限公司、農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農銀國際
保險有限公司及農銀國際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5) 香港及新加坡分行。
(6) 紐約、倫敦、東京、法蘭克福、首爾及悉尼代表處。

營運改革

為了成為世界級商業銀行，本行通過制訂具備清晰明確的企業使命及願景的長期發
展策略，落實股份制改革，推動業務經營轉型與管理結構精細化，加快內部重組及改革的
步伐。本行近期重組及改革主要由以下措施組成：

‧ 推進組織架構改革及運營流程再造；

‧ 加快業務轉型；

‧ 改革和發展本行縣域金融業務；

‧ 建設全面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體系；

‧ 實施財務資金管理綜合改革；

‧ 提升信息科技應用水平以支持本行業務；及

‧ 促進人力資源發展。



本 行 的 歷 史 、 重 組 與 營 運 改 革

116

推進組織架構改革及運營流程再造

本行已對主要部門的運營進行優化。本行將總行各部門納入七大功能板塊，包括負
責前台營銷的縣域金融業務、公司銀行業務和個人銀行業務三個板塊，以及負責中後台管
理及支持保障的風險管理、財務資金、技術及產品和行政支持四個板塊。本行已逐步向各
分行推廣基於總行七大板塊的新型管理結構，並針對城鄉差異化特點大力調整優化支行的
組織架構。

此外，本行積極再造核心運營流程，包括市場營銷、信貸審批及業務運營。本行根
據不同目標客戶群採用了差異化的市場營銷策略。本行實施了分層信貸審批體系，設立了
獨立信貸審批人，並努力建立集中化、垂直化的信貸審批體系。本行亦集中化後台運營中
心。

本行相信這些舉措將提升本行運營效率。

加快業務轉型

本行集中於公司銀行、個人銀行和產品開發的業務轉型。

本行在公司銀行業務方面的戰略改革著重於客戶、服務和流程。本行採用差異化的
市場營銷策略為客戶提供廣泛的產品和服務。本行在總行、一級分行和二級分行認定核心
客戶並實施客戶名單制管理。本行努力成為一站式金融服務提供商，以滿足公司客戶對多
元化金融產品的需求。此外，本行拓展中間業務，例如投資銀行業務，以拓展收入來源，
同時本行調整業務模式，以引入額外的增值服務。本行採取各種措施簡化本行運營流程並
提升公司銀行業務市場營銷和交叉銷售的能力。

在個人銀行業務方面，本行正通過優化網點佈局、整合信息科技系統與服務渠道、
加強網點營銷功能的方式積極加強零售網點整體服務和市場營銷能力。此外，本行簡化網
點櫃面服務與個人貸款業務的流程，以提升客戶滿意度。本行也致力於拓展個人銀行產品
種類，包括引入各種銀行卡和財富管理產品。另外，本行加強了自助服務基礎設施及電子
銀行渠道的建設，以提升本行服務質量和整體客戶滿意度。

在產品開發方面，本行建立了集中的開發機制，並採用項目制管理體系改善本行產
品開發流程的效率。本行建立統一的產品數據庫，實現產品研發信息共享。本行亦定期對
產品開發進行考核和評價並實施激勵以加強產品質量和效益。本行亦專注向縣域客戶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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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本行引入一個廣泛涵蓋貸款、存款及中間業務產品的量身定做的產品組合，以滿
足縣域客戶的多元化需求。

改革和發展本行縣域金融業務

本行實施拓展縣域金融服務試點工作，集中於精細化本行產品、加強風險管理、拓
展分銷渠道及改進本行縣域金融業務的財務會計和資源分配系統。從2007年10月開始，本
行在8個省（區、市）的123個縣首先開展了金融業務試點工作，2008年10月將試點範圍擴大到
全國共1,027個縣。2009年10月，本行進一步在全行推進縣域金融服務。

為了進一步推進本行的縣域金融服務，本行設立了專門的縣域金融部，由2,048個縣
支行和22個二級分行營業部組成。本行為縣域金融部劃分了機構職責、業務職責、管理職
責及報告路綫。本行選取了8家一級分行實施縣域金融業務事業部制改革試點工作，探索提
升縣域金融部運營效率的機制。

通過這些試點，本行在如下領域營業費用已探索出一套關於縣域金融業務差異化的
管理體制：(1)信貸管理。本行已採用有關縣域信貸業務的政策指引並為本行縣域金融部建
立起一套授權管理系統和信貸審批機制；(2)資源配置。本行已為縣域金融部單獨制定經濟
資本、業務運營、營業費用及固定資產的計劃；(3)績效考核。本行依據縣域金融部的發展
和經營計畫，已建立起一套綜合績效考核系統。本行縣域金融部也已建立起一套內部績效
考核體系，使薪酬與績效考核掛鈎；及(4)風險管理。基於本行風險管理制度，本行縣域金
融業務實施差異化的風險管理措施。

有關縣域金融業務的更多信息，請參閱「縣域金融業務」一節。

建設全面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體系

近年來，本行開始搭建全面風險管理體系，提高本行風險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
能力。本行設立了董事會屬下風險管理委員會，重組風險管理職能部門，搭建綜合風險管
理組織結構。本行由一級分行向二級分行試點派駐風險主管，二級分行向支行派駐風險經
理，增強了本行風險管理職能的獨立性，本行還不斷完善風險管理的制度、程序與工具。
例如，本行採用了多種工具以提升本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包括經濟資本、風險敞口限額、
風險定價和內部轉移定價。本行亦已進一步加強了內部審計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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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適用的中國法律法規和巴塞爾委員會的指南，本行建立全面內部控制體系，涵
蓋內部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及溝通和內部監管。

有關本行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系統的更多信息，請參閱本招股說明書「風險管理」章
節。

實施財務資金管理綜合改革

本行已實施以下舉措，建立全面、準確、透明及有效的會計財務管理體系：

‧ 制定新的財務管理政策，在總行各部門及各分行實施預算改革；

‧ 引入審批及授權政策和程序，以建立高效、權責明晰的財務決策管理體系；

‧ 完成由二級分行直接管理的支行財務集中改革，建立集約化的財務管理體系；

‧ 通過按照經濟增加值（EVA）和風險調整後經濟資本回報率（RAROC）的績效考核
體系，以改善資源分配；

‧ 通過財務管理信息系統（FMIS）、業績價值管理系統(PVMS)和業務條線核算報告
建立財務報告系統平台，以反映分部門、分產品的業績；及

‧ 通過集中財資運營，按照內部資金轉移定價（FTP）體系集中管理及分配本行資
金，改革資金管理方式。目前所有本行的一級分行已實行集中資金運營。

提升信息科技應用水平以支持本行業務

本行發展資訊科技平台，加強資訊科技能力建設，提升資訊科技應用水平。尤其是：

‧ 通過拓展、升級和優化本行現有資訊科技系統、機房設備及網絡加強資訊科技
系統基礎架構和應用平台建設，以完善核心銀行應用系統、投資業務平台、電
子銀行應用平台、基礎數據平台、企業信息門戶等基礎技術平台；

‧ 加強軟件研發能力建設，優化軟件開發流程以提高軟件研發質量；

‧ 開發及完善各類資訊科技系統的應用，加強資訊科技服務及標準，以為管理決
策、業務報告、風險管理、績效考核和客戶關係管理提供有效的技術支撑；及

‧ 強化信息安全與風險防範，以提高本行的業務運行與系統管理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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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人力資源發展

本行根據一項全面改革計劃繼續改革人力資源管理體系。本行的32家一級分行和5家
總行直屬分行已實行組織機構改革，預計可以使本行(i)通過引入「管理序列」、「專業序列」
及「操作序列」等多條職業晉升通道以拓寬員工職業發展空間；(ii)實施將薪酬與績效掛鈎的
績效考核系統，根據員工的崗位、職責、能力和業績評定薪酬，以鼓勵本行員工提高他們
的能力和業績；及(iii)建立市場化的招聘渠道及員工晉升機制。本行相信，這些措施將有助
於激勵本行員工並吸引高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