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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积极回报投资者”系列文章之十 

保护投资者权益 推进投资者关系管理 

 

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

中国银行分支机构遍布海内外，曾长期作为我国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为

国家对外经贸发展和国内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94年，中国银行

改制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2004年8月成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6月1日和7月5日，先后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

市，成为中国首家“A+H”发行上市的商业银行，实现了国家控股下的

股权多元化。 

股改上市以来，中国银行始终不渝地坚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以公司治理最佳实践为目标，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多种形式

建立与股东沟通的有效渠道，采取积极举措保障股东的参与权、知情权

和表决权，通过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与有效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切实保障

股东权益。 

一、以两地视频方式召开股东大会，切实保障股东权利实现 

自2007年年度股东大会以来，中国银行均在北京和香港两地以视频

会议方式召开年度股东大会，两地股东均可切身参会、现场投票，并与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直接交流和沟通。在两地上市的公司中，

主动安排两地视频股东大会的公司仍属少数。为此，中国银行投入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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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场地、设备、服务等各方面精心筹备，并就相关安

排反复研究及征求律师意见，确保会议程序的合法合规。以上举措得到

了两地股东的积极响应。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香港会场出席人数达

2,800人，盛况空前。股东和媒体对中国银行创造条件实现股东权利的

举措表示认可和欢迎。 

二、主动披露市场关注信息，持续提高公司透明度 

作为中国内地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银行，国际经济环境的任何变化都

有可能波及到中国银行，对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带来巨大挑战。

2006 年上市后，随着美元对人民币的持续贬值，中国银行美元资产大

幅缩水，外汇敞口损失问题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2007 年，发端于

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银行外币债券

投资的风险再次受到投资者和境内外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2009 年至

今，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国际市场突发事件不断，市场高度敏感、脆弱。 

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指导下，中国银行坚持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原

则，加强投资者沟通，积极、谨慎、稳妥地应对了各种复杂情况。针对

上市初期投资者高度关注的外汇敞口问题，中国银行在 2006 年年报及

之后的定期报告中对外汇敞口的金额、具体构成进行了详细的披露，并

就如何计算外汇损失这一复杂的技术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沟通。次

贷危机爆发后，特别是雷曼公司破产之后，针对市场各种报道和传言，

中国银行做了大量的求证、监管沟通、报告和刊登澄清公告工作，并在

定期报告中不断扩大外币债券投资的披露范围。2007 年中报，中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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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率先披露了持有美国次按债券情况。2008 年中报，中国银行率先披

露了持有美国两房债券的情况。2009 年年报，中国银行率先披露了持

有欧洲五国债券情况。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国银行全面披露了持

有欧洲债券的情况。通过不断增加透明度，主动化解潜在风险，维护了

市场形象和股价稳定。 

三、再融资过程中注重保护股东利益 

2010年初，中国银行本着前瞻和务实的精神，率先提出了资本补充

计划。随后，中国银行凭借扎实周密的方案论证，与监管部门充分沟通，

与资本市场充分互动，在国有大型上市银行中率先通过A股可转债及A+H

配股完成了总额约1,000亿元人民币的资本补充计划。在再融资方案设

计和实施工作中，中国银行始终把“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

益”放在首位，统筹兼顾各类股东诉求，在众多方案中深思熟虑、反复

权衡、慎重选择、稳步推进、周密实施。 

在中国银行可转债发行前，沪深两市仅有9支可转债交易，可转债

市场余额不足100亿元，溢价率普遍较高，并且发行人行业构成与A股股

票市场的结构匹配度较低。中国银行可转债的发行上市丰富了投资者的

投资选择，优化了市场结构，对我国可转债市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之后，中国银行针对股东结构特点，从保护原有股东利益角度出发，慎

重选择了A+H配股的进一步融资方案，在保证募集资金规模的同时，增

强投资者和市场信心，减少对对市场的冲击。汇金持有中国银行A股比

例高达96.4%，扣除其认购部分，中国银行在A股市场融资不超过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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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对市场影响非常有限。 

在再融资方案执行期间，中国银行高级管理层通过电话会议、网上

路演等多种形式，与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充分沟通，

主动向投资者介绍融资方案细节，获得投资者的广泛支持，维护了资本

市场稳定。为尽可能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并提高融资效率，中国银行及主

承销商和承销团通过各种沟通渠道，充分履行告知义务。最终，在股东

结构远比其他上市公司更为分散的情况下，中国银行A股配股率达到

99.57%，创截至当时A股上市银行配股认配率历史新高，为后续配股的

大型上市公司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四、建立和维护畅通的中小投资者沟通渠道 

日常工作中，中国银行本着及时、主动、公开、公平的原则，结合

定期业绩披露及其他重大事项，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工作，尤其注重建

立畅通的中小投资者沟通渠道。通过设立专人负责的投资者关系热线电

话和投资者关系电子邮箱，中国银行及时关注并应答中小投资者的问询

与诉求。此外，中国银行不断完善投资者关系网页，及时发布公司公告、

公司治理信息、业绩材料等资讯，满足广大投资者的信息需求。2012

年，中国银行正式颁布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沟通政策》，为

与股东的持续、顺畅沟通进一步提供制度保障。 

自上市以来，中国银行一直高度尊重和保护股东利益，充分履行了

一个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的社会使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贡献了应有的力量。近年来，中国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和保护投资者利



5 

 

益的实践持续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获得了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首届“中国公司治理专项奖-年度董事会奖”、“2011年度最佳信息

披露奖”等诸多权威奖项。未来，中国银行将继续借鉴国际一流大银行

的最佳实践，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加强与投资

者的有效沟通，努力保护股东权益，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本文由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本栏目刊载的信息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不构成任何投

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

决策。上海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栏目刊载的信息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

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不作保证，亦不对因使用该等信息而引发或可能引发

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更多内容敬请浏览上交所投资者教育网站

（http://edu.ss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