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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政策

性银行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政策性银行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政策性银行行业的现状、

中国政策性银行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政策性银行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政

策性银行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政策性银行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政

策性银行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政策性银行是指由政府创立，以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为目标,在特定领域开展金融业务的不

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性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商业金融服务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是我国金

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政策性银行不以营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社会经济

政策或意图，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充当政府发展经济

、促进社会进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工具。

                           -             具体内容                               资金来源             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多由政府财

政拨付                               经营时考虑的问题             政策性银行经营时主要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

社会效益，不以营利为目标，政策性银行但政策性银行的资金并不是财政资金，政策性银行

也必须考虑盈亏，持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                               特定的资金来源             政策性银行有

其特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发行金融债券或向中央银行举债，一般不面向公众吸收存款。四

是政策性银行有特定的业务领域，不与商业银行竞争                               信用等级较高             拥有

几乎等同于财政部的债信等级，因此单只债券发行规模较大，比如&ldquo;20国开战

疫120&rdquo;单只债券发行规模就达到80亿               

    我国政府在1994年就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

性银行，均直属国务院领导。

 我国三大政策性银行简介

                           政策性银行             简介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直属国务院领导的

我国唯一的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1994年11月挂牌成立。主要职责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

方针政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筹集资金，承担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

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目前，全系统共有31个省级分行、300多个二级分行和1600

多个县域营业机构，有一支5万多人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专业队伍，服务网络遍布中国大陆地区

                              中国进出口银行             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投资发展与经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银行。依托国家信用支持，积

极发挥在稳增长、调结构、支持外贸发展、实施&ldquo;走出去&rdquo;战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截至2016年末，在

国内设有29家营业性分支机构和香港代表处；在海外设有巴黎分行、东南非代表处、圣彼得

堡代表处、西北非代表处                               国家开发银行             主要通过开展中长期信贷与投资

等金融业务，为国民经济重大中长期投资前景服务。截至2015年末，资产规模12.3万亿元人民

币，不良贷款率连续43个季度低于1%，保持一流的市场业绩。在中国内地设有37家一级分行

和3家二级分行，境外设有香港分行和开罗、莫斯科、里约热内卢、加拉加斯、伦敦、万象

等6家代表处。全行员工近9000人。旗下拥有国开金融、国开证券、国银租赁和中非基金等子

公司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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