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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商业银行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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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资产规模保持稳定增长，金融服务

质效进一步提升，资产结构配置有所分化。2023年以来，在摆脱了因人员流动受阻、

工业生产波动等对经济发展形成不利因素限制条件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整体进入企稳

复苏的发展通道。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力

度，综合运用降准、中期借贷便利超额续作的方式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企业和

个人住房贷款平均加权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资金供给结构向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倾斜，引导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2023 年，商业银行

资产规模保持稳定增长，贷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各类型商业银行

资产结构有所分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贷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较高，而如城市商业银

行、农村金融机构等中小银行投资资产占比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整

体呈现出“大行放贷、小行买债”的现象；行业投放方面，商业银行新增贷款主要投

向制造业、民营企业、普惠小微企业、乡村振兴以及科技创新等政策支持领域，贷款

投放结构趋于优化。截至 2023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总额 354.85万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 10.96%；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237.60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1.03%，其

中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速分别为 23.5%和 31.9%，民营企业贷款

同比增长 12.6%。

表 1 商业银行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资产总额（万亿元） 239.49 265.79 288.59 319.81 354.85

负债总额（万亿元） 220.05 244.54 264.75 294.28 327.15

不良贷款额（万亿元） 2.41 2.70 2.85 2.98 3.23

不良贷款率（%） 1.86 1.84 1.73 1.63 1.59

拨备覆盖率（%） 186.08 184.47 196.91 205.85 205.14

净息差（%） 2.20 2.10 2.08 1.91 1.69

净利润（万亿元） 1.99 1.94 2.18 2.30 2.38

资产利润率（%） 0.87 0.77 0.79 0.76 0.70

资本利润率（%） 10.96 9.48 9.64 9.33 8.93

存贷比（%） 75.40 76.81 79.69 78.76 78.69

流动性比例（%） 58.46 58.41 60.32 62.85 67.88

资本充足率（%） 14.64 14.70 15.13 15.17 15.06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95 12.04 12.35 12.30 12.1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92 10.72 10.78 10.74 10.54
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资信整理

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有所改善，但区域分化仍较为明显，拨备整体保持在充

足水平，《金融资产分类办法》的实施或将对部分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带来下行压

力。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监管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措施，推动商业银行合理运用政

策措施及工具，通过开展延展期、续贷等方式缓解客户的还款压力，我国商业银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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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贷款新增控制在较为合理水平，2023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及关注类贷款规模较上

年末分别增长 8.14%和 8.64%；同时，得益于较大的不良资产核销力度以及贷款规模

的较快增长，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关注类贷款占比整体亦保持下降趋势，

信贷资产质量保持在较为稳定水平。截至 2023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关注类

贷款占比分别为 1.59%和 2.20%，分别较上年末下降 0.04和 0.05 个百分点。从各类

型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表现情况来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之间资产质量表现存在着一定

分化。2023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及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均较上年有所下降，且

资产质量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城市商业银行受客户资质整体弱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及

股份制银行的影响，不良贷款率及拨备覆盖率表现仍弱于行业平均水平；农村商业银

行不良贷款率最高且 2023年有所上升，拨备覆盖率亦处于较低水平。从不同区域情

况来看，浙江、江苏和福建等东南沿海区域和北京等经济相对发达省份及地区的商业

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普遍保持在良好水平，海南、甘肃、河北以及东北部省份及地区的

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表现相对较弱，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区域分化仍较为明显，

但考虑到农村金融机构和省联社改革、以及高风险地区金融机构风险化解的速度也在

不断加快，未来，农村商业银行和高风险地区中小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或将有所改善。

从拨备情况来看，商业银行保持较大的减值准备计提力度，但随着较大规模的核销以

及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的增长，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充足水平，

2023年末拨备覆盖率为 205.14%；但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

（以下简称“金融资产分类办法”）的实施或将导致部分五级分类划分相对宽松的商

业银行关注类贷款规模及占比面临一定的上升压力；同时《金融资产分类办法》规定

重组贷款至少应归为关注类，且观察期有所延长，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关注类贷款规模

或将有所增加，展期和借新还旧等重组贷款规模较大的银行或将面临一定的信贷资产

质量下迁压力。

商业银行投资业务向标准化资产倾斜，投资结构逐步优化，但仍需关注存量风

险资产的化解情况。在金融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商业银行资产投放向贷款倾斜，投资

及同业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整体有所下降；从投资资产配置情况来看，在监管引导

下，商业银行加强非信贷资产底层穿透管理，并主动压降非标投资规模，新增资产配

置以标准化债券和基金为主。但另一方面，部分商业银行早期通过投资非标将资金投

向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随着相关风险逐渐暴露，部分商业银行投资资产质

量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同时 2023年出台的《金融资产分类办法》将五级分类要求

拓展至全部的金融资产，对商业银行非信贷资产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商

业银行投资资产质量及拨备计提情况有待关注。

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净利润增速放缓，整体盈利水平有所回落。2023年
以来，减费让利政策的持续实施带动融资成本下降，1年期和 5年期以上 LPR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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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和 4.20%，分别同比下降 0.2 个和 0.1 个百分点，带动实际贷款利率下降，12
月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3.83%，同比下降 0.31个百分点；加之投资收益率下滑的双重

作用下，商业银行资产收益水平不断下降。负债端资金成本方面，2022年 9月以来，

商业银行进行了多次自主调降存款挂牌利率，陆续带动部分中小银行调降存款利率，

商业银行存款定价水平有所下行；但随着存款定期化趋势的加强，负债端资金成本下

降幅度较缓。在资产端收益率下行以及负债端成本降幅较缓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净息

差持续收窄，2023年收窄幅度约 20BP，盈利空间有所压缩。2023年，在业务规模拓

展、营业收入增长的推动下，商业银行整体实现净利润增长，但在净息差收窄、营业

收入微增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亦下降至较低水平，收益率指标有所下降。

2023年，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 2.38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3.48%。2024年 3月份公布

的 5年期 LPR下行 25bp，将进一步引导商业银行资产端新增中长期贷款收益率的下

行；而存款挂牌利率下调在中小商业银行的逐步落实或将使得全行业净息差收窄幅度

得以缓解。

商业银行住户存款加速增长带动整体负债稳定性提升，整体流动性保持合理充

裕，需关注信贷资产质量变化以及非标资产压降对流动性管理带来的压力。2023年，

在居民储蓄意愿加强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客户存款增长较快，带动存款占负债总额的

比重有所提升，商业银行负债结构整体优化；受企业闲置资金减少、财政性存款趋紧

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公司存款增长相对乏力。截至 2023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款余额 289.9万亿元，同比增长 9.6%，其中住户存款 137.0万亿元，同比增长 13.8%，

住户存款占比提升，商业银行负债稳定性整体有所增强。流动性方面，2023年以来，

中国人民银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

（MLF）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多方式向金融机构投放流动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合

理充裕；同时，商业银行在回归业务本源的过程中持续调整业务结构，提升信贷资产

占比，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标准债券占比，压降非标规模，商业银行资产端流动性水

平及资产负债期限匹配情况得以改善，整体流动性保持在合理水平。但另一方面，在

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存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压力上升，同时部分商业银

行面临存量非标资产压降困难等问题，对其流动性管理带来一定挑战。

商业银行资本保持充足水平，但在净息差收窄以及信用成本上升对资本内生能

力带来直接削弱的背景下，商业银行整体面临的资本补充压力有所加大。2023年以

来，我国商业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在年内呈现波动中小幅上升的走势，资本整体保持

充足水平，但较上年末均呈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尤其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距离监管

底线的安全边距呈现收窄的态势，表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有所加大。在净息差收

窄以及信用成本上升对资本内生能力带来直接削弱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对外源性资本

补充以及内源性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发展轻资本业务诉求持续加深。从商业银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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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工具发行情况来看，商业银行“二永债”发行规模呈下行趋势，其原因一方面表

现为弱资质主体新发行资本债券在市场认可度方面的降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净息差

收窄对资本型债券发行成本敏感度的提升。此外，《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资本新规”）将二级资本债的风险权重上调或将导致中小银行二级资本债的发行

成本及发行难度进一步上升。但另一发面，2023年地方政府发行中小银行专项债券

规模突破 2000亿元，投放区域主要为内蒙古自治区、东北三省、甘肃省、河南省等

省份，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地区中小银行的资本稳定带来一定积极意义。资本新

规的实施以及对不同序列银行的差异化的监管，进一步引导商业银行加强回归服务实

体经济，部分业务结构侧重于非信贷业务以及资产质量相对较差的商业银行资本面临

的补充压力或将加大，中小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分化程度将有所加剧。

强监管环境引导银行规范经营，推动银行业高质量发展，且随着地方中小金融

机构合并重组进程的不断推进，区域性银行市场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有所提升。2023
年，我国商业银行监管政策出台频率仍相对较高，监管内容除了从行为上为商业银行

展业提供指导，充分贯彻发挥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效用的同时，还从商业银行资产

质量和资本充足率这些基本的监管工具入手，深化对商业银行的审慎监管。《金融资

产分类办法》的出台进一步降低了商业银行在五级分类划分上的操作空间，五级分类

的客观性得到了有效提升，同时将非信贷资产纳入五级分类也有利于对商业银行整体

资产质量表现的统一化呈现，提升商业银行整体经营质量的评价效率。而资本新规旨

在依据经济金融形势和商业银行业务模式的变化，对原《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

行）》进行调整，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规则，促进银行持续提升风险计量精

细化程度，引导银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此外，各省根据地方经济结构、域内金融体

系特点及金融机构表现等情况“一省一策”推动省联社改革、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

进程；同时，多个地方政府牵头推进城商行通过合并重组的方式化解金融风险并实现

做大做强。随着地方金融机构合并重组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化解历史包袱的同时，其

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业务范围、市场竞争力以及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将得到不同程度

的增强。

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银行业整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且在监管、政

府的支持下，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将逐步提升；综上所述，联合资信认为商业银行行

业整体信用风险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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