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lhratings.com 研究报告 1

2025年商业银行行业分析

联合资信 金融评级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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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增长放缓，资产规模增速下滑，但信贷资源进一步向 “五篇

大文章”“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及重点区域倾斜，资产结构趋于优化，金融服

务质效进一步提升。2024年，国内经济处于稳步复苏初期，企业扩产能及加杠杆的

意愿不足，信贷需求尚未得到有效修复，加之手工补息叫停后空转资金减少导致金融

数据出现“挤水分”效应，企业信贷增速有所下降；同时，新发和存量按揭贷款利差

扩大背景下的提前还贷仍在持续，叠加居民收入预期及消费信心不足等因素影响，零

售信贷增速亦有所下降；此外，金融业增加值核算方式从规模主导调整为盈利导向后，

地方监管对于区域性银行的考核指标随之调整，银行自身规模扩张的趋动力有所减弱，

整体信贷资产增长放缓，资产规模增速下滑。截至 2024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总

额 380.5万亿元，同比增长 7.2%，增速较上年下滑 3.7个百分点。从资产结构来看，

商业银行大类资产配置持续回归传统信贷本源，贷款占比保持上升趋势，信贷资源进

一步向 “五篇大文章”“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及重点区域倾斜，并压降票据贴

现等低效益贷款，非信贷类资产普遍由同业资产向投资资产倾斜，金融投资增配资产

以国债和地方政府债为主，整体资产结构趋于优化。截至 2024年末，金融机构人民

币贷款余额 25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6%，其中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同比增速分别为 11.9%和 14.6%，绿色贷款同比增速为 21.7%，科技型中小企业贷

款和“专精特新”企业贷款同比增速分别为 21.2%和 13.0%，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表 1 商业银行主要财务数据

指标名称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资产总额（万亿元） 265.79 288.59 319.81 354.85 380.52

负债总额（万亿元） 244.54 264.75 294.28 327.15 350.87

不良贷款额（万亿元） 2.70 2.85 2.98 3.23 3.28

不良贷款率（%） 1.84 1.73 1.63 1.59 1.50

拨备覆盖率（%） 184.47 196.91 205.85 205.14 211.19

净息差（%） 2.10 2.08 1.91 1.69 1.52

净利润（万亿元） 1.94 2.18 2.30 2.38 2.32

资产利润率（%） 0.77 0.79 0.76 0.70 0.63

资本利润率（%） 9.48 9.64 9.33 8.93 8.10

存贷比（%） 76.81 79.69 78.76 78.69 80.35

流动性比例（%） 58.41 60.32 62.85 67.88 76.74

资本充足率（%） 14.70 15.13 15.17 15.06 15.74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04 12.35 12.30 12.12 12.5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72 10.78 10.74 10.54 11.00

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资信整理

得益于各项支持政策的执行以及风险处置力度的加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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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降趋势，拨备水平有所提升；但零售贷款风险暴露上升，且信贷资产质量区域

分化仍较为明显，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商业银行实质资产质量依然承压。2024年以

来，监管出台多项房地产支持政策，并将支持开发贷款、信托贷款等存量融资合理展

期政策的适用期限延长，且“一揽子化债”政策亦在稳步推进，推动房地产及涉政领

域贷款风险缓释；同时，监管从续贷对象扩展至所有小微企业、续贷政策阶段性扩大

到中型企业、调整风险分类标准等五方面部署优化“无还本续贷”政策，进一步缓解

资产质量下行压力；此外，各级政府通过动用地方资源帮助银行实现风险资产出表、

逐步放宽公司及个人不良贷款转让门槛等多种方式助力银行化解存量风险。得益于上

述政策的执行以及风险处置力度的加大，2024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增速明显放

缓，不良贷款率进一步降至 1.50%，但零售贷款风险暴露等因素导致关注类贷款占比

小幅回升至 2.22%，且信贷资产质量区域分化仍较为明显。从拨备情况来看，2024
年，商业银行仍保持较大的减值准备计提力度，拨备覆盖率较上年末提升至 211.19%，

安全垫有所增厚，行业整体风险抵补能力较强。整体看，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商业银

行实际资产质量依然承压，相关指标虽有所优化，但房地产及涉政等重点领域贷款实

际资产质量改善程度或取决于房地产市场修复情况以及区域经济复苏情况，同时零售

贷款风险暴露上升的趋势未有改善迹象且处置难度相对较大，部分中小银行仍面临较

大的信用风险管控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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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或将有所改善。非

信贷类资产质量方面，2024年，随着存量非标资产规模的持续压降以及新规下拨备

程度的上升，商业银行非信贷类资产风险暴露高峰已过，加之化债背景下涉政类非标

资产陆续偿还，投资风险敞口整体呈收窄趋势，但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低迷背景下相关

资产回收及抵质押物处置难度加大，商业银行投资风险资产压降情况值得关注。

商业银行公司存款增长承压，但储蓄存款稳定增长带动核心负债稳定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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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带来的挑战。2024年，信贷增速放缓对派生存款增长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同时“手

工补息”叫停导致银行体系存款有一定流失，加之企业闲置资金减少、财政性存款趋

紧以及主动压降高成本存款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公司存款增长相对乏力，但居民储

蓄意愿仍较强，商业银行储蓄存款保持稳定增长，带动储蓄存款占比上升。截至 2024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302.3万亿元，同比增长 6.3%，其中住户存款 15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商业银行负债稳定性整体有所增强。流动性方面，2024
年，中国人民银行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综合运用降准、公开市场操作、中期

借贷便利（MLF）和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向金融机构投放流动性，保持

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商业银行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提升高流动性资产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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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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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流动性保持在合理水平，2024年末流动性比例提升至 76.74%。但另一方面，部

分商业银行仍面临贷款收息难度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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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投资收益增加及信用成本的下降未能抵消息差收窄、

信贷增速放缓以及中收承压等因素对盈利实现带来的负面影响，商业银行净利润有

所下降，整体盈利水平延续下滑态势，未来随着存款到期重定价及期限结构改善带

来负债成本优化，净息差降幅或将趋缓。2024年，受 LPR下调幅度加大、房贷利率

下降、存量贷款重定价以及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叠加减费让利等政策引导，商

业银行贷款利率下行较快，同时市场利率下行带动同业及投资资产收益率走低，整体

资产端收益水平持续下降；负债端，得益于存款挂牌利率下调以及手工补息和同业存

款定价机制的规范，加之定价机制和考核导向变化驱动存款长期化趋势有一定缓解，

存款付息率有所下降，但由于存款定期化趋势延续及竞争压力加大，负债端资金成本

降幅仍相对较小，商业银行净息差收窄至 1.52%；同时，受资产投放承压影响，商业

银行难以延续“以量补价”的方式维持业绩平稳增长，利息净收入增长乏力。非息收

入方面，报行合一导致银保费率下调，加之理财规模收缩，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增

长承压，部分银行通过加大投资收益弥补息差下降带来的收入缺口，投资收益对营业

收入的贡献度有所上升。信用成本方面，2024年，由于资产质量相关指标优化，同

时为应对收入下滑压力，商业银行信用减值损失规模整体减少，但信用成本的下降未

能抵消息差收窄、信贷增速放缓等因素带来的收入下滑影响，商业银行净利润有所下

降，整体盈利水平延续下滑态势。2024年，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 2.32万亿元，同比

下降 2.52%。预计 2025年商业银行净息差仍将下行，但存款到期重定价叠加期限结

构改善将驱动负债成本优化，负债端或将迎来改善周期，以缓释资产端定价下行压力，

息差降幅或有所收窄。

得益于外源性资本补充力度加大及资本新规的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提

升且具有充足的安全边际。2024年，在净息差收窄对资本内生能力带来直接削弱的

背景下，商业银行外源性资本补充力度加大，“二永债”发行规模上升，同时积极协

调政府相关机构推动增资扩股相关工作，商业银行整体资本实力提升，叠加资本新规

的实施以及信贷增速放缓和投资结构优化直接带来的资本消耗趋缓，商业银行整体资

本充足水平有所提升，且具有充足的安全边际。此外，2025年 3月 5 日的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拟发行 5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国有大

型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或将得到提升，但部分资产质量及盈

利表现较弱的中小银行面临的资本补充压力仍需关注。

多项支持政策助力商业银行化解存量风险的同时，引导其实现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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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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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有所提升。2024 年，我国商业银行监管政策出台频率仍相对较高，在引导商业

银行优化信贷投向、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商业银行规范经营，并针

对“如何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出台多项政策，助力商

业银行化解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此外，监管部门及各级政府通过多

种举措提高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包括政府及地方国有企业通过

注资或受让股权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对银行的持股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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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合并重组以及“村改支”“村改分”等。得益于上述风险化解举措的逐步实施以及

地方金融机构合并重组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银行业机构数量加速减少，且高风险机

构数量及占比亦有所下降，区域性银行市场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有所提升。

未来，随着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实以及我国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银行业整体将

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并将在“五篇大文章”等国家政策导向的重点领域加大信贷投

放力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和有效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也将得到进一步增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金融支

持；同时，考虑到银行业在我国经济及金融体系内具有重要地位，系统重要性显著，

在发生风险或流动性困境时，政府通常会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而给予必要

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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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