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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商业银行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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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力度加大带动资产规模增速回升，业务进一步回归本源的同

时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所提升。2022年，我国经济增长压力较大，在此背景下，中

国人民银行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政

策工具投放流动性，引导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贷款增速提升带动其资产规模增速加快，从而带动整体银行业资产规模

增速回升。从商业银行资产结构来看，贷款占比保持上升趋势，且信贷资源进一步向

先进制造业、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以及受经济下行冲击较大的薄弱环节倾

斜，信贷资产结构持续优化，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所提升。截至 2022年末，我国商

业银行资产总额 319.8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0.8%，增速较上年提升 2.2个百分点；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214.0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1.1%，其中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速分别为 36.7%和 23.8%。

表 1 商业银行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资产总额（万亿元） 209.96 239.49 265.79 288.59 319.81

负债总额（万亿元） 193.49 220.05 244.54 264.75 294.28

不良贷款额（万亿元） 2.03 2.41 2.70 2.85 2.98

不良贷款率（%） 1.83 1.86 1.84 1.73 1.63

拨备覆盖率（%） 186.31 186.08 184.47 196.91 205.85

净息差（%） 2.18 2.20 2.10 2.08 1.91

净利润（万亿元） 1.83 1.99 1.94 2.18 2.30

资产利润率（%） 0.90 0.87 0.77 0.79 0.76

资本利润率（%） 11.73 10.96 9.48 9.64 9.33

存贷比（%） 74.34 75.40 76.81 79.69 78.76

流动性比例（%） 55.31 58.46 58.41 60.32 62.85

资本充足率（%） 14.20 14.64 14.70 15.13 15.17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58 11.95 12.04 12.35 12.30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
11.03 10.92 10.72 10.78 10.74

数据来源：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资信整理

得益于较大的不良贷款清收处置力度，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呈持续改善趋势，

拨备覆盖率有所提升，但部分区域商业银行仍面临较大信用风险管控压力。2022年，

得益于不良贷款处置力度较大，同时延期还本付息等纾困政策尚未到期，商业银行不

良贷款规模增幅相对可控，且随着贷款总额的较快增长，不良贷款率以及关注类贷款

占比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信贷资产质量稳步改善，面临的信用风险可控。2022年，

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贷款 2.7万亿元。截至 2022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率为 1.63%，关注类贷款占比 2.25%，分别较上年末下降 0.10 和 0.06 个百分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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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不良贷款率来看，2022年，我国大部分区域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保持稳中向

好的趋势，22个披露不良贷款率的地区中有 11个地区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

其中海南、甘肃、天津等地区不良贷款率下降较为明显，但重庆、广西、河北和贵州

等地区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整体看，北京、上海、浙江和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不良

贷款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但海南、甘肃以及东北地区不良贷款率仍相对较高，2022
年末海南、大连、甘肃、吉林和黑龙江不良贷款率分别为 5.39%、5.38%、4.50%、2.92%
和 2.40%，当地银行面临较大信用风险管控压力。此外，在《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

分类办法》（以下简称“五级分类新规”）出台后，展期和借新还旧等重组贷款规模较

大且五级分类划分较宽松的银行或将面临信贷资产质量下行压力。从拨备情况来看，

2022年，商业银行仍保持较大的贷款减值准备计提力度，拨备覆盖率有所上升，风

险抵补能力持续增强。

非标投资呈压降趋势，投资资产结构逐步改善，但部分中小银行仍面临投资资

产质量下行及拨备计提压力。从非信贷类资产情况来看，随着贷款投放力度加大，商

业银行同业及投资资产配置比重整体有所收缩，且投资资产配置持续向债券等标准化

资产倾斜，信托及资管计划等非标投资占比进一步压降，新增债券投资以国债、政策

性金融债和地方政府债为主，对企业债的投资仍较为审慎，企业债的配置方向以地方

城投债为主。资产质量方面，随着清收处置力度的加大以及拨备计提的增加，部分商

业银行投资风险敞口呈收窄趋势；但由于非标投资多投向房地产及城投类企业，在房

地产业风险暴露以及部分区域政府债务压力上升的背景下，仍有部分中小银行面临非

标资产逾期规模较大、五级分类不实以及减值计提不足等问题，在五级分类新规影响

下，其面临的投资资产质量下行压力、拨备计提压力以及其对盈利带来的影响值得关

注。

净息差持续收窄，净利润增速放缓，整体盈利水平有所回落。2022年以来，减

费让利政策的持续实施继续引导贷款利率下行；同时，1年期和 5年期以上 LPR分别

较上年下降 0.15个和 0.35个百分点，引导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2021年 12月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降至 4.14%，较上年下降 0.6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2022年 9月，

主要银行下调存款利率和内部定价授权上限，带动其他银行存款成本下行，加之银行

自身加大对负债结构调整力度，负债端付息率亦有所下降，但由于生息资产收益率降

幅相对较大，导致商业银行净息差进一步收窄，且收窄幅度较上年有所加大。2022
年，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 2.30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5.50%，增速有所放缓；资产利润

率和资本利润率小幅下降，商业银行整体盈利水平略有下降。

商业银行住户存款加速增长带动整体负债稳定性提升，各项流动性指标均保持

在合理水平，但部分中小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值得关注。2022年，经济下行背景

下居民消费需求减弱且风险偏好降低，储蓄意愿增强导致住户存款加速增长，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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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意愿的下降亦带动资金留存增加，推动金融机构存款规模加速上升，但受财

政支付体系改革、财政支出加大以及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因素影响，财政性存款

有所减少。截至 2022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258.5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1.3%，增速有所提升，其中住户存款 120.3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7.4%，住户存

款占比提升，商业银行负债稳定性整体有所增强。流动性水平方面，2022 年，人民

银行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综合运用降准、中期借贷便利（MLF）、再贷款、

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以及上缴央行结存利润等方式投放流动性，

灵活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和节奏，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22 年 4 月及

12月，人民银行分别两次降准各 0.25个百分点，共释放长期资金约 1万亿元；同时，

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 1.13万亿元，相当于降准约 0.5个百分点。截至 2022年末，

商业银行流动性相关指标保持在较好水平，流动性比例上升的同时，存贷比小幅下降，

商业银行流动性整体充裕；但部分区域中小银行由于负债稳定性相对较弱，且资产端

非标投资等期限较长、变现难度较大的资产占比较高，在主动负债难度上升的情况下，

其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值得关注；此外，2022年 4月，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事件打破了

储户对于银行存款“刚性兑付”的固有认知，亦对部分小银行流动性造成一定冲击。

商业银行通过多渠道补充资本，整体资本充足水平保持稳定。2022年以来，随

着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逐渐加强，其资本补充需求提升，但由于盈利水平

下降，资本内生能力有所承压；对此，监管支持商业银行灵活运用资本补充工具多渠

道补充资本，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开展央行票据互换操作（CBS）亦对商业银行资

本补充工具的发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我国商业银行二级

资本债券发行规模在年内突破历史新高，永续债发行规模较上年虽有下降，但发行主

体数量有所上升，且发行主体有一定程度下沉，另有部分上市的商业银行通过发行可

转债补充资本金；此外，原银保监会积极会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加快推动地方政

府发行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以缓解部分自身资本补充能力较弱的中小银行的资

本补充压力，截至 2022年末，已有 20余省份累计发行了超过 2700亿元中小银行专

项债，注资 300余家银行。得益于各类资本补充工具的发行以及资本的内生积累，我

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指标较上年末基本持平，资本保持充足水平。2023 年 2 月，

为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规则，原银保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简称“《办法》”），开启了我国不同序列银行差异化的监管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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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银行资

本或将面临补充压力；同时，《办法》亦简化了中小银行的资本计量方式及监管规则，

中小银行的合规成本将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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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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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河南村镇银行事件暴露了我国部分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公司治理不规范、

内部控制体系不健全、风险管理制度执行缺失、股东资质审核有待加强等问题；2022
年以来，监管部门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商业银行发展的同时，对其票据业务、信用卡业

务、互联网贷款业务和房地产贷款业务等业务层面和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

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和限制。近年来，为促进各地金融发展，增强当地金融机构的业务

竞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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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商银行改革进程；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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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