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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宏评（第69期） 

“金融新常态”下中国商业银行的转型发展之道   

 核心摘要 

1）对中国商业银行而言，“金融新常态”至少意味着经营环境的如下嬗变：信贷整体风险上升、居民部门储蓄增长乏力、

表外业务不断被压缩、金融风险的上升与不断显性化、以及针对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加杠杆调控日益常态化与坚定化； 

2）从负债方来看，在未来能否吸引到更多、更稳定、成本相对更低的资金来源，是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挑战。应对策略

如下：首先，应该从整体上提高供应金融产品的能力；其次，提供具有独特性与吸引力的全球化资产配置方案；再次，

提高针对零售客户进行量体裁衣式综合金融服务的能力； 

3）从资产方来看，商业银行面临着经济下滑提升资产端风险、刚兑打破加剧不良压力、房地产调控思路转变以及普惠金

融快速扩张的潜在风险。应对策略如下：首先，通过提供一揽子量身定制的综合金融服务来吸引优质客户；把更多的新

增信贷资源投向发展更快、风险更低的领域；通过拥抱金融科技来化解新兴业务背后可能蕴含的风险；对未来可能进一

步恶化的不良资产，应该及时以市场化手段进行剥离； 

4）从权益方来看，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补充到足够规模的资本金，是商业银行普遍会面临的挑战。在这方面，率先行动

者将拥有很强的先发优势。此外，通过资产证券化手段实现表内优质资产或不良资产的出表，加快资产周转率并降低对

资本金的占有率，也是商业银行可以考虑的潜在选项； 

5）从表外来看，来自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的趋势性加强，会给中国商业银行的传统表外业务造成较大负面冲击。在

未来一段时间里，银行理财子公司将成为中国商业银行表外的重要实体。 

 

近年来，新常态这个词被频繁提及。但对不同主体而言，新常态的涵义迥然不同。对中国商业银行而言，“金融新常态”至

少意味着经营环境的如下嬗变：第一，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行，传统行业企业的平均收益率显著下降，针对这些企业

而投放的信贷的整体风险显著上升；第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至今居民部门杠杆

率的显著上升，居民部门储蓄进一步增长乏力，反而可能出现持续负增长。为了吸引居民储蓄，商业银行不得不提高真实存

款利率，且不得不勉力维持刚性兑付的局面；第三，金融监管的持续加强使得商业银行通过开展表外业务绕开金融监管的余

地越来越小，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整体上不断被压缩；第四，金融风险的上升与不断显性化，一方面使得商业银行资产方面临

越来越多的违约压力，进而导致商业银行不良率的上升以及拨备覆盖率的下降；另一方面也使得商业银行在投放新增信贷资

源时面临安全资产匮乏的局面；第五，中国政府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日益常态化与坚定化，中央政府在坚定且持续地严控地方

政府加杠杆，这使得商业银行在两大传统领域——房地产与基建行业——的资源配置与资源调度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问题与

不确定性。 

在这种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应该如何自处，生存下来并寻求进一步的发展呢？我们认为，可以从负债方、资产方、权益方与

表外这四个视角来分析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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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负债方来看，中国商业银行至少面临两重挑战。挑战之一，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未来居民储

蓄整体上会缩水，而商业银行争夺居民储蓄的竞争将会不断加剧，因为这毕竟是最为稳定的一种负债来源。挑战之二，是随

着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通过同业业务开展套利的监管逐渐加强，曾经一度占比较高的同业负债规模也倾向于缩水。换言之，

从负债方来看，在未来能否吸引到更多、更稳定、成本相对更低的资金来源，是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挑战。 

商业银行如何应对负债端的挑战呢？首先，商业银行应该从整体上提高供应金融产品的能力。过去中国储蓄者被“惯坏”了，

因为一方面真实存款利率与理财产品收益率较高，另一方面理财产品实际上是刚性兑付的。然而随着银行资产端收益率的下

降以及风险的上升，商业银行继续保持刚性兑付的难度越来越大。在这一背景下，商业银行能否提供品种足够多、期限足够

丰富、收益率与风险更加匹配的金融产品，就成为能否吸引到储蓄者的关键；其次，未来中国居民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意愿

将会显著增强，因此能否与全球金融机构合作，提供具有独特性与吸引力的全球化资产配置方案，也是商业银行未来的核

心竞争力之一；再次，是否拥有针对零售客户进行量体裁衣式综合金融服务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总体来看，以下三

类商业银行能够更好地应对负债方的挑战：一是传统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他们享有规模庞大以及路径依赖的优势；二是更

早向零售银行转型、在零售业务方面拥有突出优势的商业银行；三是背靠全牌照综合金融集团的商业银行。 

图表1 中国居民杠杆率过去十年快速上升 

 

图表2 居民部门过去三年净储蓄为负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从资产方来看，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普遍面临如下挑战：第一，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滑，中国企业整体投资回报率显

著下降，这会降低商业银行资产端收益率，并提升资产端风险；第二，随着中国企业去杠杆以及地方政府控杠杆进程的进行，

企业业绩暴雷与地方政府暴雷的案例将会越来越多，这会加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压力以及拨备压力；第三，中国政府调控

房地产的思路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未来房价与地价走势面临更大不确定性，而中国商业银行资产端普遍重仓房地产相关贷款；

第四，中国政府目前在力推普惠金融、中小企业融资与绿色融资，而这些领域均非商业银行的传统擅长领域，在这些领域的

过快扩张可能意味着未来更大的风险。 

商业银行如何来应对资产方的挑战呢？首先，在未来企业与地方政府业绩注定会加剧分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自然要加大争

夺优质客户的力度。而对于优质客户来讲，商业银行除了能够提供贷款之外，还必须要能给优质客户提供一揽子量身定制的

综合金融服务，例如投融资联动、财务与税务筹划、资产证券化与不良资产处置等；其次，商业银行要降低对高危企业、行

业与区域的风险暴露，把更多的新增信贷资源投向发展更快、风险更低的领域，例如从对公适度转向零售；再次，商业银行

要对未来房地产调控思路、地方债处置思路的可能转变制定预案，缓解由于政策变动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第四，商业银行

要主动通过拥抱金融科技来化解新兴业务背后可能蕴含的风险。例如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来提前甄别普惠

金融与中小企业贷款背后的风险；第五，对未来可能进一步恶化的不良资产，应该及时以市场化手段进行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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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处于低位（%） 

 

图表4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从权益方来看，基于如下两个原因，未来中国商业银行普遍会遭遇资本金的巨大压力：第一，银行资产方由于不良贷款压力

上升，导致商业银行不得不增提拨备以及核销坏账，从而导致资本金的损耗；第二，金融监管的加强总体上会加剧影子银行

体系回表，而这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可能出现规模不足。未来几年内，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会面临集体补充资本金的浪潮。 

因此，能否抢在市场同行之前，更加及时、以更低成本、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母公司增资、上市、配股、可转债、永续债

等）补充到足够规模的资本金（包括核心资本与二级资本），是商业银行普遍会面临的挑战。在这方面，率先行动者将拥有

很强的先发优势。此外，通过资产证券化手段实现表内优质资产或不良资产（有些目前的优质资产可能沦为未来的不良资

产）的出表，加快资产周转率并降低对资本金的占有率，也是商业银行可以考虑的潜在选项。 

从表外来看，来自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的趋势性加强，会给中国商业银行的传统表外业务造成较大负面冲击。中国式的

影子银行业务迄今为止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阶段之一是通道业务。2010 年至今，商业银行一直在设法寻求各种新

的通道（例如信托、基金、保险、租赁、证券、中小企业贷款等）来规避监管部门的监管，继续实现将信贷资源输送给房地

产开发商与地方融资平台的目标。阶段之二是同业业务。随着金融监管部门针对通道业务的监管日益强化，而针对银行同业

业务的监管总体上较为松弛，在过去几年间，商业银行普遍通过大规模开展同业业务（通过发行同业存单、同业理财来募集

资金，再通过其他通道转贷给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或者通过委外投资于金融市场）来规避监管。但从 2016 年年底以来，

金融监管同时将通道与同业业务纳入重点监管范畴，从而造成中国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银行理财子公司将成为中国商业银行表外的重要实体。一方面，银行理财子公司能够向潜在客户提供更

为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银行理财子公司在资源投放方面也相对更加自由。因此，目前银行理财子公司已经成为

各大商业银行纷纷跑马圈地的市场，而预计这也会给其他机构投资者（例如公募私募基金等）带来新的挑战。然而，商业银

行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则是，如何控制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相关风险？一旦银行理财子公司出现重大金融风险，商业银行应该如

何应对？商业银行是否应该在银行理财子公司出现重大危机时，进行并表处理？如果不这么做，银行理财子公司如何在投资

者中建立声誉？换言之，针对银行理财子公司，商业银行应该考虑好是更多向投资者强调银行与子公司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呢

（这样可以凸显综合优势）？还是更多强调两者之间的风险切割呢（这样可以避免交互传染）？还是力图实现两者之间的平

衡呢？ 

综上所述，在“金融新常态”下，中国商业银行的转型发展将会面临来自负债方、资产方、权益方与表外方的诸多挑战。而

要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加快发展综合金融、强调零售业务的重要性、实现负债端与资产端的联动发展、拥抱金

融科技以化解金融风险、在更大规模上使用资产证券化手段、及时处置可能恶化的不良资产、抢在市场之前补充资本金、更

好地处理表内与表外业务在收益与风险层面的关系。哪家银行能够率先实现转型，它就能更好地应对“金融新常态”的挑战，

抢占下一阶段商业银行竞争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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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条款： 
此报告旨为发给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的特定客户及其他专业人士。未经平安证券事先书面明文批准，

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传送、复印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及其复印本予任何其它人。 

此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平安证券认为可靠，但平安证券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观点

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报告内容仅供参考。平安证券不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而负上任何责任，除非法

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客户并不能仅依靠此报告而取代行使独立判断。 

平安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

法。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分析员于发出此报告日期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此报告所指的证券价格、价值及收入可

跌可升。为免生疑问，此报告所载观点并不代表平安证券的立场。 

平安证券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能参与此报告所提及的发行商的投资银行业务或投资其发行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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