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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宏观以及行业影响 

 

一. 政策的宏观影响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的要求，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促进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在12月31日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

建立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 

 

《通知》明确了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机构覆盖范围、管理要求及调整机制。综

合考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机构类型等因素，分档设置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和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两个上限，对超过上限的机构设置过渡期，并建立区域差别化调

节机制。 

 

《通知》表示建立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是健全我国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和完善房

地产金融管理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提高金融体系韧性和稳健性，有助于银行业

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有助于推动金融、房地产

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从宏观角度来说，《通知》是牢牢坚持房住不炒的地产政策定位的体现，亦是此前出台

的“三道红线”新规的延续，旨在通过金融机构约束房企以及个人购房的融资行为，降低

房地产金融化带来的潜在风险。《通知》的重点在于控制房地产相关贷款的占比，也就

是控制未来数年房地产相关贷款相对于总贷款的增速，而不是要压降贷款的绝对规模。 

 

2020年房地产投资以及销售均录得不俗的增长，首 11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6.8%，

远高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 2.6%的增速。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房地产销售表现

强劲，2020 年首 11 个月销售金额增速达至 7.2%，高于 2019 年 6.5%的增速。我们预

期今年总体人民币新增贷款总额将保持平稳，只不过结构上将发生变化，更多的信贷资

源将流入制造业企业、民营小微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等。受此影响，今年房地产投资以

及房地产销售将小幅回落，但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以及民间私人投资将反弹。我们维

持 2021 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与新增社会融资规模或分别达至 20.5 万亿元人民币及 33.0

万亿元人民币的预测不变，而 2020 年我们估计新增人民币贷款与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将

分别达至 20.0 万亿元人民币及 34.0 万亿元人民币。值得指出的是，我们预计 2021 年

新增人民币贷款较 2020 年多增 5 千亿人民币，但由于 2020 年超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

回归常态，特别国债的退出可能减少政府债券融资，故我们预计 2021 年新增社会融资

规模较 2020 年减少 1 万亿人民币。 

 

二. 政策对银行业影响 

 

人民银行与银保监共同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

知》，就银行房地产相关贷款余额占比设限，包括国有银行的大型银行，房地产贷款占

比上限为 40%；涵盖股份制银行的中型银行上限则为 27.5%；大型银行的个人房贷占

比上限为 32.5%，中型银行为 20%。以占比要求看，新政策对较小型的银行提出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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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较高，反映监管机构判断较小型银行的客户存在的风险隐忧较大。 

 

图 1: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监管要求 

(%) 房地产贷款占比 个人住房贷款占比 

大型银行 40.0 32.5 

中型银行 27.5 20.0 

小型银行及非县域农合机构 22.5 17.5 

县域农合机构 17.5 12.5 

村镇银行 12.5 7.5 

来源: 人民银行,银保监 

 

人行及中银保监联合声明提到，新政策可助市场参与者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促进房地

产市场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从政策层面看，这次新规除了直接压抑银行增加房地

产相关贷款的风险曝露，还间接引导银行将新贷款资金投放到受政策支持的领域,诸如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普惠金融、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 

 

根据上市银行 2020 年半年报数据统计，如果按照 2020 年上半年末的贷款组合，大部

分银行的房地产相关贷款业务都在限额范围之内。实际上，在房住不炒的政策下，大部

份银行近年对房地产相关贷款的态度转为审慎，房地产相关贷款的总贷款占比自 2018

年起一直保稳定，相对整体贷款增长亦明显克制。特别在对公业务中，银行倾向只对较

具实力的地产商放贷。 

 

图 2: 大型银行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 

2020 年 6 月末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邮储银行 

占总贷款的百分

比 

      

房地产相关贷款 35.8% 40.3% 37.4% 40.5% 29.2% 37.3% 

个人住房贷款 30.5% 33.9% 30.4% 30.1% 20.9% 33.6% 

       

监管要求       

房地产相关贷款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个人住房贷款 32.5% 32.5% 32.5% 32.5% 32.5% 32.5% 

       

监管要求较实际

占比差异 

      

房地产相关贷款 4.2% -0.3% 2.6% -0.5% 10.8% 2.7% 

个人住房贷款 2.0% -1.4% 2.1% 2.4% 11.6% -1.1% 

来源:公司 

  



 

4 

 

图 3: 中型银行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 
2020 年 
6 月末 

招商 
银行 

民生
银行 

中信
银行 

光大
银行 

渤海
银行 

浙商
银行 

兴业
银行 

华夏
银行 

浦发
银行 

平安
银行 

占总贷款
的百分比 

          

房地产相
关贷款 

37.9% 24.1% 31.8% 26.8% 35.2% 24.5% 37.2% 25.2% 31.9% 31.3% 

个人住房
贷款 

26.4% 12.5% 21.7% 15.1% 17.6% 5.9% 25.7% 12.0% 19.3% 18.2% 

           

监管要求           

房地产相
关贷款 

27.5% 27.5% 27.5% 27.5% 27.5% 27.5% 27.5% 27.5% 27.5% 27.5% 

个人住房
贷款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监管要求
较实际占
比差异 

          

房地产相
关贷款 

-10.4% 3.4% -4.3% 0.7% -7.7% 3.0% -9.7% 2.3% -4.4% -3.8% 

个人住房
贷款 

-6.4% 7.5% -1.7% 4.9% 2.4% 14.1% -5.7% 8.0% 0.7% 1.8% 

来源:公司 

 

尽管如此，仍然有部分银行超出监管要求，其中以招商银行及兴业银行超出限额的比例

较大，需要以较大力度调整其贷款组合。但对于在 2020 年末占比超额的银行，基于金

融系统稳定的政策大原则，这次新规亦有所酌情。通知明确，金融机构的放贷超出机制

要求 2 个百分点以内的，将给予业务调整过渡期为自通知实施之日起 2 年；超出 2 个百

分点及以上的，业务调整过渡期为自通知实施之日起 4 年。房地产贷款比例、个人住房

贷款占比例的业务调整过渡期分别设置。因此我们认为这次监管规定的实行对银行业来

说属较宽松，对行业的影响亦属可控。 

 

三. 政策对房地产影响 

 

继三条红线后，监管机构在 2021 年推出《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

管理制度的通知》，进一步规范房地产板块银行贷款集中度。新政策对房地产板块影响

有以下几方面: 1）限制个人住房贷款增长以防止房价过热：此次管理制度在设置房地

产贷款余额占比上限的同时，还单独设置了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上限。近年来，个人

住房贷款增长较快是推升房地产贷款占比的重要原因。以 2020 年 9 月末数字为例，个

人住房贷款余额为 33.59万亿人民币，同比上升 15.7%；房产开发贷款余额为 12.16 万

亿人民币，同比只增 8.2%。房贷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一方面推高房价，另一方面使居

民部门杠杆率上升。专门设置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上限要求，既有利于抑制居民杠杆率，

也可以防范个别银行大幅压缩其他房地产贷款以支持个人住房贷款增长。虽然现时大部

分银行均未超出新规所定其不同档次的上限，但未来受制新规所定要求，增加个人住房

贷款的空间变得有限。２）对一二线城市影响高于三四线：由于一二线城市房价过去累

积大量升幅，房价变得难以负担，一二线城市依赖房贷买房的比例明显高于三四线。国

家统计局 70大城市数据显示，2020年 11月末一、二及三线城市二手住宅房价较 5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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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上升 49%、32%和 24%。三四线城市住宅总价较低，以房贷购房的买家较容易从其它

渠道获得资金，或能以现金全款置业。限制个人住房贷款集中度或对一二线城市的住房

销售和房价有较大影响。３）资金或流向长租公寓企业：为支持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住房租赁有关贷款暂不纳入房地产贷款占比计算。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高度

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政策”。据悉，目前人民银行正会同相关部门

研究制定住房租赁金融业务有关意见，并建立相应统计制度，届时对于符合定义的住房

租赁有关贷款，将不纳入集中度管理统计范围。4）中小型开发商融资更困难：按不同

银行规模定下统一房地产贷款比例上限下，银行将更倾向放贷给大型优质的开发商。中

小型开发商将面临更大的再融资风险，开发贷的利率或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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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图 4: 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 - 2020 年前三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 27%进入房地产市场 

 2017 年末 2018 年末 2019 年末 9/2020 末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万亿元) 120.1 136.3 153.11 169.37 

同比增长 12.7% 13.5% 12.3% 13.0% 

全年增加 (万亿元) 13.5 16.17 16.81 前三季度增加

16.26 

     

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32.2 38.7 44.41 48.83 

同比增长 20.9% 20.0% 14.8% 12.8% 

全年增加 (万亿元) 5.6 6.45 5.71 前三季度增加

4.42 

其中,     

I.房产开发贷款余额 (万亿元) 7 10.19 11.22 12.16 

  同比增长 21.7% 22.6% 10.1% 8.2% 

其中，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 (万亿元) 3.3 4.32 4.61 4.73 

       同比增长 32.6% 29.5% 6.7% 1.7% 

II.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万亿元) 21.9 25.75 30.07 33.59 

    同比增长 22.2% 17.8% 16.7% 15.7% 

     

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6.8% 28.4% 29.0% 28.8% 

房产开发贷款余额/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5.8% 7.5% 7.3% 7.2%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8.2% 18.9% 19.6% 19.8% 

来源: 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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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
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

级城市中心支行；各银保监局；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

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为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抵御房地产市场波动的能力，防范金融体系对房地产贷款过度集

中带来的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性，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决定

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中资法人银行业金融

机构。 

 

二、本通知所称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含境外分行）房地产贷

款余额占该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以下简称房地产贷款占比）和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占该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以下简称个人住房贷款占比）应满足人民

银行、银保监会确定的管理要求，即不得高于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确定的房地产贷款占

比上限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开发性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参照执行。 

 

 

房地产贷款占

比 
= 

房地产贷款余额 
×100% 

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个人住房贷款

占比 
=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100% 

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三、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及机构类型，分档对房地产贷款

集中度进行管理（具体分档及相应管理要求见附件），并综合考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规

模发展、房地产系统性金融风险表现等因素，适时调整适用机构覆盖范围、分档设置、

管理要求和相关指标的统计口径。 

 

四、人民银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会同所在地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可在充

分论证的前提下，结合所在地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辖区内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具

体情况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特点，以本通知第三档、第四档、第五档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

理要求为基准，在增减 2.5 个百分点的范围内，合理确定辖区内适用于相应档次的地方

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将对人民银行副

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银保监会派出机构确定辖区内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

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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