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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盈利还有多少空间？ 

疫情爆发让原本举步维艰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除了部分食品、医疗物资等

行业需求旺盛，因为减少外出经济活动而带来的招工难、复工协同性困难，

导致企业原材料紧张、物流不通畅、人力成本高启等一系列问题，许多企业

的经营现金流开始干涸。 

为此金融机构尤其是肩负着我国融资主要重担的银行成为了逆周期调节的主

力，但是存在一个兼顾防风险和降成本之间的矛盾： 

首先在防风险、严监管的进程中，包括流动性新规、大额风险暴露和资管新

规等在内的规定，通过限制“影子银行”，提倡存贷业务，被动地增加了实体融

资的溢价，可能要导致银行息差收窄、盈利收缩。 

其次在 LPR 调降、银行让利实体的政策号召下，银行盈利将会收缩，靠利润

内生补充资本金的渠道将会受阻，资本金直接影响银行的规模扩张，增加了

逆周期调节的难度。 

影响银行净利润的因素除了息差，还有拨备。 

第一个问题，拨备中还有多少空间？计提拨备是一种银行调节利润的手段，

但是这种调节只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做法，并不能影响最终的利润总量，

我们国家的拨备相比而言还是比较高的，尙存在下调的空间，政策层可以根

据动态拨备理论调节监管指标，少计提拨备释放利润，缓解资本压力，增加

信贷空间。 

第二个问题，息差中还有多少空间？ 

在降息周期中，相比刚性的存款成本，压低贷款利率无疑会增加银行的负担，

所以央行发布存款新规，取缔靠档计息的“智能存款”、结构性存款等，同时讨

论降低存款基准利率。 

这些利润可以有两个用途： 

第一是通过降低资产利率直接让利实体，这是“近渴”。第二是通过补充资本，

扩大资产规模，这是“远水”。虽然“远水难解近渴”但是仍然需要流出“远水”的空

间来为未来做准备。 

风险提示：经济基本面不及预期，货币政策超预期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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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发让原本举步维艰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除了部分食品、医疗物资等行业需

求旺盛，因为减少外出经济活动而带来的招工难、复工协同性困难，导致企业原材料紧

张、物流不通畅、人力成本高启等一系列问题，许多企业的经营现金流开始干涸。 

为此金融机构尤其是肩负着我国融资主要重担的银行成为了逆周期调节的主力，但

是存在一个兼顾防风险和降成本之间的矛盾： 

首先在防风险、严监管的进程中，包括流动性新规、大额风险暴露和资管新规等在

内的规定，通过限制“影子银行”，提倡存贷业务，被动地增加了实体融资的溢价，可能要

导致银行息差收窄、盈利收缩。 

其次在 LPR 调降、银行让利实体的政策号召下，银行盈利将会收缩，靠利润内生补

充资本金的渠道将会受阻，资本金直接影响银行的规模扩张，增加了逆周期调节的难度。 

如何能同时兼顾降低金融系统风险和实体融资成本，是摆在监管层和每个银行面前

的问题。 

净利润的首要影响因素是经济运行情况，从过去十多年的数据来看，银行的利润增

速始终在 GDP 之上，但是起伏情况是向名义 GDP 回归的。 

图表1：银行利润增速向名义 GDP回归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出于数据完整性与可对比性的考虑，图中上市银行

数据是筛选过后的上市银行算术平均值，包括全国性商业银行、股份行与城商行共 36 家。GDP

增速是右轴。 

 

2005-2007 年银行的收入和盈利的增速都保持在 30%以上，此时盈利的增长主要来

源于资产规模扩张和息差较大。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蔓延，宏观经济环境带来货币政策的变化，降息周期中银行的

资产规模虽然仍在扩张，但是风险也在上升，为此不得不大幅度计提拨备，银行的净利

润出现了下滑，到 2010 年但是总体还是很高的。 

此后四万亿计划出台以后，中国经济触底反弹，投资机会多，回报率高，贷款规模

快速扩张，同时息差也较高，开始了银行业的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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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经济增速进入下行周期，信用风险继续上升，当年七月发布了《商业银行贷

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从2012年开始实行，该办法要求拨贷比2.5%和拨备覆盖率150%，

此后资产规模的扩张也开始放缓，盈利增速持续回落。 

计提增加对银行的利润影响很大，因为信用风险上升，假设银行预计不良资产会增

加 2 个百分点，那么多计提 2 个点的拨备，就几乎吃掉了银行的净息差。从图表【2】也

可以看出来，银行的净利润增速与拨贷比是负相关关系的。 

图表2：银行净利润增速与拨贷比是负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与此同时，为避免表内监管，加上四万亿之后带来的“非标”需要补血，银行开始大力

发展理财业务，非息收入占比也开始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直到 16 年严监管开始，非息

收入占比才开始下降。 

图表3：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在 16 年开始下降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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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政府融资平台的渠道开始多元化，债券、信托、融资租赁等相继发展起来，加

上房地产市场量价反弹，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出现一定程度的缓解。 

同时监管放松，缓解银行因为监管带来的成本溢价，尤其是银监会发布的实施新资

本管理办法过渡期安排和创新型资本工具指导意见，对 2.5%的储备资本做了 6 年过渡期

安排，将一级资本划分成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一级资本，明确了非核心一级资本的基本

原则和认定标准，因为核心一级资本比原来一级资本的要求低，且鼓励创新资本工具补

充其他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相当于将原来的一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降了一个百分

点。 

降低资本要求可以直接带来规模的扩张，以风险资本加权系数 100%（企业贷款）

来计算，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 8.5%降到 7.5%，银行的资产规模可以扩大 57%

（1/7.5%-1/8.5%）。 

直到 2016 年虽然受降息重定价和营改增等因素的影响，银行的盈利仍然不高，但

是信用风险出现了改善的迹象，盈利开始触底反弹，尤其是 2017 年开始净息差触底反

弹。 

图表4：2017 年净息差开始触底反弹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2018 年印发的《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放宽了银行计提

拨备的标准，将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 150%调整为 120%~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

求由 2.5%调整为 1.5%~2.5%。 

2019 年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甚至认为金融企业的拨备覆盖率超过

监管要求 2 倍以上的（300%），应视为存在隐藏利润的倾向，要对超额计提部分还原成

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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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近年来大行和股份行的拨备覆盖率上升，城农商行在下降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因此可以看出，影响银行净利润的因素除了息差，还有拨备。 

第一个问题，拨备中还有多少空间？计提拨备是一种银行调节利润的手段，但是这

种调节只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做法，并不能影响最终的利润总量，我们国家的拨备相

比而言还是比较高的，尙存在下调的空间，政策层可以根据动态拨备理论调节监管指标，

少计提拨备释放利润，缓解资本压力，增加信贷空间。 

根据 Wind 数据显示，17 年末银行的拨备开始出现分化，其中大行和股份行的拨备

上升，基本上在 200%以上，城商行和农商行的拨备快速下降，其中农商行已经下降到

128%。从这个数据来看，大行和股份行的拨备空间比较大。 

当前银监会要求的拨贷比是不低于 2.5%，拨备覆盖率不低于 150%，根据拨贷比=

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当不良贷款率小于 1.67%的时候，银行不良的紧约束条件是拨

贷比，在不良贷款率大于 1.67%的时候，银行不良的紧约束是拨备覆盖率。 

比如某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是 347%，拨贷比是 2.99%，在不良贷款率 0.86%不变的

情况下，银行减少拨备到拨贷比是 2.5%的时候，拨备覆盖率变为 291%，再减少拨贷比

就要不达标了，所以该行可以减少计提 0.49%（2.99%-2.5%）的拨备，根据该行贷款余

额 4 万亿来算，可以增加税前利润 196 亿（0.49%*4 万亿）。 

比如某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是 155%，拨贷比 3.82%，不良贷款率 2.47%不变的情况

下，银行减少拨备到覆盖率 150%，拨贷比 3.7%就不能再减少了，由此可以减少计提 0.12%

（（155%-150%）*2.47%）的拨备，贷款余额 1600 亿的基础上，增加税前利润 1.92 亿。 

如图所以 18 年底 34 家 A 股上市银行总共可以释放 5830 亿的税前利润，按照税负

25%计算，拨备中可以释放 4373 亿净利润，占当年商业银行的净利润 1.8 万亿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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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拨备中可以释放 5830 亿税前利润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1 表中单位为亿；2、数据为 2018 年末上市银行报表

数据 

第二个问题，息差中还有多少空间？ 

在降息周期中，相比刚性的存款成本，压低贷款利率无疑会增加银行的负担，所以

央行发布存款新规，取缔靠档计息的“智能存款”、结构性存款等，同时讨论降低存款基准

利率。  

如果降低存款基准利率能带来多大的息差空间？现在全国大型商业银行单位定活期

存款+个人定活期存款规模大约是 55 万亿，占计息负债规模的比例大约是 46%，如果仅

考虑调降存款基准利率 10BP，并假设商业银行揽储定价会上浮至 30%，那么降低存款

基准，可以带动银行的综合负债成本下降大约 6BP 左右（10*（1+30%）*46%）。 

同样的，按照相同的方法和类似的假设，我们可以计算出中小型银行的综合负债成

本会受益下降 5.74BP。 

 

图表7：存款基准利率下调对银行负债成本的影响 

存款基

准利率

下调幅

度（BP) 

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 全国性中小型商业银行 

单位与个人定活期

存款规模/资金来源 

上浮

比例 

负债成本下

降比率 

单位与个人定活期存

款规模/资金来源 

上浮

比例 

负债成本

下降比率 

5 46% 30% 2.99 41% 40% 2.87  

10 46% 30% 5.98 41% 40% 5.74  

15 46% 30% 8.97 41% 40% 8.61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65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