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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2 年二季度，尽管面临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个别村镇银行爆发合规

风险等不利影响，商业银行总资产增速和净利润增速仍保持稳定，总体风

险抵补能力也较为稳健。2022 年 6 月末，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达到 31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处于平稳增长阶段。6 月末商业银行累计实现

净利润 12217 亿元，同比增长 7.1%，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 1.94%，环

比下降 3BP，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2BP，净息差连续两个季度低于 2%。商

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2.95 万亿元，增速回到了 5.8%，较前两个季度增



 

 - 3 - 

速有所加快，但总体还是继续保持低增长态势。6 月末商业银行整体不良

贷款率 1.67%，同比下降 9 个 BP，连续七个季度出现下降。拨备覆盖率为

203.8%，较去年同期增了 11 个百分点，连续 7 个季度上升，反映商业银

行风险抵补能力在持续加强。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

足率、资本充足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 10.5%、12.1%、14.9%，各项资本

充足率较上年末和一季度末均略有下降。商业银行整体流动性覆盖率为

146.3%，环比上升 3 个百分点，流动性比例为 61.27%，同比增加 5 个百

分点，总体保持稳定态势。 

展望 2022 年三四季度，商业银行仍需进一步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的金融服务支持；夯实金融稳定基础，做好存量风险化解工作；加强

商业银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创新，继续配合央行深化 LPR 改革，

引导利率有序下行，保障银行业稳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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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一、2022 年二季度银行业面临的宏观环境 

2022 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危机对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渐趋稳定，美、

英等国通胀水平继续在历史高位徘徊，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大宗商品

价格屡创新高，美元指数和美债利率都大幅走强，“滞涨”风险不断上升。

国内方面，受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疫情散发等超预期因素影响，我国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 0.4%，较 2022 年一季度下降

4.4 个百分点，经济运行经受较大波动。但也应看到，尽管房地产投资跌幅

进一步扩大，6 月份以来，经济修复有一定提速，出口、基建和制造业投

资成为疫后修复的主要拉动。此外，因疫情所处阶段不同，我国与西方主

要经济体在经济周期存在一定错位，西方提前开启偏紧的货币政策，也会

对我国在货币、财政政策上的发力节奏以及银行信贷资产投放策略上带来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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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二季度央行货币政策以稳为主，总体特征表现为灵活精准、合

理适度。6 月末，广义货币（M2）、狭义货币（M1）同比分别增长 11.4%、

5.8%，增速分别比上月末高 0.3 个、1.2 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5.17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 1.47 万亿元。6 月末社科院口径宏观杠杆率

约为 266.02%，环比增加 3.0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下降 6.5 个百分点。6

月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4.16%，较去年同期下降 0.42 个百分点，处于

有统计以来低位。6 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 6.7114 元，较上年

末贬值 5.0%，仍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LPR 发挥市场利率改革

效能，今年以来，1 年期和 5 年期以上 LPR 分别下降 0.1 个、0.2 个百分

点，“市场利率+央行引导→LPR→贷款利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通

畅，企业贷款利率为有统计以来新低。 

2022 年二季度，银行业监管政策密集落地，金融监管力度持续增强，

央行就《金融稳定法》正式征求意见，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健全金融法

治的决策部署、建立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提出了更多要求；银保监会

发布《商业银行预期信用损失法实施管理办法》为商业银行预期信用损失

法实施提供了标尺准绳，《理财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办法》开始征求意见，为

理财公司构筑全面有效的内控管理制度提供了指导。 

二、银行业经营情况 

❏ 资产规模增速保持平稳 

2022 年二季度，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监管指标数据，我国银行业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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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 367.7万亿元，同比增长 9.4%，商业银行总资产 31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总额 151.4 万

亿元，占比 41.2%，同比增长 11.2%；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总额 65

万亿元，占比 17.7%，同比增长 7.8%。总体来看，整个银行业资产规模和

增速仍然处于相对较快的增长阶段。 

贷款增速较快依然是资产增速变化的主要来源。2022 年上半年新增人

民币贷款 13.68 万亿元，同比多增 9192 亿元；6 月末广义货币（M2）和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分别增长 11.4%和 10.8%，较上年末分别上升 2.4

个和 0.5 个百分点。央行也要求信贷总量保持稳定增长，继续加大对于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资产结构方面，今年以来货币政策通过在前瞻性、精准性、自主性方

面加强引导，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进一步得到支持。一是制造业贷款比重触底回升，制造业贷款比重从

2010 年 17%趋势性下行至 2020 年 9%的势头得到遏制，2022 年 6 月末

回升至 9.4%。其中，制造业中长期贷款自 2020 年 6 月以来持续保持 20%

以上的高增速，贷款总量增长和期限结构优化同步推进，有力支持了制造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筑底企稳，由 2020 年低点的 26.3%回升至 2022 年

6 月末的 29%。二是普惠小微贷款发力，助企惠民成效显著。2022 年 6

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 22 万亿元，是 2018 年末的 2.7 倍，占全部贷

款的比重提升至 10.6%；普惠小微授信主体达 5239 万户，是 2018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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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9倍。三是基建投资和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领域信贷需求趋势性转弱。

基建投资结构向城市更新、社会事业等民生领域倾斜，传统“铁公基”贷

款需求转弱，贷款比重由 2010 年的 25%降至 2019 年以来的 19%左右，

房地产贷款比重也由2019年峰值的29%回落至2022年6月末的25.7%。 

从存款方面看，存款增速稳步回升，与贷款增速基本保持匹配。6 月

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 257.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5%，比

年初增加 19.1 万亿元，同比多增 4.3 万亿元。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 25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比年初增加 18.8 万亿元，同比多增 4.8 万亿元。

外币存款余额为 9867 亿美元，比年初减少 103 亿美元，同比多减 140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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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商业银行资产及资产增速变化趋势（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 净利润增速下降，城商行依然低增长 

2022 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 12217 亿元，同比增长

7.1%，较 2021 年增速出现一定程度下降。分机构类型看，大型银行、股

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利润增速同比分别为 6.2%、9.7%、5.4%和 7.6%，

总体增长较为平稳，但城商行利润增速仍低于其他银行。城商行表现较弱

与部分非上市城商行息差收窄和信用成本较高存在一定关系。相对而言，

商业银行的盈利效率有所提高，平均资本利润率为 10.1%，较上季末下降

0.81 个百分点。平均资产利润率为 0.82%，较上季末下降 0.08 个百分点。 

全国性银行和地方性银行之间的盈利也在进一步分化。通过分析部分

上市银行的季度报告可以发现，尽管城商行利润增速趋缓，但江浙等优质

区域上市银行盈利依旧保持高增长态势，从目前已披露中报的上市城商行

净利润表现看，江浙地区上市城商行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速都在 20%以上，

高质量的上市城商行和一般城商行业绩形成鲜明对比。除此之外，区域、

结构分化加剧也进一步拉大银行间经营差异，经济更具活力、高净值客户

集中的江浙地区以及具有国家战略政策优势的成渝地区随经济回暖业绩迅

速回暖，而处于区域经济金融发展较慢的城商行仍面临不良资产出清的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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