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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一季度运行分析 

 

曾刚 

 

摘要：2018 年一季度，银行业整体运行平稳。在防风险、去杠杆

继续深化和监管治乱象全面推进的背景下，银行规模增速较上年末继

续放缓至 7.4%，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降到 2.42%，为历年最低。资

产质量基本平稳，在维持三个季度不变之后，小幅上升到 1.75%，再

次呈现出不良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双升”局面，值得关注。行业利润

增速略有上升，平均资产利润率和平均资本利润率均较上年末均有提

高，显示强监管环境下，银行业盈利能力有所回升。 

预计在资本管理新规落地后，“影子银行”拆解仍将是银行业在

2018 年面临的最大挑战。同业、理财业务的重塑，会在短期内对银行

原有业务模式产生冲击，规模和利润增长、收入结构都将有所变化。

此外，表外融资通道受阻，一方面会产生较大的回表压力，对银行资

本形成较大损耗；另一方面，部分融资主体资金链断裂，可能会形成

新一轮的信用风险暴露，需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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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业运行情况 

01．规模：增速进一步放缓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负债 2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分机

构看，大型商业银行负债总额同比增长 6.28%，股份制商业银行负债

总额同比增长 2.42%，城商行负债总额增速，7.13%，农村金融机构为

6.77%。分结构看，各项存款增速持续下行，一季度末同比增速为 8.7%，

其中，企业存款下降更为明显，同比增速仅为 5%，居民储蓄存款为

7.7%。 

 

总体上看，银行业主要的规模指标，无论是资产、负债还是存款

等，在 2018 年一季度增速都较上年同期继续下降。过去增长相对较

快的中小银行，尤其是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受同业、资管业务监管

强化的影响，增速下行更为明显。 



 

02．信用风险再度上升 

从 2016 年四季度到 2017 年末，商业银行的不良率连续 5 个季度

维持在 1.74%的水平，显示信用风险有趋于平稳的迹象。2018 年一季

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1.77 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 685 亿元；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1.75%，较上季末上升 0.003 个百分点。不良再

次出现“双升”，幅度虽然很小，也值得高度关注。关注类贷款占比

继续下降，从 2017 年末的 3.49%下降到了 3.42%，显示潜在不良生成

的压力在继续减轻。 

分机构看，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不良率继续小幅下降，

一季度末分别下降至 1.5%和 1.7%。城商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则继续“双

升”，不良率分别上升至 1.53%和 3.26%，仍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压力。 



 

图 银行业不良率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03．净息差逐步企稳 

2017 年二季度后，商业银行净息差开始回升。2017 年 6 月、9 月

和 12 月末，分别上升到 2.05%、2.07%和 2.1%。2018 年一季度，商业

银行净息差回落至 2.08%。 

 

图 商业银行净息差变化 

分机构看，国有大行净息差继续上升，从上年末的 2.07%上升至



2.1%，改善明显。外资银行也从 1.71%回升到 1.82%，但仍低于行业

平均。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净息差继续下行，且较 2017 年有加速

的趋势。反映了强监管环境下，对金融市场资金依赖较高的机构，会

面临着更大的息差风险。农村商业银行比较特殊，在 2017 年，农金

机构凭借资金来源稳定的优势，与国有大行几乎同期出现了净息差回

升。但在 2018 年一季度，农村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大幅回落 10 个 BP。 

04．盈利能力继续回升 

2018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 5222亿元，同比增长 5.86%，

增速较去年同期上升 1.25 个百分点。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为

1.05%，较上季末上升 0.13 个百分点；平均资本利润率 14.00%，较上

季末上升 1.44 个百分点。 

从贡献因素看，不良生成压力下降，减少了银行的拨备成本支出，

仍是银行盈利能力提升最重要的来源。 

二、重大监管政策及影响 

总体而言，资管新规会对银行业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是资管行业的盈利模式回归本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资管

行业的收入模式并不仅仅由管理费构成，尤其是银行理财，除管理费

收入外，还有超额收益（本质为息差）以及其他方面的综合回报。也

正因为这种复杂的收入模式和业务链条，导致部分业务偏离了主业成



为监管套利和利益输送的温床。在资管新规之后，银行资管将逐步脱

离预期收益模式，资管产品的竞争更加依赖于产品本身的业绩。银行

理财收入也将从利差模式转为管理费模式，资管行业将回归财富管理

本质。 

二是行业内部分化，中小机构压力更大。从银行业看，银行资管

子公司的陆续设立成为必然，牌照将成为稀缺资源。缺乏独立的财富

管理能力和投资能力的中小银行在竞争中更加面临劣势，现有的 27

家托管行在存款争夺中具有了先天的优势，相应的没有托管资质的中

小银行随着理财出表在这方面的存款只能面临流失。如果无法获得资

管牌照，中小银行将只能做好客户下沉、进一步巩固传统存贷款业务，

并通过发展其他机构资管产品的代销来弥补业务的缺失。 

三是产品结构调整。打破刚兑、限制期限错配以及净值估值的要

求，彻底打破了部分资管产品（尤其是银行理财）的运行模式。预计

未来封闭型产品会越来越少，开放式产品产品越来越多，因为只有开

放式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资产端和负债段的利差收益。此外，在期限错

配的约束下，要确保资产端有更多选择，资金端可能会出现更长期限

资管产品和更多私募类产品。在投资人更倾向短期产品的环境下，需

要在产品开发（附件一些长期的功能）以及提高长期产品的流动性（如

建立二级市场或提供抵押机制等）方面进行更多的创新。 

四五是社会融资结构会有短期调整，企业再融资压力显著上升。



过去几年中，资管行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融资通道。从数据上看，伴

随着资管行业的快速发展，银行信贷占社会融资的比重从 2009 年的

70%，最低降到 2013 年的 51%，2015年后，随着监管的日益强化，银

行信贷占比又有显著回升。2018 年 1 季度，累计新增银行信贷占社

会融资总量的比重达到了 80%以上。 

资管产品的投资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是各类债券，一是非标资产。

资管业务规模的萎缩，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通过这两类渠道进行融资

的主体。债券自不待言，去年以来，债券市场融资规模大幅萎缩，发

债成本（尤其是民营企业）迅速飙升。再融资难度加大，导致信用违

约事件暴露更为频繁。 

非标方面，由于新规对标准资产的定义非常严格，划入非标资产

的品种和数量或许都非常庞大。以前用表外非标来进行融资，主要有

几个好处，一是表外业务不耗用风险资本，二是表外业务不占用信贷

额度，三是表外业务不适用统一授信规定，四是表外业务资产池运作

模式可以适当的消化不良。在更严格的规定下，预计“影子银行”的

融资将进一步萎缩，大量非标面临回表的问题，但回表会受到信贷额

度、风险资本、统一授信和不良率的诸多限制。这意味着之前通过非

标来进行融资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将面临越来

越大的再融资压力并引发资金链断裂，导致银行业信用风险的再次上

升，需要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