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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 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各项指标有所回升，总体表现较为平稳。大中型银行的抵补能

力较为稳健，但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低于平均水平，分化较为明显。不同类型银行流动性分层

现象日趋明显，流动性风险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小银行面临的重要挑战。展望 2021 年二季度，银

行业整体资产质量尽管有所改善，但还存在不确定因素。严监管已经常态化，银行风险处置将会继续

推进，公司治理、监管制度短板也会不断补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框架基本成形，部分纳入系统重

要性监管的股份制银行可能会面临一定资本和流动性压力。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监管制度出台，后续商

业银行通过负债创新来高息揽储等行为将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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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环境 

在经济持续恢复的过程中，应看到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仍充满了不确定性，疫情冲

击对经济的长期影响还有待观察。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保持相对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重点

把握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 

货币政策方面，总体来看，今年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稳字当头，体现了前瞻性、

主动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2021 年一季度整个银行业监管政策保持延续，一是严监管已经常态化。二是系统

重要性银行监管框架基本成形，部分纳入系统重要性监管的股份制银行可能会面临一

定资本和流动性压力。三是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监管制度出台，后续商业银行通过负债创

新来高息揽储等行为将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 

二、银行业经营情况 

（一）资产规模依旧保持较快增速 

截至 2021 年 3 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 32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其中商业银行总资产 275.9 万亿，较去年同期增长 9%，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

例的 83.7%，占比有所提高。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 134.1 万亿元，占比 40.7%，

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8.1%；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 59.2 万亿元，占比 18.0%，资

产总额同比增长 9.1%。整个银行业资产仍保持较快速度增长。 

贷款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贷款结构的优化，一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速达到

40.9%，连续 17 个月上升；二是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增长速度加快。贷款增速变化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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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在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下，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一

定程度的支持和改善。 

（二）净利润增速持续改善，但分化显著 

2021 年一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 6143 亿元，同比上升 2.4%，净利润连

续三个季度有所改善。城商行同比改善最明显，净利润增速同比提升至 5%，超出市场

预期。农商行盈利增速基本为 0。 

一季度国有大行仍加大拨备计提力度，对利润有一定侵蚀，加之体量巨大，相较中

小银行，大行盈利增速相对偏低。此外，一季度仍有 12 家上市银行盈利增速为负，包

括部分股份制银行及城商行。 

监管数据和上市银行数据共同印证，行业内部分化态势仍在持续。首先，全国性银

行和地方性银行进一步分化，地方性银行之间也呈现出强者愈强的市场格局。其次，营

收同比显著大于净利润同比，体现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幅度依然较大。第三，前瞻性来看，

尽管商业银行整体加大了拨备计提力度，但利润同比增速依然趋势向上，说明银行资产

质量还在持续改善，利润增速向上持续性有较为坚实的支撑。 

（三）净息差小幅下降 

2021 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 2.07%，同比下降 3BP，农商行的下降幅

度显著高于其他银行。净息差的下降，一方面来自于当前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以及中

小企业的利息、本金延期的大背景下，银行资产收益率下行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受制

于融资渠道和管理水平，中小银行的负债成本下降难度较大。但也应该看到，银行净息

差也受到一定程度上政策利率的保护，LPR 报价维持不变，也对商业银行净息差起到

一定的保护作用。 

从上市银行季度数据来看，一季度上市银行净利息收入同比增 4.8%，其中生息资

产同比增速 8.5%，净息差同比下降 8bp。对比 2020 年末净利息收入同比增 6.9%。 

（四）风险状况 



1. 不良贷款率首次下降 

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达 2.79 万亿，同比增速为 7%，是

今年最低增速。2021 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为 1.80%，同比下降 0.11 个

百分点，较去年末下降 0.04 个百分点，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下降。其中，大型银行不

良率为 1.47%，同比增加了 7BP，但总体保持较低水平，股份制银行不良率下降了 19BP，

城商行和农商行同比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分别下降 51BP 和 39BP，但农商行由于前

期增长加快，目前仍然处于 3.7%的高位。在 38 家 A 股上市银行中，超过六成银行不

良贷款率在一季度出现下降。 

不良率的下降，一方面得益于银行经营业绩改善与信贷投放逆周期扩张，但更大程

度上还是来自商业银行加大了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尽管不良率有所下降，仍需关注：

一是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到期后，将有少部分贷款转为不良贷款。二是监管对不良认定标

准持续趋严，银行不良贷款率预计还会在一定程度上上升，金融风险上升压力尚存。三

是一些特定领域的风险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缓解。 

2. 风险抵补能力分化较为明显 

2021 年 3 月末，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 5.2 万亿元，较 2020 年末增加 2180

亿元；拨备覆盖率为 187%，较去年末增加 2.5 个百分点，该指标反映商业银行风险抵

补能力有所加强；贷款拨备率为 3.38%，较上季末下降 0.01 个百分点。当前总体拨备

情况依然高于监管要求，风险抵补能力仍处于合理区间。 

但也要看到尽管大中型银行的抵补能力较为稳健，但城商行和农商行却大幅低于

平均水平。出于对未来风险因素的考虑，当前农商行不良率高企，同时风险抵补能力较

为欠缺，要高度关注这些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3. 流动性指标保持稳定 



2021 年 3 月末，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为 58.46%，较年初基本持平。大型银行流

动性比例上升 0.7 个百分点，略有上升；股份行下降 4 个百分点，城商行和农商行分别

上升 2 个百分点和 4 个百分点，整体变化不大。 

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为 1.8%，较年初下降 40BP，整体处于今年来较低水平。贷

存比（人民币境内口径）为 77.2%，较年初略有上升。 

自 2020 年一季度疫情发生以来，信贷与存款增速的差异导致存贷比攀升。少数上

市股份制银行一季度存贷比已超过 100%，最高接近 120%，面临存贷比过高、流动性

覆盖率不足的双重困境，需要增强流动性风险管理，提升资产负债的期限与规模匹配

度，谨防流动性风险事件的发生。 

2021 年 3 月末流动性覆盖率为 141.7%，较去年同期比较已经下降了 10 个百分

点，仍高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中要求的 100%监管指标，流动性覆盖率

回调一定程度也体现了商业银行对于流动性成本的考虑。 

需要注意的是，商业银行在满足结构性流动性指标的前提还是需要加强日常流动

性管理，保证备付的稳定性。根据不同银行的特征，未来大型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要

点仍然应该是不断提高额外流动性的运用效率，最大化资金利用价值；股份制商业银行

需要重点保持流动性指标的稳定，并对市场流动性压力情景做好充分的准备；中小银行

流动性风险面临较大挑战，未来还是应该在加强核心负债、降低负债成本、增加资本金

补充方面多下功夫。 

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压力增大 

2021 年一季度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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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11.9%、14.51%，总资本充足率较年初下降 19 个 BP。

二级资本充足率贡献率 2021 年一季度末为 2.60%，较年初下降了 10BP，2020 年以来

基本没有提升。2020 年商业银行整体加大不良资产核销，利润增长相对于规模增长而

言相对滞后，导致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乏力，一季度末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0.63%，



较年初下降了 9BP，同比下降了 25BP，少数城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接近监管要

求红线。而核心一级资本作为银行抵御风险最核心的工具，其下降会进一步增大市场对

银行的风险预期，这些银行应通过定增、可转债等方式，积极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三、二季度运行展望 

（一）稳妥有序推进风险处置，深化金融机构改革 

2020 年，一些高风险金融机构和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已经较

前几年得到明显缓解。但 2021 年，监管部门依旧要求要毫不松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全力做好存量风险化解工作，遏制各类风险反弹回潮。 

（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对银行带来新的挑战 

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共同制定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征求意

见稿）》已于 4 月 2 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附加监管规定》从附加监管指标体系、

恢复与处置计划、审慎监管措施等方面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附加监管要求，是系统重

要性银行附加监管的一般性框架。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框架基本成形，部分股份制银行

可能面临一定挑战。 

（三）商业银行负债质量和合规性监管不断强化 

3 月 26 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从负债来源稳定

性、负债结构多样性、负债与资产匹配合理性、负债获取的主动性、负债成本适当性、

负债项目真实性等六方面明确了负债质量管理的核心要素。后续商业银行通过负债创

新来进行高息揽储等途径将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 

（四）互联网贷款监管强化，中小银行面临较大转型压力 

2 月 20 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

（以下称《通知》），针对去年 7 月《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细化了审慎监管要求。《通知》大幅度收紧了互联网贷款政策要求，

主要目的在于落实中央关于规范金融科技和平台经济发展的一系列要求，进一步加强



金融监管，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在短期内，对互联网贷款（特别是联合贷款）监管的

强化对中小银行，特别是资产端面临较大投放压力的农村中小银行带来不小的挑战。 
 
 

（本文由韩爽改编自曾刚、王伟《2021Q1银行业》报告） 

 


	一、宏观经济环境
	二、银行业经营情况
	三、二季度运行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