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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年多的调整，全球银行业整体已恢复至危机

以来最好水平，但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尚不稳固。中

国、美国银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欧元区银行业

仍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问题，日本银行业盈利增长基

础尚不稳定。 

●四季度，各国对银行业的监管将继续强化，夯实基

础、保持稳健发展仍将是全球银行业的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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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探寻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银行全球银行业展望季报（2014 年 4 季度） 

在全球经济整体复苏的大背景下，全球银行业已恢复至危机以来最好水平，

但运行情况出现较大分化。中国和美国银行业态势整体良好，欧元区银行业整

体运行疲软，日本银行业盈利基础尚不稳定。四季度，预计中国和美国银行业

有望保持平稳增长，欧元区银行业仍难有起色，日本银行业经营仍面临增长压

力。 

一、全球银行业回顾与展望 

（一）1000 家大银行 

1．整体已恢复至危机以来最好水平 

英国《银行家》杂志每年公布的 1000 家大银行排名是展示全球银行业现

状、变化和趋势的一个重要窗口。 

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带动全球 1000 家大银行总资产、一

级资本和税前利润的逐步恢复。2013 年，全球 1000 家大银行一级资本总额达

6.62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5%；总资产达 113.0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0.6%；

实现税前利润 92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7%；资本回报率和资产回报率分别

为 13.89%和 0.81%，均为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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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全球 1000 家大银行财务指标 

单位：10 亿美元，%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一级资本 4267 4912 5434 5746 6163 6624 

增长率 9.7 14.9 10.6 5.7 7.3 7.5 

总资产 96395 95532 101641 107233 112391 113053 

增长率 6.8 -0.9 6.4 5.5 4.8 0.6 

税前利润 115 388 709 702 750 920 

增长率 -85.3 237.4 82.7 -1.0 6.8 22.7 

资本回报率 2.69 2.70 13.10 12.23 12.16 13.89 

资产回报率 0.12 0.41 0.69 0.66 0.67 0.81 

资料来源：The Banker，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2．区域布局分散化趋势明显 

美欧日银行业地位不断下降。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日发达

国家银行业主导地位呈现下降趋势，2013 年一级资本占比及资产规模占比较

2007 年下降均超过 10%以上，税前利润占比较 2007 年下降达 27%。 

亚太地区（除日本）银行业快速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银行业持续稳

健发展。一级资本占比及资产规模占比较 2007 年均提高 10%以上，税前利润

占比较 2007 年提高达 25%。 

非洲、中南美银行业有较大的增长空间。目前，非洲和中南美（包括加勒

比地区）银行业全球竞争力不高，一级资本和资产占比均不到 4%。值得关注

的是，其盈利能力位居全球银行业领先位置，税前利润占 1000 大银行接近

10%，银行平均 ROA 和 ROE 分别达到 1.8%和 22.9%，高于全球其他区域。 

3．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全球 1000 家大银行的行业集中度出现结构性变化。第一梯队银行（排名

前 20 位）资本占比较 1995 年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以上；第二梯队银行（排名

20-50 位）资本占比提升不到 3 个百分点，第三梯队银行（排名 50-100 位）资

本占比则出现了 1 个百分点左右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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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银行业的行业集中度同样不断提高。在美国位列全球 1000 大的银行

中，排名前 5%（约 7 到 8 家）超大型银行资本占比由 1995 年的不到 40%上

升到 2013 年的 67%；在日本，排名前 5%的超大型银行资本占比由 1995 年的

34%上升到 2013 年的 60%左右；在欧洲，排名前 5%的超大型银行资本占比

由 1995 年的 40%上升到 2013 年的 45%。 

4. 经营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 

“去杠杆”趋势明显。总体来看，以 2007 年为时间节点，全球 1000 大银

行的杠杆率（以资产/一级资本计）趋势出现分化。2007 以前呈现上升趋势，

由 1995 年的 21 倍上升到 2007 年的 23 倍，之后显著下降至 2013 年的 17 倍。 

非利息业务持续发展。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 1000 家大型银行的

非利息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尤其是美国银行业，

2007 年非利息收入占比为 48%，2008 年下降为 40%，之后迅速回升，2013

年已经达到了 54%的更高水平。相比而言，欧洲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下降明

显，由 2007 年的 53%迅速下降到 2008 年的 31%，之后缓慢回升至 2013 年

的 45%。 

国际化发展有所放缓。2008 年以来，发达国家银行业的国际化发展整体上

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欧盟银行业的外部债权在

2008 年初达到顶峰，接近 24 万亿美元，此后逐年萎缩。美国银行业相对稳定，

日本银行业增幅较大。 

（二）美国 

1. 整体发展态势趋好，但四大银行业绩落后 

规模持续增长，盈利继续好转。2014 年第二季度，美国银行业1资产、负

债、资本分别达到 15.2 万亿、13.4 万亿以及 1.7 万亿美元，同比增幅在 5.2-5.7%
                                                        
1
 本文所述美国银行业范围为 6656 家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承保的存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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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环比增速在 1.7-2.0%区间。实现净利润 40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

环比增长 1.7%。资产收益率 1.07%，资本收益率 9.54%，均高于前两季度。 

资产质量改善，资本状况良好。不良贷款率 2.24%，创 6 年来新低。问题

银行数降至 354 家，为 2009 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水平。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

9.57%，比前两个季度稍有上升，但一级资本比率为 12.98%，较前两个季度略

有下降。 

美国四大银行2营业收入均为负增长，同比下降 1.4-5.6 个百分点，除富国

银行税后利润同比增长 3.8%外，其余三大行税后利润均为负增长。 

表 2：美国银行业相关指标变化情况 

单位： 

百万美元 

2014 年 

第二季度 

2014 年 

第一季度 

2013 年 

第二季度 

环比 

变化 

同比 

变化 

资产 15,164,599 14,901,492 14,404,747 1.8% 5.3% 

负债 13,448,416 13,219,487 12,781,434 1.7% 5.2% 

资本 1,716,183 1,682,005 1,623,313 2.0% 5.7% 

税后利润 40,243 37,267 38,200 8.0% 5.3% 

运营收入 168,992 163,772 170,532 3.2% -0.9% 

净利息收入 105,450 104,190 103,439 1.2% 1.9% 

非利息收入 63,542 59,582 67,093 6.6% -5.3% 

不良贷款 181,757 195,185 239,309 -6.9% -24.0% 

核心资本 9.57% 9.54% 9.34% 0.03% 0.23% 

一级资本 12.98% 13.34% 13.00% -0.36% -0.02% 

ROA 1.07% 1.01% 1.06% 0.06% 0.01% 

ROE 9.54% 8.99% 9.46% 0.55% 0.08% 

不良贷款率 2.24% 2.46% 3.09% -0.22% -0.85% 

资料来源：FDIC，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2. 监管持续加强，大型银行承受更大压力 

对不同规模银行，美国监管机构的监管态度明显不同： 

第一，对大型银行强化监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货币总监署

（OCC）为资产规模超过 500 亿美元的大型银行建立管理制度提供指导性意

                                                        
2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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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二是，颁布银行流动性管理规则，要求大型银行保留高质量的流动性资产；

三是，加大对大型银行违规的处罚力度，美国银行等将支付 89.7 亿至 166.5 亿

美元不等的罚款或诉讼和解金；四是，美联储和 FDIC 驳回 11 家大银行的生前

遗嘱计划，要求改写。 

第二，对小银行减轻监管负担。６月初，美国监管机构联合要求社区和小

型银行上报监管负担的内容，以采取措施满足 1996 年“经济增长和监管文件

减免法案”（Economic Growth and Regulatory Paperwork Reduction Act）的

规定。 

3. 贷款业务喜忧参半，基于信息技术的服务创新不断涌现 

第一，工商贷款业务明显好于个人贷款业务。工商贷款在各州均呈现出强

劲需求，贷款余额增长态势明显，信贷质量进一步改善。但在个人贷款方面，

住房按揭贷款需求总体上不够旺盛，导致银行对高信贷质量客户的竞争呈现加

剧的趋势。 

第二，服务创新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领域。一是，为减少客户的数据输入

负担、改善客户体验，影像技术驱动的移动客户端开始广泛运用；二是，利用

大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客户的存款行为，预测客户的未来利率敏感度，实现存

款定价；三是，苹果宣布将通过近距离通信技术，推出类似于“移动虚拟钱包”

的“苹果支付”产品。美国部分银行加入与苹果公司的合作，以扩大信用卡业务。 

4. 经营展望 

下一阶段，美国银行业预计将继续保持平稳发展，以下三大因素将推动美

国银行业发展的新变化： 

第一，货币政策新格局。随着美联储即将退出非传统的 QE 货币扩张政策，

美国银行业的生态环境亦将面临改变。决定银行资金价格的市场收益率曲线将

http://app.finance.ifeng.com/hq/rmb/quote.php?symbol=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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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常态，银行业资产负债的结构和经营业绩将面临新的特征和挑战。 

第二，严格的金融监管。美国监管当局在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过程中，

对大型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新的更为严格的要求。近期对大银行的处罚也反映

出美国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第二次严厉监管周期仍在持续之中。 

第三，产品和技术创新。虽然面临重重困难和巨大挑战，以客户为先导的

美国银行业并未放弃产品和技术创新，这一趋势将随着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和全

球供应链高端地位的巩固继续延伸下去。 

（三）英国 

1. 瘦身计划成效明显，但大型银行业绩仍有待改善 

2009 年以来，英国银行业持续推进非核心资产处置，取得明显成效：2013

年末的不良贷款总额降至 1650 亿英镑，拨备达到 900 亿英镑，拨备覆盖率上

升到 55%，均为 2009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英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为

10.6%，较 2013 年提高了 0.6 个百分点。 

2014 年上半年，英国五大银行3实现税前利润 151.62 亿英镑，同比下降

7.83%；平均净息差为 2.54%，较 2013 年上半年上升了 6 个基点，但平均成

本收入比达 60.16%，较 2013 年上半年上升了 4 个基点。 

2. 对外资分行监管趋严，开展英国版银行压力测试 

2014 年 2 月，英格兰银行下属审慎监管局（PRA）发布了《审慎监管局对

国际银行分行的监管办法》，对来自非欧洲经济区外资银行分行的经营管理提出

了较为严格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外资银行分行将转制为子行，或退出英国市

场。 

2014 年 4 月，基于欧洲银行监管局（EBA）泛欧金融机构压力测试要求，

                                                        
3
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劳埃德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 



 
 

全球银行业展望季报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2014 年第 4 季度 7 

英格兰银行推出了英国版银行业压力测试，加入了一些英国独有的变量，包括

英镑贬值、房地产市场崩溃、通货膨胀和基准利率水平的飙升等，压力测试的

门槛是要求银行业在极端情况下能够保持 4.5%的普通股一级资本充足率，如果

达不到这个标准，审慎监管局（PRA）将要求银行采取行动充实资本头寸。有

关压力测试的结果预计在四季度末公布。 

3. 银行业向企业融资能力下降，净贷款同比增速仍然为负 

满足英国企业新增融资需求的主要来源为股票、债券和商业票据等。2014

年第一季度，英国银行业对企业净贷款为-27 亿英镑，收缩的主要对象是大型

企业，净贷款为-20 亿英镑，房地产业是过去一年银行净贷款萎缩的主要行业。

4-5 月银行向企业净贷款为正，扭转了之前负增长的势头，然而银行对中小企

业和大型企业的净贷款同比增速仍然为负。相比银行净贷款的负增长，股票市

场融资表现良好，在 4-5 月间增长到 29 亿英镑，同期债券净发行额也为正。 

图 1：英国企业融资渠道分布   图 2：英国银行业对企业贷款同比增速 

（单位 10 亿英镑）                       （单位：%） 

              

数据来源：英格兰银行、KPMG，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4. 经营展望 

经过六年的努力，2014 年二季度英国经济已恢复到危机前的最高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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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经营的好转提供了条件。但企业投入的减少、银行融资能力不足等因素

仍将制约银行业的持续发展。 

未来需要关注两大风险。一是房地产泡沫风险。英国住宅价格持续上涨，

二季度以来已达到 2008 年危机前水平，高 LTV（贷款/价值比率）的按揭贷款

占比明显上升，房地产泡沫的风险正在积聚。一旦泡沫破裂，将对脆弱复苏中

的英国经济产生巨大打击，同时也将对英国银行业构成系统性风险，影响英国

金融稳定。二是货币政策收紧的风险。据披露，英格兰银行很可能在 2015 年

春季加息。如果利率上升，市场波动可能加剧，资产价格快速变化，如出现市

场流动性不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加之升息时点有可能与大选重叠，可能

引起更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政治风险对高风险资产的影

响也不可忽视。 

（四）欧元区 

1. 收入持续下降，成本收入比持续上升 

虽然管理费用同比下降 1.1%，利息净收入在持续下降三年后开始上升（上

半年同比增长 0.7%），但受诉讼支出增长等因素影响，营业收入连续三年持续

下降，累计降幅约 10%，成本收入比攀升至 62%，上半年净收入总额仅为 285

亿欧元，为 2009 年以来的次低水平，同比下降了 25%。 

2. 监管调整，以刺激银行业增长 

第一，欧央行推行负利率，维持超常规货币政策。9 月 4 日欧央行继续下

调再融资利率至 0.05%，下调隔夜贷款利率至 0.30%，并下调存款利率至

-0.20%。 

第二，单一监管机制推进，维护欧盟金融体系稳定。11 月 4 日起，单一监

管机制（SSM）将开始承担欧元区银行监管职责。所有银行都会使用同样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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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告模板，并根据监督手册规定的单一监管模式接受监管。新模式可以创造

公平的竞争环境，提振市场信心，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欧洲金融一体化。 

3. 经营展望 

欧元区核心经济体表现欠佳，其根源在于欧元区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短

期内难以调和。如果欧元区国家不能有效地降低政府开支、减税、减少高福利

政策、提高就业率，欧元区也就很难走出困境，银行业也将难以复苏。 

（五）日本 

1. 整体经营业绩有所改善，但尚不稳定 

受 2013 财年（2013.4 - 2014.3）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日本银行业整体

表现有所改善，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2.7%，至 15.88 万亿日元，税后利润同比增

长 12%，至 3.4 万亿日元。 

但是，2014 财年第一季度（2014.4 - 2014.6）以几家大型银行为代表，日

本银行业业绩出现下滑：三菱 UFJ、三井住友以及瑞穗三大金融集团的收入同

比下降了 1.2%-10.1%，净利润同比下降了 5.8%-37.5%。 

2. 监管政策调整，旨在摆脱通货紧缩 

日本金融厅将检查局的《金融监管基本方针》和监督局的《监督方针》统

合为《金融监管基本方针（监督、检查基本方针）》，以“推进金融系统/金融机

构的健全性和努力摆脱通货紧缩”为目标，提出重点检查内容，包括综合风险

管理、经营模型的可持续性和经营管理、资产运用能力、政策的审慎度、信息

安全等方面；此外，还要求融资评价不能仅依靠财务数据和担保/保证，而且要

看客户业务范围和成长潜力等综合情况。 

3. 更加重视多元化业务 

第一，鼓励个人客户“从储蓄走向投资”。推出与各自集团内的证券、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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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营销方案，主要措施包括：整合成立新的业务部门、银行证券保险柜台

相互交叉、下调投资初始金额、延长营业时间等。 

第二，大数据下的金融 IT。日本银行业已广泛意识到大数据分析在金融 IT

中的应用前景，通过分析客户行为，开展有针对性的营销。 

4. 经营展望 

尽管日本经济仍处于复苏轨道中，但日本企业设备投资需求尚未完全恢复，

银行业贷款业务增长乏力，再加上市场利率仍处于低位，银行的利差空间较小，

日本银行业需要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来缓解经营业绩下滑的压力。 

二、中国银行业回顾与展望 

（一）银行业经营形势回顾 

中国银行业整体运行稳健。截至 7 月底，银行业资产规模达 161.45 万亿元，

同比增长15.0%。其中，大型银行资产规模为66.05万亿元，同比增长仅为9.7%，

占银行业总资产的 40.9%；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资产规模为 29.81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6.4%，占银行业总资产的 18.5%；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为 16.58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3.0%，占银行业总资产的 10.3%。 

 2014 年上半年，16 家上市银行4的经营情况主要呈现以下特征：资产负

债增速中枢下移，规模扩张回归稳健；盈利增速同步趋缓，净息差、净利差持

续收窄；贷款、存款占资产负债的比重下降，非息收入占比持续提升；资本、

流动性指标改善，监管压力有所缓解；信用风险压力增大，不良贷款规模、不

良贷款率“双增”，拨备覆盖率、拨贷比“双降”。 

                                                        

4.“上市银行”指在境内 A 股上市的商业银行。包括“五大行”，即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简称股份制银行），即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

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以及三家城市商业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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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产增速中枢下移，规模扩张回归稳健  

2014 年 6 月末，上市银行的资产和负债规模分别达 104.36 万亿元和 97.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01%和 12.80%，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 1.43 个和提高 1.54

个百分点。五大行资产、负债规模分别为 74.46 万亿元和 69.60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1.51%和 11.31%,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 2.85 个和 3.11 个百分点；股份制

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分别达 27.38 万亿元和 25.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46%

和 16.12%，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 3.55 个和 3.87 个百分点。 

图 3：上市银行资产同比增速        图 4：上市银行负债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下同）。  

2. 盈利增速趋缓，息差、利差收窄  

2014年1—6月，上市银行分别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1.67万亿元和 6759

亿元，同比增长 14.75%和 10.67%，增速较去年同期分别提高 1.30 个和下降

2.86 个百分点。五大行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1.21 万亿元和 5137 亿元，同比

增长 12.24%和 9.32%，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 0.36 个和 3.53 个百分点；股份制

银行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4285 亿元和 1622 亿元，同比增长 21.87%和

14.68%，增速较去年同期上升 6.02 个和下降 0.6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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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上市银行营业收入同比增速       图 6：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速 

          

 2014 年 1-6 月，上市银行平均资产收益率5为 0.64%，同比下降 0.36 个

基点；五大行资产收益率为 0.70%，同比下降 0.46 个基点；股份制银行资产收

益率为 0.62%，同比上升 0.95 个基点。 

2014 年 1-6 月，上市银行平均净资产收益率6为 10.38%，同比下降 0.21

个百分点；五大行净资产收益率（加权）为 10.31%，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

股份制银行平均资产收益率为 0.62%，同比分别下降 0.4 个百分点。 

图 7：上市银行 ROA 及同比增幅（%）   图 8：上市银行 ROE 及同比增幅（%） 

            

2014 年 1-6 月，上市银行平均净息差和净利差分别为 2.50%和 2.45%，较

去年同期下降了 1.91 个和 5.73 个基点。五大行平均净息差和净利差分别为

                                                        
5
 注，资产收益率为未折年数据。 

6
 净资产收益率为未折年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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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和 2.45%，较去年同期提高 4 个和 2.75 个基点。股份制银行平均净息差

和净利差为 2.47%和 2.26%，较去年同期下降 0.87 个和 10.25 个基点。 

图 9：上市银行净息差及同比增幅（%）图 10：上市银行净利差及同比增幅（%） 

           

3. 贷款、存款在资产负债中的占比下降，非息收入占比提高 

2014 年 6 月末，上市银行贷款余额和证券投资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50.96%和 20.18%，较一季度下降 0.36 个和提高 0.31 个百分点。五大行贷款

和证券投资7比例为 53.09%和 20.14%，较一季度提高 0.09个和 0.24个百分点；

股份制银行贷款和证券投资比例为 46.18%和 19.57%，较一季度下降 1.49 个

和上升 0.53 个百分点。 

图 11：上市银行贷款余额/总资产     图 12：上市银行证券投资/总资产 

          

                                                        

7.注：证券投资包括可供出售类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应收款项类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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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末，上市银行存款余额和同业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78.90%和 15.92%，分别较一季度环比下降 0.27 和提高 0.01 个百分点。五大

行存款和同业负债8占比分别为 81.98%和 12.86%，分别较一季度下降 0.63 个

和提高 0.44 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存款和同业负债占比分别为 71.70%和

23.11%，分别较一季度环比提高 0.75 个和下降 1.15 个百分点。 

图 13：上市银行存款余额/总负债    图 14：上市银行同业负债/总负债 

          

2014 年 1- 6 月，上市银行非息收入占比为 27.00%,同比提高 1.43 个百分

点;五大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为 26.94%，同比下降 0.02 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非

利息收入占比为 27.88%，同比提高 5.78 个百分点。 

图 15：上市银行非息收入占比             

 

                                                        

8.注：同业负债包括拆入资金、交易性金融负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向中央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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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良贷款指标呈现 “双升”，拨备指标出现 “双降” 

2014年6月末，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581.80亿元，同比增长26.59%，

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 9.9 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为 1.03%，同比提高 0.16 个百

分点。五大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4234.92 亿元，同比增长 21.03%，增速较去年

同期提高 10.47 个百分点；平均不良贷款率为 1.08%，同比提高 0.08 个百分点。

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1271.21 亿元，同比增长 49.07%，增速较去年同

期下降 0.32 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率为 1.00%，同比提高 0.21 个百分点。 

从不良贷款的结构看，2014 年 6 月末上市银行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和

损失类贷款余额分别为 2648.52 亿元、2184.84 亿元和 748.45 亿元，同比增长

为 44.04%、8.97%和 32.28%。五大行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余额分别

为 1345.68 亿元、1706.12 亿元和 447.29 亿元，同比增长为 27.41%、5.41%

和 30.27%。股份制银行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余额分别为 463.24 亿元、

284.93 亿元和 104.59 亿元，同比增长为 38.56%、27.92%和 46.00%。 

图 16：上市银行不良贷款增速        图 17：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 

           

2014 年 6 月末，上市银行平均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分别为 254.64%和

2.67%，较去年同期下降 40.07 和 0.004 个百分点。五大行平均拨备覆盖率和

拨贷比为 250.90%和 2.76%，同比下降 21.06 和 0.04 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

平均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分别为 238.57%和 2.37%，同比下降 59.99 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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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个百分点。 

图 18：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        图 19：上市银行拨贷比（%） 

          

5. 资本充足率稳步提升，流动性压力有所缓解 

2014年6月末，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1.67%，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34%，

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为 9.33%，较去年同期提高 0.45 个、0.50 个和 0.49 个百

分点。五大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2.80%、10.26%和 10.26%，较去年同期提高 0.18 个、0.32 个和 0.32 个百分

点。股份制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

为 10.97%、8.76%和 8.75%，较去年同期提高 0.62 个、0.61 个和 0.60 个百

分点。 

图 20：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   图 21：上市银行一级资本净额/资本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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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末，上市银行存贷比和流动性比例分别为 65.88%和 47.02%，

同比下降 0.94 和提高 5.27 个百分点。五大行平均存贷比和流动性比例分别为

68.62%和 47.75%，同比提高 0.83 个和 6.77 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平均存贷

比和流动性比例分别为 67.29%和 47.4%，同比下降 1.44 个和上升 8.37 个百分

点。 

图 22：上市银行存贷比（%）    图 23：上市银行流动性比例（%） 

       

（二）银行业经营形势展望 

在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的背景下，银行业也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与挑战。下一阶段，中国银行业发展趋势将呈现以下特征： 

首先，规模增长趋缓。下半年上市银行资产增速将延续上半年的趋缓态势，

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速也将随规模增速中枢的下移而有所放慢。上市银行表现

将出现分化，股份制银行的分化程度将更为明显。 

第二，经营结构持续改善。在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大背景下，非息收入

占比将稳步提高。同时，随着监管政策的强化，表外类信贷业务规模增速将出

现收缩，信贷业务的比重将可能出现回升，但其回升的速度可能将受到存款增

速的影响。 

第三，信用风险进一步释放，但总体可控。银行业不良贷款规模和比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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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双升”将成为大概率事件。应密切关注不良贷款的蔓延趋势，谨防信用风

险从小微、民营企业、东部沿海地区、产能过剩行业向大中型国企央企、中西

部地区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上下游领域扩散。 

第四，监管压力将有所缓解。随着银行业整体资产增速的趋缓，再加上优

先股、二级资本债的陆续开闸，以及 6 家银行先后实施内部评级的高级方法，

银行业资本金压力将有所缓解；从流动性指标看，在对同业业务监管趋严、银

行主动负债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存贷比和流动性比例将得到改善，与此同

时，存款偏离度新规的出台，有助于抑制金融机构在月末、季末关键时点的“冲

时点”行为，有利于降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 

第五，利率市场化等改革的推进将对银行业格局持续产生影响。未来半年，

预计面向个人和企业的 CD 将面世，这会是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关键一步，也将

增强银行的主动进行资产负债表管理的能力；与此同时，民营银行准入和银行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有利于激发银行业内生增长动力，增强市场活力。 

三、热点关注 

（一）国际大型银行频遭巨额罚单 

根据 18 家国际大型银行年报（不包括中资银行）、相关监管机构以及部分

媒体披露的信息初步统计，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9 月，各大银行已经或将支

付的监管罚款及诉讼和解金（下文统称“罚单”）累计约 1035 亿美元。 

1. 罚单分类 

一是次贷相关诉讼问题。罚单合计 726 亿美元，约占 2013 年以来已披露

罚单总额的 70％，其中，仅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就向美国前四大银行、

两大投行等 11 家国际金融机构提起诉讼，指控这些机构向房地美和房利美出售

MBS 产品时涉嫌虚假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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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市场操纵。各大行因 Libor 利率操纵、能源市场等市场操纵问题累计

支付约 63 亿美元，仅美国联邦储备保险公司就 Libor 利率操纵案起诉了 16 家

国际大型金融机构。 

三是违反反洗钱及制裁规定。因违反反洗钱以及美国关于苏丹、古巴及伊

朗等国制裁等相关规定，5 家大型银行累计被罚约 115 亿美元。 

四是不当披露及欺诈关联。因不当信息披露、误导投资者、涉嫌金融欺诈、

协助逃税等问题，7 家大型银行累计被罚约 60 亿美元。 

五是“伦敦鲸”事件及反垄断集体诉讼等，大型银行累计被罚约 70 亿美元。 

在上述罚单中，最终向政府及相关监管机构支付的罚款及和解金约占罚单

总额的三分之二，这表明，政府及监管机构是此轮罚单潮的主要推动者。 

2. 罚单频出的原因及影响 

社会舆论与政治因素是密集罚单的重要推力。危机爆发后，媒体纷纷指责

华尔街金融机构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这些金融机构不但没有因危机而受处

罚，反而要纳税人出钱救助，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金融机构高管

们却仍享受着高额薪酬和分红。此外，媒体还把矛头指向监管机构，认为美国

房地产泡沫源于长期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而后来高涨的基准利率则引爆了次贷

危机；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监管政策的指引下，市场监管趋于放松或缺位，

未能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在社会舆论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监管机构为

了摆脱自身责任，以美国为重点掀起了对国际大型银行的惩罚高潮。 

市场环境及银行经营状况好转使得罚款成为可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数

年内，尽管强化金融监管的措施层出不穷，但为避免对下行的经济和市场信心

造成进一步伤害，欧美监管当局并未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实质性惩罚。近两年

来，美国经济企稳，资本市场好转，银行业整体盈利状况改善，2013 年全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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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银行平均利润超过 160 亿美元。欧洲的经济及银行业也有所恢复。在此背

景下，对国际大型银行开具罚单，既能起到警戒惩罚作用，又能将罚单冲击控

制在银行的承压范围内，避免对实体经济造成实质影响。 

银行自身的问题是导致罚款的根本原因。在次贷危机发生前，一些大型银

行为追求短期利润，放低了住房抵押贷款标准，对次级信用的借款人发放按揭

贷款，为贷款的违约埋下了祸根。银行除了自己投资次贷衍生产品外，还作为

销售渠道向投资者销售次贷衍生产品，一定程度助推了次贷市场的快速发展，

成为次贷风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另外，银行自身的内控漏洞也是助长洗钱、

欺诈、市场操纵等金融犯罪行为的重要原因。因此，金融危机后银行业接受巨

额罚单也就并不意外，银行自身的责任不可推卸。 

高频巨额罚单的影响巨大。一是严重损害银行声誉及形象，影响投资者信

心和银行信用评级，引发股价下跌，导致筹资成本上升，客户对银行信任度下

降，影响相关银行业务发展。二是直接影响盈利水平。以美国四大商业银行为

例，2013 年四大行净利润达 649.05 亿美元，但其报表中披露的各类罚金与和

解金就高达 411.1 亿美元，相当于其净利润 63.3％。三是引发了银行管理层变

动，多家国际大型银行在危机后频频通过裁员来减少开支。四是推动银行战略

调整，简化、退出部分高风险市场业务成为了各大银行的战略选择之一。 

（二）中国银行业国际化 

国际化经营已经成为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银行业国

际化发展现状来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

招商银行（简称六家行，下同）走在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前列。从一定意义上

来说，六家行国际化发展现状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缩影。 

2014 年上半年，六家行国际化经营不断推进，境外资产合计 8.7 万亿元人

民币，营业收入 897 亿元，实现税前利润 456 亿元。总的来看，六家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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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能力不断提升：全球服务网络不断扩展，已经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和金融

中心；境外业务对集团的贡献度持续提升；网点效能持续改善。 

1．国际化发展较快 

截至 2014 年 6 月，六家行境外资产合计达 8.7 万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

长了 21%，自 2009 年末起的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 30.4%；境外营业收入达 897

亿元，超过 2011 年全年的水平，自 2009 年末起的复合增长率高达 20.2%；实

现境外税前利润 456 亿元，接近 2011 年全年的水平，自 2009 年末起的复合增

长率高达 20.7%。 

2．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 

全球服务网络不断扩展。六家行的全球网络基本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和金

融中心。2013 年末，全国 18 家银行在 51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1127 家机构，主

要集中于亚太（除港澳台）和欧洲地区。 

境外业务对集团的贡献度持续提升。六家行境外资产、收入占集团比例普

遍较 2009 年增长了一倍以上，税前利润占比也有了显著的提升，截至 2014 年

6 月，六家行税前利润平均增速达 6.6%。 

网点效能持续改善。六家行境外网点及人员的增速普遍放缓，部分行甚至

出现了负增长；但是，资产规模仍保持较高速增长，部分银行较年初普遍增长

了 20%以上。 

3．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境外业务发展不平衡。从境外业务发展现状来看，六家行往往将为“走出

去”客户提供融资服务作为拓展境外业务的重点，资金、收入以及业务发展存

在不平衡的现象。公司业务占比居高不下，六家行境外公司贷款占比依然保持

在 90%以上，个人贷款占比不到 10%，业务单一程度较高。 



 
 

全球银行业展望季报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2014 年第 4 季度 22 

境外存贷款缺口不断扩大，对境内资金的依赖日益加深。2014 年上半年，

六家行存贷款增速差距有所下降，贷款缺口（贷款/存款）呈现扩大趋势，平均

贷款缺口较 2013 年底增长 1.6 个百分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收入多元化有待加强。2014 年上半年，

六家行海外业务手续费及佣金占比呈现下降趋势，最高降幅达 10 个百分点以

上。此外，六家行境外业务的资产回报率与集团整体的差距也有所扩大，2010

年两者总体相等，2014 年 6 月末差距扩大到 0.5 个百分点左右。 

境外布局与实体经济需求仍不匹配。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

第二对外投资大国和第二吸引外商投资大国，但是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影响力远

远低于这一水平。中国与全球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均有贸易往来，在全球近 180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直接投资；但各银行境外机构、资产和经营收入的分散性和

覆盖面滞后与投资贸易的覆盖面，特别是在南美洲和非洲地区。 

4．未来发展方向 

以服务“走出去”企业为基本策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不断优化境外机构服务网络，着力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扩大

人民币境外影响力，形成企业“走出去”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双向循环。 

坚持综合化金融服务，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强化商业银行与多元化平台

的联动，完善以适量贷款资源为引导、以综合化金融安排为核心的经营模式，

在提升境外业务竞争力的同时，显著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不断调整单纯依赖贷

款资源扩张的传统模式，以能力建设促可持续发展。 

适当采取并购方式，加速国际化发展。相对于自设机构，并购具有较大的

宣传效应，有利于快速拓展海外业务，有利于融入当地主流市场，但整合难度

和潜在风险大，要求银行具备较强的跨国管控能力。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

跨国并购将成为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加速器、打造世界级跨国银行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