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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控，风险增大压力犹存 
 

 

我国城商行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在经

济下行和疫情冲击的影响，经营能力相对较弱、业务范围相

对较窄的城商行经营风险备受关注。 

通过上市城商行公布的2020年中期报告，我们看到城商

行信用风险总体呈现风险压力减缓趋势，但多家银行资产质

量依然承压明显，不良贷款生成压力加大，信用风险依处上

升通道，需进一步加大不良贷款管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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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城商行中报解析：信用风险总体可控，风险增大压力犹存 

 

我国城商行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当前在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的影响，经营

能力相对较弱、业务范围相对较窄的城商行经营风险备受关注。通过对上市城商行2020年半年报

的分析，我们认为城商行信用风险总体呈现风险压力减缓趋势，但多家银行资产质量依然承压明

显，不良贷款生成压力加大，信用风险依处上升通道，需进一步加大不良贷款管控力度。 

一、13家A股上市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及规模增长整体趋缓 

截至上半年末，13家A股上市城商行信用风险压力犹存，但总体呈现风险压力减缓趋势。13家

城商行不良贷款规模合计达到909.01亿元，同比增长17.18%，增速较去年同期下滑9.30个百分

点。其中，10家银行不良贷款同比增速出现下降。郑州银行降幅最大，下降52.80个百分点，至

9.66%。其次是贵阳银行，大幅下降31.89个百分点，至17.47%。 

图表 1：城商行不良贷款增速普遍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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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财经、wind 

郑州银行不良贷款增速显著下降，主要是因为显著加大了对不良贷款的管控力度。今年以来，

郑州银行进一步加强限额管理，制定了2020年集中度限额管理方案、匿名客户压降方案、房地产

融资及河南省外异地业务压降计划，成立对公风险条线支持中心和大额资产管理中心；完成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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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优化、债项评级、对公客户评级模型开发等内评体系建设工作；对大额风险资产分层管理、

分户包干、常态督导、定期检视；围绕高质量发展的经营主线，加大拨备计提与核销力度。报告期

内，计提信用减值损失32.1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7.24亿元，增幅116.08%。 

贵阳银行也采取了多项措施来确保资产质量的稳定。今年以来，该行加强大额风险资产监测，

采取全口径、多维度滚动摸排和监测预警，对有重大风险隐患的资产，及时制定处置方案，并推

动落实；强化大额风险调查制度；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在积极采取传统批量转让、呆账核

销、司法清收等方式处置的同时，通过尝试互联网业务集中批量化诉讼，拓宽不良资产处置通

道，有效处置消化存量不良贷款。 

从不良贷款率来看，有8家城商行不良贷款率较去年同期下降。虽然郑州银行上半年不良贷款

率在13家银行中最高，为2.16%，但其不良贷款率较去年同期的下降幅度也是最大的，为0.23个百

分点。杭州银行不良贷款率也大幅下降了0.14个百分点，至1.24%。 

图表 2：超半数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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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财经、wind 

二、风险程度分化明显，个别银行不良压力较大 

尽管上半年城商行整体信用风险呈现压力趋缓态势，但具体看，每家城商行信用风险程度及未

来压力变化，各银行分化还是较为明显，13家银行呈现四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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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城商行信用风险压力及变化 

银行  2020H不良贷款比率 2020H比率变动 2020H不良贷款同比增速 2020H增速变动  2020H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2020H关注类贷款迁徙率变动

西安银行 1.17 (0.02) 12.33 (5.99) 4.55 (2.99)

苏州银行 1.47 (0.08) 11.67 (9.20) 15.37 (0.95)

上海银行 1.19 0.01 11.92 (16.72) 16.03 (20.86)

杭州银行 1.24 (0.14) 4.58 (4.88) 20.20 (20.68)

南京银行 0.90 0.01 27.64 4.76 24.37 (8.39)

江苏银行 1.37 (0.02) 16.29 0.78 16.98 (2.07)

贵阳银行 1.59 0.09 17.47 (31.89) 19.42 (12.12)

北京银行 1.54 0.09 19.20 (12.99) 32.55 (4.83)

宁波银行 0.79 0.01 34.28 12.51 46.38 22.64

郑州银行 2.16 (0.23) 9.66 (52.80) 22.65 2.47

长沙银行 1.23 (0.06) 17.81 (17.60) 12.89 0.00

青岛银行 1.63 (0.05) 34.28 (1.59) 50.24 0.37

成都银行 1.42 (0.04) 15.42 (4.25) 33.62 0.61  

来源：新华财经、wind 

1.资产质量显现好转，信用风险压力持续降低 

西安银行、苏州银行、杭州银行和上海银行资产质量呈现好转迹象，不良贷款生成压力也明

显减小，信用风险压力持续降低。 

上半年末，西安银行、苏州银行、杭州银行和上海银行四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7%、

1.47%、1.24%和1.19%。与去年同期相比，前三家银行不良贷款率都有所下降，上海银行基本与去

年同期持平。而四家银行的不良贷款同比增速都较去年同期出现明显下降。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能较好的反应不良贷款的生成压力。上半年，这四家银行关注类贷款迁徙

率分别为4.55%、15.37%、20.20%和16.03%，在13家城商行中相对偏低，并且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

降。其中，上海银行和杭州银行分别下降了20.86个和20.68个百分点，降幅明显。 

2.资产质量压力犹存，但下阶段不良贷款生成压力减小 

南京银行、江苏银行、贵阳银行和北京银行四家银行上半年资产质量未得到明显好转，但未

来不良贷款生成压力减弱。 

上半年末，贵阳银行和北京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59%和1.54%，均较去年同期升高0.09个

百分点。从不良贷款规模扩张来看，虽然两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增速有显著下降，分别降至

17.47%和19.20%，但在13家城商行中依然偏高。南京银行和江苏银行不良贷款率均与去年基本持

平，但其不良贷款规模扩张明显，同比增速分别达到27.64%和16.29%，且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4.76个和0.78个百分点。 

然而，南京银行、江苏银行、贵阳银行和北京银行四家银行不良贷款生成压力都有所减小。

上半年四家银行关注类贷款迁徙率均较去年同期出现下降，降幅分别为8.39%、2.07%、12.1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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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3.资产质量略有好转，但不良贷款生成压力较大 

郑州银行、长沙银行、青岛银行和成都银行四家银行资产质量呈现好转趋势，但不良贷款压

力依然存在，且不良贷款生成压力增大。 

上半年末，郑州银行、长沙银行、青岛银行和成都银行不良贷款率较去年同期都有所下降，

降幅分别为0.23个、0.06个、0.05个和0.0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增速较去年同期也都有所下降，

呈现出资产质量转好趋势。但四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在13家城商行中依然较高，尤其是郑州银行不

良贷款率高达2.16%；不良贷款增速也依然偏高，其中青岛银行甚至高达34.28%。四家银行资产质

量依然承压明显。 

四家银行中除长沙银行外，郑州银行、青岛银行和成都银行三家银行上半年末关注类贷款迁

徙率都显著偏高，分别为22.65%、50.24%和33.62%，并且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升高，不良贷款生成

压力较大。 

4.资产质量持续承压，信用风险压力持续加大 

宁波银行资产质量承压明显，且有较大不良贷款生成压力，信用风险显著偏高。 

上半年末，宁波银行不良贷款率表现较好，仅有0.79%，为13家城商行中最低值，且基本与去

年同期持平。但从不良贷款规模来看，其不良贷款同比高增34.28%，增速较去年同期增长12.51个

百分点，可见不良贷款扩张趋势依然存在。同时，其关注类贷款迁徙率高达46.38%，较去年同期

高增22.6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生成压力显著，规模进一步扩大趋势明显，信用风险压力不容小

觑。 

三、城商行风险抵补能力整体充足，个别银行压力偏大 

13家城商行风险抵补能力总体较强，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均较充足，个别银行

充足情况压力偏大。为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提高服务小微企业能力，今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20个百分点，原则上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达到或超过

100%即为合理。 

上半年末，13家城商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均超过150%。其中，11家银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

率均超过200%，拨备计提充足。值得注意的是，青岛银行和郑州银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在13家

银行中偏低，分别为163.00%和156.45%。而两家银行不良贷款扩张趋势依然明显，风险抵补能力

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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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城商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变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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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财经、wind 

从资本充足的情况来看，上半年末，13家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均远高于监管要求，资本充足情

况较好。其中，杭州银行资本充足率最高，为14.70%；北京银行最低，为11.12%。但与去年同期

相比，近半数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出现下滑，其中青岛银行降幅最大，为2.52个百分点。其余五家

银行为宁波银行、西安银行、苏州银行、郑州银行和北京银行，分别下降0.37个、0.62个、0.62

个、0.91个和0.97个百分点。可见，城商行资本补充压力依然存在。 

图表 5：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变动 单位：% 

0.000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江苏银行

南京银行

成都银行

杭州银行

长沙银行

上海银行

贵阳银行宁波银行

西安银行

苏州银行

郑州银行

北京银行

青岛银行

2019H资本充足率 2020H资本充足率

 

来源：新华财经、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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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商行信用风险仍处于上升通道，管控力度需进一步加强 

经过近三年的风险攻坚战，城商行高风险业务大幅压降，当前城商行信用风险总体可控。但

下一阶段，随着宏观政策短期对冲因素的逐渐退出，以及经济下行在银行资产质量上的进一步显

现，城商行信用风险水平仍处于上升通道，还需进一步加大对不良贷款的管控力度。 

我们认为，一是要强化对不良资产的提早处置能力，建议城商行采取更审慎的财务会计制

度，做实资产分类，充分暴露不良资产，同时充分利用拨备监管要求下调腾出的财务空间，加大

不良资产处置；二是进一步增加城商行的资本补充能力，建议城商行采用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多种

方式加强自身资本补充能力；三是有效提升城商行公司治理水平，强调银行履行主体责任，特别

是主要股东要承担重要责任，减少道德风险导致的不良资产；四是充分运用金融科技等工具提高

风险管理能力，建议城商行加大对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从而有效增强风险

预警和监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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