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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月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1.25万

亿元 银行负债成本面临重塑 

 

今年以来，为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中央

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前10月，金

融机构通过降低利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

本付息等普惠金融措施，已向实体经济让

利1.25万亿元。为保证对企业低息贷款的

可持续性，商业银行将负债成本放在了突

出位置，银行负债成本面临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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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月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 1.25 万亿元 银行负债成本面临重塑 

今年以来，为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中央提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前10月，金融机构通过降低利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普惠金融措施，已向实

体经济让利1.25万亿元。为保证对企业低息贷款的可持续性，商业银行将负债成本放在了突出位置，

银行负债成本面临重大改变。 

一、金融机构已向实体经济让利 1.25 万亿元 

11月18日，在第六届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专职副会长潘光伟

介绍，今年前10个月金融系统通过降低利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等项直

达工具、减少收费、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等渠道，已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元，全年可

实现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 

央行数据显示，9月企业贷款利率为4.63%，同比下降0.6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融资成本明显下

降。同时，小微企业融资“量增、面扩、价降”。截至9月末，小微企业融资新增3万亿元，同比多

增1.2万亿元；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128万户，同比增长21.8%；9月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

率为4.92%，较上年12月下降0.96个百分点。 

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11月6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保监会多项举措取得明显实效，

银行资产负债呈现平稳增长态势，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保持在较高水平，主

要经营和监管指标处于合理区间。整体上看，银行保险机构流动性总体保持平稳。 

二、银行将负债成本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央提出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重构金融行为成为商业银

行资产负债表重塑的原动力。随着金融形势发展变化，银行资产负债表发生了深刻调整。我国经济

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商业银行在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有了新内涵，资产负债表也在

发生质的变化。 

据央行发布的10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0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6898亿元，同比小幅多增285

亿元，但相较于9月1.9万亿元的新增贷款规模，环比下降1.2万亿元，降幅较大。由于10月历来是

信贷“小月”，新增规模环比显著回落属正常现象，而且从同比来看，今年10月与去年同期的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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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规模基本持平，同比微增285亿元。10月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9%，也与前几个月较为接

近。 

今年前10个月，金融系统已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元。9月企业贷款利率为4.63%，同比下

降0.61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关系到银行低利率信贷投放的可持续性。

随着对企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的持续加大，银行普遍将负债成本管理放在突出位置。 

1、负债成本总体情况 

目前，在资本市场上市满5年的17家商业银行，负债成本平均为2.4%，而银行的生息资产收益

率只有4.3%，中间赚1.9%的差价，还需要承担资产风险。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经济体量大，

银行规模比较大，主要靠间接融资，银行业盈利存在一定压力。 

2、负债成本最高的银行 

在17家上市满5年的银行中，负债成本最高的5家银行是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南京银行、平安

银行和光大银行。其中，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南京银行同业资金占比较高，总体负债成本相对较

高，但同业资金比吸收存款成本要小，结合比例和成本收入比看，负债成本高、存款成本高的银行

有一定劣势。 

3、负债成本最低的银行 

在17家银行中，负债成本最低的5家银行是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招商

银行。这5家银行在负债端成本低的重要原因是存款成本低，且也是存款占比最高的5家银行。 

三、货币政策是推动资产负债表变化的关键性力量 

货币政策变化是推动资产负债表发生变化的关键性力量。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进

行信用货币扩张，两者共同构成了货币的循环过程。近年来，外汇占款方式投放存款型货币影响度

下降，而公开市场操作投放非存款型货币影响度上升，这会改变商业银行负债来源结构，非存款型

资金成为新生力量。人民银行提出结构性流动性短缺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表明其主导性增强且控

制模式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整也从逆周期转向跨周期，对流动性投放策略和投放渠道也在产生影响。

利率市场化改革随着LPR机制发挥作用，逐渐步入深水区，这一机制使得中央银行政策性利率、资

金市场利率和信贷利率联动关系进一步密切，信贷等大量资产的价格形成机制有新的调整，资产负

债表量价协调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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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央行综合运用降准、中期借贷便利、公开

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市场整体利率稳中有降。 

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央行分三个批次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并逐

步发放到位。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政策，两个直达实

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加快落地，对小微企业的直接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督促银行减费让利。规

范信贷、助贷、增信和考核环节收费行为，督促银行落实各项减费让利政策要求，主动向实体经济

让利。 

四、严查影子银行 破解银行刚性资产负债 

银行负债成本的刚性，很大程度上与金融去杠杆、严监管以及限制成本更低的影子银行业务有

关。严查影子银行、金融去杠杆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正在深刻改变金融资产类型和配置。核心影响

因素是金融监管改革。在监管和宏观管理层次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特征和演变。在变革中，

银行需要应对经济金融新格局，做好资产负债表重塑工作。 

在影子银行收缩的情况下，企业存款增长乏力，活期存款增长缓慢，银行吸收的存款当中，绝

大部分是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的占比不到10%。而在定期存款当中，绝大部分还是成本比较高的结

构性存款。这导致银行的平均存款成本高达3%-4%。很多银行金融市场部的FTP成本也因此高达3%

以上。监管逐步压制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等影子银行业务，对表内存款制定考核指标，使得银行互

相竞争存款的情况下，推升存款利率。 

今后，我国将不断完善影子银行监管制度和风险监测体系，持之以恒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

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整治各种金融乱象。严防外部输入性风险，制定风险应对预案，储备

足够应对措施。完善风险全覆盖的监管框架。增强监管的穿透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依法将金融活

动全面纳入监管，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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