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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的影响，国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再次上升，中
资银行面临着更具挑战的外部经营环境。

11月29日，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穆
迪公司联合主办的“中诚信国际-穆迪2023年信用风险展望年会”在线上举办。

会上，中诚信国际金融机构部总监温宇琪，中诚信国际金融机构部总监费腾与穆迪
金融机构部高级信评主任诸蜀宁围绕"中资银行能否成功应对更具挑战性的运营环境
"展开讨论，共同展望2023年，面临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市场低迷和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等多重挑战，中国银行业的信贷投放和财务指标可能产生的影响。

上市银行信贷结构已发生变化

2020年以来，随着各类银行根据国家监管政策导向，加大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
点领域的信贷投放，银行业信贷结构正在发生改变。

费腾指出，前几年银行的零售贷款占比是逐年提升的，但近年随着银行业加大重点
领域信贷投放，同时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和房地产市场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零
售贷款占比转而向下。

从A股上市银行数据来看，截至2021年末，A股上市银行零售贷款总额在总贷款中
的占比较年初下降到42.74%。截至2022年6月末，这个比例进一步下降到38.60%
。

费腾直言，近年银行更加聚焦于对国家重点领域信贷的投放，一方面是受到监管政
策推动，另一方面是出于银行自身发展转型、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和分散金融风险
的需要。

与此同时，费腾指出，随着国家战略性产业布局的持续深化以及坚持“房住不炒”
等构建房地产行业良性发展政策推进，银行业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增速自20
21年以来明显放缓，这使银行业整体的信贷投放结构和重点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银行业整体而言，对公信贷占比高于对私，但在房地产贷款领域情况相反，按揭
贷款是大头，对公房地产贷款包括对开发贷、非开发贷的对公贷款是小头。”诸蜀
宁进一步指出。

他表示，从房地产贷款增速来看，对公房贷从去年年初开始就进入萎缩状态，也就
是净投放量不及还本量，呈现贷款余额负增长，彼时正好是房企三道红线落地、银
行房贷集中度上限出台之际，严监管政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对公房贷余额的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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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状况也基本延续了一年，直到今年第一季度增速开始出现反弹，从萎缩慢慢地向
维持余额不增不减的状态转变，今年第二季度、三季度又缓慢地变成了正增长状态
；对私方面，按揭贷款增速则是呈现逐渐减速的状态，也就是说，尽管贷款余额还
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在慢慢下降。

房地产行业调整冲击可控

展望未来，新出台的监管政策允许延长房企到期贷款的展期长度，即可以在目前政
策允许的基础之上再额外地展期一年。诸蜀宁表示，这项措施对房地产企业现金流
有极大的帮助，但同时银行的负担会有所加重。

按揭贷款方面，穆迪注意到，今年下半年以来，各家银行按揭提前还款的速度在加
快。诸蜀宁表示，这一情况不会产生信用风险问题，但意味着银行可能面临再投资
的风险，尤其在当前利率下行的大环境下，如果借款人提前还本，银行还要考虑把
资金怎么再投放出去。银行可能面临优质资产挑选困难，也就是资产荒问题，不会
直接对资产质量有影响，但对资产盈利有影响。

就房地产行业风险暴露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冲击而言，温宇琪表示，今年前三季度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市场主体受到较大冲击，同时国际局势也加剧了原
材料和能源市场的价格波动，加上房地产市场环境变化、一部分房企风险有所暴露
，银行业整体的不良贷款规模有所反弹。

诸蜀宁认为，房地产行业的调整过程将是长期的，这一过程对国有大行、股份制行
等全国性银行的影响可控，但对于一些中小银行、农商行可能造成的风险值得警惕
。

诸蜀宁表示，银行对房地产企业贷款大部分不是总部贷款，而是对于房企下属子公
司贷款，也就是项目贷款，通常有大量抵押品，主要是土地、在建工程以及预售的
一些住宅项目，和无抵押贷款或者无抵押债券这类业务的风险属性是不同的。他坦
言，从量上看，中资银行的对公房地产贷款敞口大概在7%、8%左右，国有大行更
低，甚至有些5%都不到，所以这类房贷的不良风险暴露，对银行整体资产质量的
影响并不高。

中小银行仍面临较大压力

当前银行业外部经营环境挑战加剧，加之国内曾出现多起地方性银行风险事件，中
小银行的潜在风险问题一直备受市场关注。

此次会议上，多位专业人士指出，受到地域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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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各类金融机构客户资质差异、资产质量起点不一等因素影响，当前国内中小
银行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穆迪指出，当前中国银行业高风险机构集中于农村金融
机构这一类型，尽管这类机构规模小，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仍不容忽视。

费腾指出，目前，银行业新增贷款投放仍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化，2022年以来新增贷
款规模和增速较快地方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区域，欠发达地区的
地方银行面临着一定的信贷投放压力。

他表示，近两年银行加大对新兴领域的贷款投放力度，相较于传统贷款，高新技术
、绿色和普惠这些领域存在着专业程度高、分布广、风险高等特征，通过传统手段
展业则存在效率低、盈利弱的问题。很多银行在不断探索新的信贷投放模式，比如
运用数字化手段在获客、营销、风控等方面，但也导致中小银行在获取优质客户方
面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他认为，中小银行未来更应该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用科技手段做好客户管理和风
险研判，提升信贷业务专业化和特色化程度。

从资产质量方面来看，温宇琪表示，得益于银行业普遍加大了对不良的处置力度，
推动了资产质量指标整体改善，所以各类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指标分化的态势有一定
程度的趋缓，但中小银行不良压力仍较大。

具体而言，国有大行、股份制行因客户质量较优秀，且具备比较高的风险管理和不
良化解能力；城商行凭借较大幅度的拨备计提以及不良核销，资产质量指标保持良
好，但受制于较高的区域集中度和信贷结构，在区域经济波动和一些行业风险暴露
的影响下，不良率上升压力还是比较大；农商行则因客户资质相对下沉、风险管理
水平相对有限，整体水平仍然较弱。

“由于宏观经济目前尚未全面恢复，对于经营区域比较集中的中小银行，特别是主
要服务对象是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小微客群的农村金融机构，加上不良化解手段相
对单一，未来还是面临比较大的风险管控压力。”温宇琪表示。

诸蜀宁表示，目前中国高风险机构主要集中在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农商
行、农合行和信用社，换而言之，高风险机构的个数散落在小的农村金融机构当中
。

他进一步指出，尽管当前国内的高风险银行机构体量小，但潜在风险仍不容忽视。
过去出现的风险事件中，一些小的地方性金融机构，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将负债端渗
透到全国，使这类机构本应局限在地方的风险扩散到金融系统成为可能。因此，尤
其要警惕多家问题机构出现散点多发或散点集中爆发可能给金融系统稳定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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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

责编：罗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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