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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机构 
银行业     

银行业流动性分析与展望：经济活动逐步复苏
将提振信贷需求，流动性水平或适当收缩 
 

 

 

各类型银行信用展望 

2022 年第四季度以来，全国各地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对生产

活动影响减少；且一系列房地产行业纾困政策的出台和逐步落实

有望推动房地产及相关行业信用状况恶化区间收窄。惠誉博华预

计，2023 年中国 GDP 增速有望回升至 5%左右。上述积极因素有

利于缓解银行业资产质量压力，利于银行业盈利能力企稳，进而

提升银行业内生资本水平。 

基于对目前宏观经济和各类型银行的预期，惠誉博华对银行资产

质量、盈利能力、资本与杠杆水平以及融资与流动性四项信用因

素进行前瞻性判断，并通过总结财务状况预期对各类型银行信用

状况作出展望。 

惠誉博华认为，国有银行自身具有很强的财务韧性，其信贷资产

组合最分散，且贷款客户整体资信水平也在所有商业银行类型中

最好，在过去两年国有银行在抵御房地产行业困境及宏观经济下

行带来影响的韧性最强。在疫情新形势下，若宏观经济复苏且房

地产行业信用状况不进一步恶化，将有利于国有银行资产质量、

盈利能力和资本与杠杆水平的改善。综上我们对于国有银行 2023

年展望为乐观。 

与地方中小银行不同的是，股份制银行自身财务实力韧性更强，

且全国范围内展业使得其房地产信贷组合更加分散，局部地区的

风险暴露对股份制银行的冲击更小，因此我们认为未来一年股份

制银行的信用状况为稳定。 

一系列关于支持房地产行业的财政及金融政策持续释放，或将对

房地产行业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假以时日房地产市场有望止跌

企稳。但鉴于纾困政策推出至产生明显的效果有一定时滞，加之

前期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尚未充分暴露。因此，惠誉博华认为，

与房地产行业关系相对紧密，且自身财务韧性相对较弱的城商银

行和农商银行，资产质量仍将承压；而且其融资与流动性也面临

一定压力，所以城商银行和农商银行信用状况展望承压。 

 

承压 稳定 乐观

国有银行 →

股份制银行

城商银行 ←

农商银行 ←

2023年银行信用状况展望

2022 年央行多次下调政策利率保持流动性水平充裕。商

业银行受此影响流动性指标保持在较好水平。疫情的反

复致使部分实体经济企业的资金需求欠缺也一定程度上

共同作用了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改善。 

但进入 2022 年第四季度，在科学精准防控疫情倡导

下，全国各地方加快了疫情限制性政策的退出步伐，为

2023 年的经济加速复苏奠定基础。2022 年 11 月，监管

部门发布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提高对房地产及相关领域的

支持。 

展望 2023 年，我们认为受到以上一系列因素影响，商

业银行信贷投放将同比有所提升。但另一方面，2023 年

随着经济修复进程加速，不排除央行减小对市场流动性

呵护力度的可能性。综上，我们预计商业银行 2023 年

流动性水平将较 2022 年一定程度收缩，但仍将保持合

理充裕，部分资金吸收能力较强的商业银行受到影响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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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流动性环境较好，未来企业资金需求

提升及央行政策调整或对银行流动性产生影响 

 

2022 年初以来，央行实施一系列政策保障市场资金合理充裕，商

业银行受此影响流动性充足。特别是第二季度之后，全国多个地

方的疫情反复对实体经济快速恢复的预期产生冲击，受此影响商

业银行面临资金需求不足，优质资产短缺的情况，并进一步被动

提高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 

但进入 2022 年第四季度，全国多个地方加快了松绑疫情限制性措

施，使得人员流动幅度提升，为商业活动的恢复创造了契机。另

外 11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

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金融 16 条”），支持金融机构向房地产领域提供支持。此政策

颁布不久，多家商业银行与不同房地产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提供意向性综合授信额度。 

惠誉博华认为，在政策的鼓励下商业银行预计在 2023 年加大对房

地产领域的信贷投放，并且经济的复苏也将会提升企业的资金需

求，这一系列因素将共同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产生影响。此外

2022 年央行为了保证实体经济企业在需要时获得资金的畅通，长

期保持市场资金合理充裕，但随着经济的复苏，央行存在货币政

策逐步向正常化转向的预期，不排除市场流动性阶段性收紧的可

能性，并对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产生向下压力。我们认为 2023 年

国有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的流动性水平将会较 2022 年保持大体平

稳或较小幅度收缩。而城商银行与农商银行由于数量众多且分化

较大，其中存在部分机构对稳定资金的吸收能力相对欠缺，在市

场资金收缩的背景下，此部分机构流动性或一定程度承压，但另

外部分资质较优、资金吸收能力较强的头部城商银行与农商银行

预计受到的影响有限。 

 

央行政策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多次下调，市场

流动性长期保持充裕 

进入 2022 年，央行多次下调政策利率保持市场流动性水平合理充

裕。1 月下旬，央行首先下调逆回购及中期借贷便利利率 10 个基

点，调整后的 7 天和 14 天逆回购利率分别下降至 2.1%及 2.25%。

此后由于疫情扰动以及部分房地产楼盘出现“断贷” 情况，央行

在 8 月中旬再次下调 7 天逆回购及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下调后二者

分别为 2%及 2.75%。惠誉博华认为，央行 2022 年下调政策利率

的时间点主要集中于市场对经济预期下降或房地产行业潜在风险

暴露加剧的时点，体现了央行呵护流动性的政策目标。 

 

2022 年银行存款准备金经历了两次下调，央行首先于 2022 年 4

月下旬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释放长期

资金约 5300 亿元。此后在下半年，央行决定于 12 月 5 日再次下

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 5000 亿

元。其中 4 月份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适逢上海及广东多地疫情爆发，

经济活动复苏遭遇一定压力，叠加全球通胀高企、俄乌冲突导致

能源等原材料成本上涨，诸多企业需要银行信贷支持；而 12 月的

降准恰逢 11 月政策层面出台“金融 16 条”支持房地产行业。不

难看出，两次降准都发生在银行金融机构准备加大信贷投放的时

间点，而央行的降准为银行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提供充足稳定资金和流动性。 

降准也为 LPR 下降创造条件，2022 年实体经济信贷需求较弱，

LPR 的下降有利于实体经济部门加快经济修复的步伐。在此背景下，

2023 年 LPR 存在下调可能，以提振企业生产活动复苏。 

 

 

整体观察不难发现，进入 2022 年央行多次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以及政策利率以保持较为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但降准以及下调利

率的具体时点皆是参考了当时的市场环境以及实体经济需要信贷

支持的需求。在 2023 年中，如果经济活动能够较 2022 年获得显

著恢复，则央行存在逐步尝试向货币政策正常化方向靠近的可能，

并影响整体市场流动性，但综合 2022 年政策实施的时点观察，央

行政策调整步伐也一定兼顾实体经济恢复的实际情况而定。 

承压 稳定 乐观

国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

城商银行 ←

农商银行 ←

2023年金融机构流动性水平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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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端利率长期维持低位，年末有所抬升 

从市场端利率水平观察，进入 2022 年以来，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水

平较 2021 年宽松明显。特别是进入 5 月份以来，存款机构利率债

质押 7 天回购利率多数处于 2%以下水平，而 1 月至 8 月期间央行

的 7 天逆回购利率为 2.1 %。对比 2021 年整体情况，2022 年银行

间存款机构质押回购利率与央行利率差距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

体现了 2022 年整体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但进入 11 月之后，随着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措施的通知》（“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以及支持房地产行

业政策出台，市场对经济复苏以及信贷支持房地产行业预期加大，

银行间利率有所抬升。  

 

 

从商业银行 1 年期同业存单发行利率观察也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

进入 2022 年，各类型商业银行同业存单发行利率较 2021 年水平

有所下降，并且下降趋势从第二季度开始持续至11 月，进入11 月

后发行利率有所抬升。2022 年整体较为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一方面

由于央行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高质量

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 2022 年疫情经历一定程度上的反复，叠加

房地产行业整体承压，导致私营部门整体资金需求较弱。但进入

11 月之后，经济复苏以及企业信贷资金需求恢复的预期加剧导致

流动性有所收缩，市场端利率有一定抬升。 

自 “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公布以来，进入 12 月份全国诸多地区

加快经济活动恢复举措，若 2023 年实体经济复苏加速，市场景气

度提高，私营部门的资金需求也将有较大幅度提升，加之房地产

市场需要金融机构支持力度加大，这一系列因素都将导致市场对

于银行信用需求的提升。因此相较于 2022 年而言，2023 年市场

整体流动性将有一定程度收紧。但由于经济复苏是一个逐渐的过

程，因此央行也将在过程中提供适当流动性，保障实体经济资金

渠道通畅，收紧幅度将会较为温和。 

 

2022 年多数上市商业银行存贷比保持稳定或

小幅抬升，股份制银行呈现一定改善 

2022 年第二季度末，多数上市商业银行存贷比较 2021 年同期大

体保持稳定，其中国有银行与农商银行的平均存贷比较 2021 年同

期呈现约 1-2 个百分点的抬升，而城商银行则大体保持在同一水平。

股份制银行维持了长期以来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相比较高的存贷

比水平，但同比呈现一定改善，下降约 2 个百分点左右。而若与

2021 年末比较，各类型上市商业银行 2022 第二季度末存贷比皆

经历不同程度的下降改善，其中股份制银行较为明显，而国有银

行则下降幅度最为温和，这其中与国有银行在疫情下通过信贷手

段支持实体经济的职能角色有一定程度关系。 

 

从各类型上市商业银行 2022 年第二季度末存款与贷款同比变动观

察来看，各类型商业银行中城商银行经历最大幅度的存款增长，

体现了此部分银行在疫情之下整体较强的存款吸收能力。但城商

银行整体内部分化较为严重，即使在上市的城商银行中这一分化

仍然存在，虽然多数上市城商银行 2022 年第二季度末存款经历 2

位数百分比的同比增长，但仍有部分机构这一增长不及 5%。贷款

增长方面，股份制银行 2022 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明显逊于其他类

型银行，并低于其同期存款增长速度，致使存贷比有向好改善。

与强劲的存款增长一致，城商银行的贷款也经历了大体相同幅度

的上升，致使其存贷比水平保持平稳。 

 

进入 2022 年第四季度，全国多地陆续加快放宽优化防疫措施，经

济恢复脚步有望加快，若 2023 年经济活动景气度上升，势必拉升

商业银行信贷增长。此外“金融16 条”的出台，配合央行于12 月

初的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也将推动金融机构提升对房地

产相关领域的信贷支持。因此惠誉博华预计 2023 年商业银行信贷

资产增长较 2022 年将小幅提速，流动性水平发生温和收缩，上市

商业银行 2023 年存贷比指标较 2022 年末将发生微升（情景二）。

若经济活动恢复步伐较预期更快，尤其是私营部门对经济信心提

升，则实体经济信贷资金需求预计将会更大，将上市银行存贷比

拉升至更高水平，超过 85%（情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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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多数银行 2022 年

流动性覆盖率指标有所改善 

2022 年宽松的流动性环境给商业银行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上市商

业银行 2022 年第二季度末普遍流动性覆盖率指标同比发生向好变

动，其中城商银行与农商银行流动性覆盖率指标较国有银行及股

份制银行改善更为明显。与 2021 年末相比，除国有银行以外，其

余类型的商业银行平均流动性覆盖率指标皆出现下降。但整体观

察，各类型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水平均远高于监管要求的 100%，

流动性处于良好水平。 

 

对比各类型商业银行 2022 年第二季度末的流动性覆盖率指标组成

项目的变动可以发现，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合格优质流动性资

产同比增速皆高于未来 30 天现金净流出，并使流动性覆盖率有不

同程度的改善。而城商银行与农商银行则出现未来 30 天现金净流

出下降的情况。由于城商银行与农商银行信息披露部分细节相对

缺乏，但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的披露信息观察，未来 30 天现金净

流出下降或与抵（质）押借贷（包括逆回购和借入证券）的提升

从而推高现金流入有关，并进一步提升流动性覆盖率水平。 

 

各类型商业银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不同程度提高，

城商银行与农商银行幅度较大 

商业银行的净稳定资金比例主要反映其稳定资金对于各类资产和

表外风险产生的资金需求的覆盖程度。自 2021 年第二季度以来上

市商业银行的净稳定资金比例指标持续向好，其中城商银行与农

商银行的改善幅度较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更为显著，2022 年第

二季度末平均同比分别上升 10 个百分点和 6 个百分点。国有银行

虽然在改善幅度上不及城商银行与农商银行，但其净稳定资金比

例绝对水平保持领先。相比之下股份制银行净稳定资金比例相对

较低，2022 年第二季度末平均 108%，与监管要求的 100%较为接

近。 

从净稳定资金比例的组成项目观察，各类型商业银行 2022 年第二

季度末的可用稳定资金皆同比有所增长，其中城商银行增长幅度

最大。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可用稳定资金也较 2021 年第二季

度末较大幅度提升，农商银行提升幅度则略逊于其他类型银行。

从所需稳定资金角度观察，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 2022 年第二季

度末这一指标有所提高，且幅度与可用稳定资金提升相当，这一

情况总体与国有银行与股份银行在疫情下对实体经济企业加强信

贷支持一致。相比之下城商银行及农商银行的所需稳定资金增长

与可用稳定资金增长幅度存在较大差距，一定程度侧面反映了市

场（特别是私营单位）信贷需求较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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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上市商业银行存贷比测算说明： 

1） 假设 2023 年中国 GDP 将同比增长 5%，我们将此定为一般情景，即情景二； 

2） 若经济活动恢复较为顺利，市场信心提升幅度较高，将刺激信贷需求上升，上市商业银行贷款增长幅度将会更大，即情景一； 

3） 若经济活动恢复过程之中反复较多，将对市场预期产生压力，上市商业银行贷款增长将会削弱，即情景三； 

4） 2023 年存款增速将保持稳定，但一定程度上受经济增长影响。 

 

假设\情景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2023 年 GDP 增速 7% 5% 3% 

2023 年上市商业银行贷款增速 16% 1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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