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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商业银行信用展望：城商银行 
——与地区经济发展高度协同，弱区域银行信用状况面临挑战 
 

 
 

 

 

 

 

 

 

 

 

 

 

 

 

 

信用展望总览 

惠誉博华认为，中国宏观政策积极有为，经济复苏势头持续，展

望 2024 年，中国商业银行业年度信用展望整体保持稳定，但信用

分化趋势依旧显著。城商银行作为服务本土经济的代表，与地区

经济发展深度捆绑，不同区域银行信用状况体现出更强的分层效

应。惠誉博华预计，头部城商银行将会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扩

大其竞争地位，地区经济复苏的不均衡势必导致城商银行区域分

化更加明显。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弱地区，我们预计城商银行将会

面临信用风险不断暴露的挑战；城商银行区域竞争压力不断加大，

净息差仍未企稳，预计 2024 年其盈利能力将继续承压 。 

2024 年商业银行信用状况展望 
展望 承压 稳定 乐观 

国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    
城商银行    
农商银行    

 
2024 年城商银行信用子因素展望 

展望 承压 稳定 乐观 
资产质量    
收益和盈利能力    
资本水平    
流动性水平    

 

经济持续复苏，利于商业银行经营环境维持

稳定 
2023 年三季度，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当季 GDP 同比增长 4.9%，

惠誉博华预计 2023 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长约为 5.3%。惠誉博华认

为，当前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固，中国政府将继续着力扩大国内

有效需求，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抓好已出台政策落实显效，

不断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12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

“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并首次提出

“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释放了更加积极

的稳增长信号。惠誉博华预期在未来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

中政策将先推进“立”，再审慎“破”，做好市场主体的预期管

理。展望 2024 年，在宏观政策积极有为下，经济企稳预期有望增

强，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料

将得到修复，展望维持稳定，工业生产的温和回升有助于商业银

行业务增长和结构转型，房地产业利好政策频出亦在一定程度上

缓和了行业经营压力。 

2023 年前三季度，各省及直辖市经济增长分化趋势依旧，实体经

济复苏节奏不一，地区信贷增长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其中，华

东地区经济和信贷增长依旧保持领先优势，同期区域贷款规模同

比增长 13.2%；以川渝为代表的西南地区经济复苏势头更加显著，

GDP 增速较快，前三季度区域贷款规模同比增长 12.6%，高于全

城商银行作为区域性地方银行，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化特征，其

信贷投放与地方经济结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信贷资源行业

配置较为集中。 

在近三年宏观经济整体承压背景下，城商银行所投放的制造业

与批发零售业贷款风险显露，房地产行业困境亦导致风险蔓延

至部分二三线城市城商银行，对其资产质量构成一定挑战。 

城商银行收入结构较为单一，城商银行区域竞争压力加大，净

息差仍未企稳，资产质量下行压力依存，我们预计 2024 年城

商银行盈利能力将继续承压。 

城商银行的资本内生能力有限，外源性补充将作为城商银行未

来主要资本补充渠道，地方政府专项债也将继续提速发力维持

区域城商银行资本水平稳定。 

得益于目前商业银行对于债券和同业资金的普遍高比例配置，

除东北地区个别城商银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问题仍未缓解外，

城商银行整体流动性指标相对优异，预计未来流动性水平将保

持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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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均增速；华北和华南地区整体经济和信贷增长表现适中；东

北地区经济复苏表现相对乏力，同期区域信贷规模同比仅增长

4.5%，与其他地区增长差距有扩大趋势。惠誉博华认为，2024 年

城农商行经营环境表现分化趋势将延续，经济和信贷增长双低区

域城农商行经营环境承压，华东和华南地区多数银行依托区位优

势维持经营环境稳定，西南地区部分银行经营环境修复趋势良好，

有利于未来展业。 

 

2023 年，商业银行扩表速度放缓，主要归因于企业居民部门有效

融资需求相对疲弱。截至 9 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同比增速为

10.2%，商业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速 10.5%，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贷款结构上呈现“对公强、零售弱”，其中制造业、绿色贷款等

国家重点支持领域维持超过 30%的高速增长，房地产开发贷及个

人住房按揭贷款下半年增速转负。 

 

近期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及央行《2023 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

执行报告》内容指出，信贷增速本身需要适配经济增长逐步提质

换档，对新增信贷投放不再强调短期刺激和增速要求，而更加注

重节奏平滑和结构优化，关注存量贷款的持续效用，优化新增贷

款投向，进一步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金融、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等五大重点领域。展望 2024 年，惠誉博华认为在强调信

贷平稳投放导向下，商业银行主动扩表动力或有所减弱，平滑全

年信贷增长曲线、优化贷款投向结构的必要性得到提升。 

 
1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城商银行与地区经济发展高度协同，信贷资

源配置集中制约业务转型 
截至 2023 年第三季度，全国城商银行一共 125 家，合计资产规模

54.3 万亿元，约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 13.2%，虽然占比低

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但城商银行作为地方金融支持机构在

地方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其经营业务主要集中在所属一定区域，

对本地业务覆盖广泛，与区域经济生态联系更加紧密，也更易获

得当地政府及监管部门的政策扶持。 

这主要体现在城商银行与城市经济发展保持高度协同，信贷业务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的引导，2023 年前三季度经济复苏曲

折前行，同期城商银行前三季度资产投放维持高位，资产增速与

国有银行相差不大，并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显示出城商银行

很强的地方经济支撑特征。 

经过多轮市场化改革，城商银行股权结构呈现多元化特征，地方

财政、国有企业、外资和民间资本均被允许进入城商银行，地方

政府控制或影响本地城商银行的方式也呈现多样化，大多数城商

银行的股东拥有地方政府国资背景，或由省/市财政/辖属国资委直

接持股。这一特点使得城商银行的经营决策与地方经济发展方向

趋同，信贷投放行业更加符合地方政府的期望，整体业务状况与

地方经济关联度很高。 

 

在地方政策引导下，城商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较为集中。其信贷投

放与受地方政策引导，更偏向支持本地特色产业和地方大型基础

设施项目，如政信类行业1、制造业及普惠小微相关联较大的批发

零售业。房地产业随着监管政策强化和房地产行业的整体下行，

房地产贷款占比近年成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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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外币贷款 零售：住户贷款

对公：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 绿色贷款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房地产贷款

0.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国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 城商银行 农村金融机构

万亿元

各类型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和增速-2023Q3

资产规模 同期资产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惠誉博华整

类政信行业

24%

制造业

10%
批发零售业

10%

房地产业+建筑业
12%

其他对公贷款

6%

零售贷款与贴现

38%

城商银行贷款结构-2022FY

数据来源：Wind，惠誉博华整理



 

特别报告│  22 December 2023 fitchbohua.cn 3 

 

  

 金融机构 
银行业 

     

另外，近年来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城投企业债务规模不断扩张，

今年中央政府和监管层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高度关切并推动

“一揽子化债方案”，要求地方政府“遏增量、化存量”。由此

导致部分地区城商银行业务结构出现调整，弱区域部分城商行资

产增速大幅放缓。 

截至 2023 年 11 月底，已有 30 家城商银行实现在内地或香港交易

所上市，信息披露渐趋规范化，也逐步建立了内部控制、风险控

制及内部系统建设体系。公司治理层面，城商银行通过财务重组、

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等途径推进公司治理改革，基本形成

了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治理体系。但近年频发的城商银行风险事

件表明，部分城商银行公司治理仍存在一定缺陷，部分深层次问

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惠誉博华认为，在地方政府解决隐性债务问题的过程中，作为地

方经济的核心金融资源，城商银行需在帮助地方融资平台或城投

企业缓解流动性困难的同时，切实控制隐性债务的继续增长。考

虑到城商银行目前高占比的类政信业务规模，我们预计其业务发

展和转型或在未来面临一定制约。 

惠誉博华此次选取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可获取到关键信用因素

信息的 63 家城商银行作为样本进行分析。考虑到城商银行的区域

经营优势和业务特点，我们将选取的城商银行样本按照其绝大部

分业务经营区域划分为 7 个地区（划分标准及地区归属详见附录

I），即东北、环渤海、华东、华中、华南、长三角、西部地区。

其中长三角地区受益于经济发展区位优势，所属范围内有 5 家城商

银行资产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区域经营环境上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 

 

城商银行资产质量地区分化显著，弱区域银

行资产质量 2024 年或继续下滑 
截至 2023 年第三季度，城商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5,419 亿元，平均

不良率约为 1.9%。从最近 3 年的数据来看，城商银行的信贷资产

质量呈现改善趋势，但由于信贷投向和客户结构的影响，其不良

贷款率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 0.3 个百分点。 

分地区来看，位于长三角经济带辐射范围内的华东地区的大部分

城商银行如上海银行、宁波银行、杭州银行和南京银行等不良率

水平均相对优异，地区样本城商银行平均不良率仅为 0.9%，远低

于城商银行平均不良率 1.9%，也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

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率水平，这凸显了城商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与

所在地区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而近几年因区域经济表现相对滞后的东北地区，所属城商银行资

产质量情况较不乐观，其 2023 年 6 月底平均不良贷款率约为 2.5%，

平均拨备覆盖率约为 162.2%。而且，其地区内逾期大于 90 天贷

款/不良贷款比例持续高企，显示出东北地区的信贷资产五级分类

划分标准似乎不够审慎，信用风险面临着进一步暴露可能，我们

预计东北地区城商银行资产质量将继续承压。 

 

 

从拨备覆盖率维度来看，截至 2023 年 9 月底，城商银行拨备覆盖

率约为 186.1%，明显低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期水平。

其内部分化也更为明显，头部城商银行资产风险覆盖水平远高于

其他城商银行，且分布呈现较强的地域分化特征，长三角地区部

分城商银行最近连续几年大幅计提拨备，2023 年 6 月底平均拨备

覆盖率为 369.6%，大幅高于同期城商银行平均值 185.8%，抵御

风险能力较强，体现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风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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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认为，城商银行客户群体不同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

份制商业银行，授信主体平均信用水平远低于前二类商业银行，

中小微企业占比相对较高，更容易受到实体经济周期下行带来的

直接冲击，整体经济环境的走弱也间接对城商银行利润造成了明

显侵蚀，其不良资产暴露周期更短且更加密集。近几年宏观经济

承压也使城商银行高占比的制造业与批发零售业贷款风险首当其

冲，相关行业不良贷款率高企。此外，房地产行业的困境也导致

部分风险蔓延至二三线城市区域城商银行，对资产质量造成进一

步削弱。 

惠誉博华认为，城商银行贷资产质量与所在经营区域的金融生态

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较高，信用风险将更加体现出分层效

应。展望 2024 年，惠誉博华预计在经济较强的地区，如长三角地

区部分城商银行将继续保持着较好的信贷资产质量。相反，在经

济相对较弱的地区，城商银行面临信用风险不断暴露的挑战，其

资产质量或将持续承压。 

受制于区域竞争压力加大和净息差的持续收

窄，预计城商银行盈利能力将继续承压 
从收入结构角度分析，相较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城商银行收入结构仍较为单一，过于依赖传统生息资产投放，利

息净收入比重较高，且在区域经济优势相对不明显的地区尤其明

显。净利息收入一向为城商银行最主要收入来源，绝大多数城商

银行非息收入占比不超过 20%。 

截至 2023 年 9 月底城商银行净息差水平为 1.60，低于商业银行平

均水平 1.73。但城商银行内部呈现明显的头部效应，几家资产规

模超过万亿元的城商银行如宁波银行和江苏银行净息差水均高于

商业银行平均值。 

 

资产端，城商银行在货币政策宽松和市场利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

贷款定价水平不断下降，且为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复苏，监管

机构持续鼓励金融机构减费让利，城商银行的资产端贷款定价水

平近年来持续下降。 

负债端，城商银行吸收存款能力和融资多元性均弱于股份制商业

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且其高同业融资占比和高融资利率导致其

负债成本较高，进一步压缩净息差水平，倒逼其进一步寻求配置

高收益生息资产，有可能采取相对激进的授信政策和较为宽松的

行业准入标准。 

我们对已上市城商银行存款结构进行拆解，东北地区城商银行吸

收存款中个人存款占比远高于其他地区，最主要原因在于其个人

存款付息率远高于同业水平，部分城商银行 2022 年个人定期年平

均存款超过 4%，“ 高息揽储”虽然提升了存款占比，但较高的付

息成本对银行净息差造成了严重挤压。 

 

 

从关键盈利指标看，不同地区和规模的银行盈利水平存在显著差

异，除长三角地区外，其他样本城商银行 ROE 与“营业利润/风险

加权资产”表现均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在东北地区，资产质

量持续承压迫使持续大幅计提减值损失，地区城商银行面临较大

的盈利挑战；相反，区域经济活跃地区城商银行的净息差和盈利

能力均显著优于同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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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认为，随着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业务下沉，城商银行

竞争压力不断加大，揽储压力的上升也使其负债成本居高不下。

另外，部分区域城商银行面临资产质量恶化的挑战，由此大幅计

提减值损失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盈利能力。鉴于城商银行净息差

仍未企稳，且面临一定资产质量恶化压力，我们预计 2024 年城商

银行盈利能力将持续承压。 

城商银行内生资本能力不足，地方专项债将

继续作为其有效资本补充途径 
2023 年第三季度，城商银行资本充足率保持稳健但仍低于行业平

均水平。尤其是在宽信用政策推动下，信贷投放增速走扩，核心

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降，然而城商银行的盈利能力较弱，内生资本

难以维持业务的持续扩张，城商银行目前面临资本耗用速度加快、

资本充足水平持续下降的问题。 

 

由于盈利能力持续收窄，加之城商银行的资本内生能力有限，城

商银行依赖于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及永续债来增强资本实力，外

源性资本补充的需求迫切。几家被列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城

商银行在监管驱动下通过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充足率呈现一定程

度企稳。但近年来随着二级资本债不赎回规模的上升，部分规模

较小的城商银行资本债发行难度加大，资本充足率下降。 

 

 

2023 年中小银行专项债发行节奏明显提速，截至 12 月 11 日，包

括山东、广西、黑龙江、河南、安徽、辽宁在内的 16 个地区完成

发行 19 只中小银行专项债，规模合计达 2,082.8 亿元，远超去年

同期的 630 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也为城商银行提供了一种资

本补充途径，有助于城商银行稳定资本结构。 

惠誉博华认为，城商银行整体资本水平低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

尤其在部分经济复苏缓慢地区，城商银行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双

双下滑，进一步限制了资本内源性补充，资本补充压力持续加大。

外源性补充将作为城商银行未来主要资本补充渠道，地方政府专

项债将继续提速发力维持区域城商银行资本水平稳定。 

城商行流动性水平充裕，部分城商行流动性

风险管控压力犹存 
2023 年以来，央行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

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方式投放流动性，保持商业银行流动性合理

充裕。 

截至 2023 年上半年，城商银行整体流动性水平相对充裕。63 家

城商银行样本的平均存贷比为 79.4%，虽不及商业银行平均 77.7%，

但显著低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城商银行的流动性比例近年

稳步提升，2023 年上半年为 77.3%，较年初上升 50bp，高于商业

银行平均 64.4%，显著高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样本城商银行存贷比的区域差异较大，反映出不同地区城商银行

对于同业资金融资和债券融资的粘性存在较大不同。珠三角及华

南、中部地区、长三角地区城商银行的存贷比相对较高，一方面

显示出该区域城商银行的资金利用效率更高，同时也显示出以上

区域城商银行相较更为依赖同业资金融资和债券融资等其他资金

来源。另外，流动性比例指标也呈现很强的地区差异性，西南地

区样本银行流动性比例为 100.1%，而中部、长三角地区样本银行

的流动性比例分别为 71.0%和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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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商银行整体流动性指标相对优异，预期流动性稳健充足，但部

分城商银行对市场资金依赖度较高，非标投资期限较长，流动性

风险管控压力依然存在。 

惠誉博华认为，得益于目前商业银行对于债券和同业资金的普遍

高比例配置，除东北地区个别城商银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问题仍

未缓解外，城商银行整体流动性指标相对优异，但部分城商银行

过高的同业资金占比和高融资成本，在面对市场剧烈波动情况下

仍存在潜在流动性风险。 

辖内中小城商银行合并重组或将成为未来主

流风险化解方式 
2023 年 11 月，新疆银行发布公告披露了新疆银行吸收合并库尔

勒银行的进展，新疆银行吸收合并库尔勒银行进入最后阶段。此

前，四川、山西、辽宁、河南已先后开展当地城商银行合并重组

工作，四川银行、山西银行、辽沈银行、中原银行等城商银行的

相继组建。 

从重组方式来看，上述合并均为当地政府主导安排，绝大多数采

用新设合并的重组方式，原城商银行法人资格均被注销，在区域

内成立一家新城商银行承接被重组银行全部资产与负债，并在此

基础上继续开展业务。 

惠誉博华认为，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小型城商银行面临较为严

峻的资产质量恶化困境和经营压力，整体区域经济环境低迷也导

致资源集中于头部商业银行，中小型城商银行竞争能力渐趋下降。

通过合并重组的方式，可以迅速提高银行资产规模，迅速出清不

良以降低资产质量恶化的影响，减弱区域发展不均衡对银行整体

造成的压力，并重建银行品牌、调整银行战略，消除原城商银行

之间竞争。另外，实现区域间的城商银行整合也提升了其资本水

平，增强地区金融系统稳定性。我们预计未来将有更多中小型城

商银行通过合并重组的方式化解风险，同时提高城商银行区域竞

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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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城商银行按其主要业务区域划分情况 
1) 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包含已上市城商银行样本 13 家； 
2)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及黑龙江省，包含城商银行样本 4 家； 
3) 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包含城商银行样本 10 家； 
4) 中部地区——包括：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安徽省、山西省，包含城商银行样本 10 家； 
5)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包含城商银行样本 6 家； 
6) 华南地区——包括：广东省、福建省、广西省、海南省，包含城商银行样本 10 家； 
7) 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包含城商银行样本 1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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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样本城商银行清单 
 

公司名称 是否上市 区域 资产规模(亿元)-1H23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环渤海 36,325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长三角 32,946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长三角 30,33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长三角 26,003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长三角 22,225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长三角 17,442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中部 17,329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中部 13,625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华南 11,330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东北 10,952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西南 10,283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中部 9,982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华南 7,964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东北 7,872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环渤海 7,833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西南 7,271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西南 6,700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东北 6,409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中部 6,169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长三角 5,803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西南 5,754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环渤海 5,684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环渤海 5,504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中部 5,386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华南 5,224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东北 4,971 
湖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中部 4,963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中部 4,925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西北 4,615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华南 4,516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中部 4,487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华南 4,290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西北 4,230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长三角 4,204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长三角 4,075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西北 3,900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环渤海 3,765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西南 3,554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华南 3,529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华南 3,527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中部 3,420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环渤海 3,127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西南 2,776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中部 2,691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长三角 2,573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环渤海 2,567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华南 2,476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环渤海 2,371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西南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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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环渤海 2,309 
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华南 2,173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西北 2,047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西北 2,014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环渤海 1,931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环渤海 1,908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西南 1,761 
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西南 1,539 

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西南 1,500 
邢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环渤海 1,498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长三角 1,309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环渤海 1,296 
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西北 1,125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华南 1,110 

 

数据来源：Wind, 惠誉博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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