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针对社会舆论对中国银行业存在暴利的尖

锐批评，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全国“两会”上答记者问时提

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是经济周期的调整在左右银行利

润的增长。而央行前副行长、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吴晓灵则坦言，中国银行业巨额利润的确有不合

理的地方，人们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不管这两位重量

级领导是否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最近，标准普尔对中国银

行业做出了预警，指出中国银行业暴利或不可持续，国内

经济放缓和贷款定价的下降都将侵蚀中国银行业 2012 年

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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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行 业 暴 利 频 遭 诟 病，也 成 为 今 年

全国“ 两会”的热点话题。但是，国际评

级服务机构标准普尔（以下简称标普）最

新 发 布 的 研 究 报 告 称，中 国 银 行 业 或 将

迎来信贷质量下行期，2012 年，不良贷款

率 或 将 上 升 2 至 3 个 百 分 点 。 而 国 内 经

济 放 缓 和 贷 款 定 价 的 可 能 下 降，都 将 侵

蚀 中 国 银 行 业 的 利 润 率，令 其 经 营 表 现

趋弱。

“据有关权威部门测算，以 2011 年银行

业 10412 亿元利润为基数，若不良贷款率上

升 1 个 百 分 点，损 失 率 50%，则 利 润 损 失

21%，仅剩 8273 亿元；损失率 70%，则利润损

失 29%，仅剩 7417 亿元；若损失率 100%，则

利润损失 41%，仅剩利润 6133 亿元。”对于

中国银行业潜伏的不良贷款，中国银行业

协会副会长杨再平用一系列数据表示：“不

良贷款率上升将‘吃掉’银行千亿元利润，

商业银行若无应对良策，不仅利润增长不

再，甚至难逃‘恐龙宿命’。”

标普预警中国银行业风险

上月中旬，标普还在报告中指出，亚

太 地 区 银 行 财 务 状 况 良 好，能 够 经 受 住

欧 债 危 机 的 考 验 并 将 对 其 保 持 现 有 评

级，现在，标普却对中国银行业的前景表

示了担忧。

在 3 月 13 日的“2012 年中国银行业展

望”媒体电话会议中，标普金融机构评级

董事廖强表示，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房地

产市场的调整，以及债务规模较大的地方

政府所面临的再融资挑战等因素，已为信

贷质量下行周期的开启做了铺垫。中国

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很可能在今年逐步

上升，虽然不会大幅激增，但预计全年会

提高 2 至 3 个百分点，升至 4% 至 5% 。同

时，内地经济增速放缓和贷款定价的可能

下降，也有可能侵蚀内地银行业 2012 年的

利润率。

标 普 在 这 份 名 为《中 国 银 行 业 展

望：银行业能应对 2012 年的信贷质量下

行》的报告中分析指出，2011 年，由于信

贷 需 求 强 劲 而 供 应 偏 低，净 利 差 因 此 大

幅 上 升，从 而 令 去 年 的 银 行 业 平 均 资 产

回 报 率 得 到 改 善 。 但 随 着 银 行 融 资 成

本 逐 步 赶 上 通 货 膨 胀 率，以 及 信 贷 需 求

减 少 ，2012 年 ，银 行 业 净 利 差 可 能 温 和

缩窄。

从 利 润 率 来 看，中 国 银 行 业 的 平 均

资 产 回 报 率 从 2010 年 的 1.1% 升 至 2011

年 的 1.3% 。 标 普 预 期 ，2012 年 ，中 国 银

行 业 信 贷 损 失 会 上 升，净 利 差 可 能 会 下

降，导 致 中 国 银 行 业 利 润 率 下 降 。 预 计

2012 年 银 行 业 的 平 均 资 产 回 报 率 为

0.8%至 1%。

然而，标普认为，银行业较低的不良

贷款基础和良好的盈利能力，以及依旧强

劲的经济，令中国银行业有足够的空间消

化可能的信贷损失。此外，过去几年，监

管机构不断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要求，已

迫使银行业大幅提高信用风险的缓冲空

间。2011 年底，商业银行整体的拨备覆盖

率为 278.1%，这将为 2012 年财务表现的波

动提供缓冲。

另外，相对于银行利润率，标普对于

中国银行业的流动性状况表示乐观。标

普指出，尽管今年中国银行业的经营表现

将会趋弱，但仍将保持稳健。标普信用分

析师曾怡景也表示：“我们对中国银行业

的展望维持稳定。”

不良贷款率拐点将至

尽管如此，标普警告称，政策引发流

动性紧张风险可能成为负面评级行动的

一大触发因素。若经济急剧放缓，并且不

良贷款跳升幅度较预期更为严重，也可能

引发评级下调。

中国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第四季度末，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

为 4279 亿元，较第三季度上升 201 亿元，增

幅为 4.9%；不良贷款率为 1.0%，较第三季

度上升 0.1 个百分点。这是 2005 年以来，

中国银行业首次出现“不良”双升。同时，

国内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

农商行的不良资产余额均出现上升。其

中，农商行上升幅度最大，为 14.8%。

中原证券的报告指出，去年第四季度

不良贷款的上升已经成为银行业的普遍

现状，如果未来经济下行空间仍然较大，

资产质量恶化的情况将更趋明显。

标普在报告中指出，出口部门，尤其

是小型出口商，可能会是受到欧债危机打

击最重的部门。与此同时，新信贷的获得

仍受限，某些借款人行业不断恶化的流动

性状况可能触发企业违约，对于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房地产开发商和一些供过于求

的制造行业尤其如此。

据悉，银行的存量不良贷款中，有相

当一部分是历史遗留的，但潜在的风险却

来源于近几年的新发贷款。杨再平认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支持经济回稳向

好而超常投放的 25 万亿元新增信贷，已然

形成风险暴露，尤其是其中 10 万亿元地方

融资平台贷款潜在风险较大，必将形成一

定的不良贷款率反弹压力。

对此，廖强预计，如果今年未出现政

府出手“兜底”，将会有 30%的地方平台贷

款在未来的 3 年至 5 年内违约。“但政府出

手支持肯定是大概率事件。”他说。

另外，记者了解到，自 2011 年第四季

度以来，房地产及担保行业的不良贷款额

呈上升趋势。

据国内某股份制银行风险管理部门

的负责人介绍，房地产市场量价齐跌已经

导致相关贷款的逾期风险加大，按银行贷

款五级分类制度，房地产贷款由“正常类”

向“关注类”转移的数额增多。同时，担保

公司因违规经营频频出现资金链断裂事

件，担保行业承受较大偿付压力，紧缩政

策也增加了企业的违约风险。“无论是房

地产企业，还是担保公司，哪个链条断裂，

殃及的都是银行，一旦集中失控，给银行

造成的潜在系统性风险值得关注。”该负

责人说。

中 国 银 监 会 2 月 份 发 布 的 一 份 报 告

引 来 社 会 对 银 行 暴 利 的 一 片 谴 责 。 报

告 显 示 ，2011 年 ，商 业 银 行 净 利 润 为

10412 亿 元，相 比 2010 年 增 长 36.34%，银

行 日 均 利 润 高 达 28.5 亿 元 。 一 时 间，银

行 业 暴 利 赛 烟 草 和“ 两 桶 油 ”的 言 论 甚

嚣尘上。

对 银 行 暴 利 的 考 问，也 让 参 加 全 国

“两会”的银行行长们难堪。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潘功胜直言：“现

在弄得银行行长在外面都不敢讲话了，应

该有个正确的引导。”

“不敢讲话”的还有全国人大财政经

济 委 员 会 副 主 任、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前 副 行

长 吴 晓 灵 。 3 月 16 日，在 出 席 中 国 世 界

贸易组织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

议 暨“ 新 时 期 深 化 改 革 扩 大 开 放 的 战 略

选择”高层论坛时，吴晓灵就《坚持改革

开放 提升银行竞争力》发表了主题演讲

后 便 匆 匆 离 去，接 下 来 发 言 的 全 国 政 协

委 员、国 务 院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对 外 经 济 研

究 部 研 究 员 张 小 济 十 分 遗 憾，因 为 错 失

了向吴晓灵主任反映中小企业甚至大企

业 对 银 行 抱 怨 的 机 会 。 张 小 济 表 示 ：

“‘两会’期间，企业反映比较多的就是贷

款融资成本高，不仅中小企业抱怨，大企

业也抱怨，都表示融资成本上升，压力非

常大，可是银行却成了暴利部门了，这也

是 去 年 的 一 大 奇 观 。 目 前，各 方 面 的 意

见是非常尖锐的。”

银行利润来源受诟病

银行的赚钱法门中，最受舆论批评的

有两点：一是存贷息差大；二是各类收费

名目繁多。“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说，银

行 被 关 照 太 多 了，央 行 给 了 稳 定 的 高 息

差，银监会、国家发改委对银行的各类收

费也不怎么管。

三星经济研究院宏观组首席研究员

李牧群分析指出，存贷差是银行高额利润

的大源头，2011 年，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是

3.5%，而贷款利率却高达 6.65%。这样就

确保了银行业 3%的利息差，相当于是“坐

等收钱”。

据悉，超过 3% 的利息差高于国际平

均 水 平 。 有 评 论 指 出，利 息 差 是 由 政 府

强 制 规 定 的 ，这 就 导 致 银 行“ 躺 在 金 山

上”，不赚钱也难。

除 此 之 外，银 行 还 有 名 目 繁 多 的 收

费 项 目 和 佣 金 收 入，而 去 年 这 部 分 收 入

的 增 长 速 度 普 遍 高 于 利 息 差 增 长 的 速

度，占 银 行 营 业 收 入 比 重 逐 步 提 高 。 李

牧群告诉记者，虽然理论上讲，佣金等中

间 业 务 收 入 增 长 是 银 行 向 市 场 化、国 际

化 发 展 的 表 现，国 际 银 行 业 中 手 续 费 及

佣 金 构 成 一 直 是 重 要 的 收 入 来 源，但 中

国的银行佣金收入大幅增长并非由于中

间 业 务 能 力 增 强，而 是 银 行 议 价 能 力 超

强，多 数 中 间 业 务 收 入 都 是 信 贷 资 源 派

生出来的。

“比如，按贷款比例收财务顾问费，按

贷款转存款的一定比例开银票、保函。由

于资金紧张，面对银行这些为贷款企业提

供的种种管理咨询服务，企业不得不照单

全收。正是这种畸形的掠夺式收费在让

客户敢怒不敢言的同时，也大幅拉动了银

行中间业务的增长。”李牧群介绍。

银行与企业展开口水战

除了银行利润来源不能让企业心服

口服之外，在实体经济艰难、中小企业融

资难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银行却取得这

么“刺眼”的业绩，也让企业颇有微词。

全国人大代表、宛西制药董事长孙耀

志表示：“全国商业银行行业人均净利润

高出工业企业 12 倍，金融业的巨额利润来

自于金融业准入限制而带来的行业垄断，

垄断阻断了银行利率的市场化，使金融业

对 贷 款 经 济 体 收 取 高 额 利 息 及 相 关 费

用。”

但银行业也有不同的声音。3 月 9 日，

深发展董事长肖遂宁在深发展 2011 年业

绩新闻发布会上对“银行暴利”一说做出

回应。他认为，用“暴利”来形容这个行业

的盈利状况是对其不尊重，银行业既不是

垄断行业，也没有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

润，最多用“高利”形容。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

长许善达则认为，银行业目前利润的确比

较高，但是也不能说银行业就是暴利。银

行业有相当部分的利润都补充到了资本

金上，目前国内银行净资产收益率普遍在

20%以上，实际上国外也差不多。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就对

媒体表示，去年，中国银行业利润 10412 亿

元，拿去补充资本金就需要 8000 亿元。银

行利润“绝没有大家想象得高”。

“不要以偏概全，不要盲人摸象，要全

面地看问题。银行这几年的发展也是与

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他们给国家做了很多

贡献，也等于给老百姓做了很多贡献。”李

若谷说。

潘功胜也在不同场合为银行辩护称，

银行业利润没有和工业企业背离，银行利

润来自规模扩张，而不是价格提高。

一 边 是 银 行 家 阵 容 忙 着 为“ 银 行 暴

利”开解，一边却是企业都不领情，盯着

银 行 的 钱 袋 子 要 解 释，有 关 银 行 业 暴 利

的 讨 论 方 兴 未 艾 。 不 过，中 国 银 行 业 协

会 副 会 长 杨 再 平 提 醒，这 种 将 银 行 业 与

实 体 经 济 对 立 起 来 的 讨 论 是 非 常 危 险

的 。 他 表 示：“2003 年 前 后，弥 漫 着 唱 衰

中 国 银 行 业 的 舆 情 ，‘ 技 术 上 已 破 产 ’、

‘定时炸弹’之说满天飞。好不容易刚刚

有 所 好 转，又 弥 漫 着 妖 魔 化 银 行 业 的 舆

情。有 300 多万名员工的银行业，有好有

坏，甚至有恶劣罪犯，但视整个行业为权

贵、吸血鬼，把银行业与实体经济乃至整

个社会对立起来，太偏激，而且是非常危

险的信号。”

不良贷款或侵蚀中国银行业利润

■ 本报撰文 本报记者 高洪艳

银行因暴利被妖魔化 未与实体经济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