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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盛世背后隐忧渐显 不良贷款反弹露端倪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中国经济将要入秋， 中国银行业

却正值炎夏。 已经陆续公布的大部分

上市银行

2011

年年报显示， 中国银

行业的盈利能力、 资产质量、 资本充

足水平等核心指标都领先于国际同

业， 用 “康乾盛世” 来形容银行业丝

毫不为过。

遗憾的是， 银行业的盛况却没有

在资本市场上面体现出来， 银行股的

表现始终不温不火。 由于股价反映的

是未来， 因此这其中必然隐藏着不少

隐忧， 目前可见的包括： 地方平台贷

款风险未彻底化解、 房地产调控仍在

继续、 资本压力一直存在、 不良贷款

反弹露出端倪， 中国银行业的未来仍

然充满变数。

现金奶牛

根据中国银监会此前公布的统计

数据，

2011

年中国银行业实现净利

润

10412

亿元， 同比增长

36.34%

。

中国的上市银行更是一群名副其实的

“现金奶牛”， 工、 农、 中、 建、 交五

大国有银行去年共实现净利润

6745

亿元， 同比增长

25%

， 增幅较上年

略有下降。

其中， 工行

2011

年净利润高达

2084

亿元， 同比增长

25.6%

， 成功

蝉联全球 “最赚钱银行”， 工行去年

赚的钱比美国苹果公司同期利润

（

2081

亿元） 还要多出

3

亿元。 建

行的盈利数仅次于工行，

2011

年实

现净利润

1692.56

亿元， 同比增长

25.52%

。 中 行 去 年 实 现 净 利 润

1241.82

亿元， 同比增长

18.93%

。

农行

2011

年实现净利润

1219.27

亿

元， 同比增长

28.5%

。 交行去年实

现净利润

507.35

亿元， 同比增长

29.95%

。

股份制银行虽然

2011

年度净利

润的绝对数量不大， 但同比增幅却比

较可观。 深发展去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64.5%

； 华夏银行去年净利润同比增

长

54%

； 民生银行去年实现净利润

279

亿元， 同比增长

58.8%

； 浦发银

行净利润

272.86

亿元， 同比增长

42%

； 兴业银行去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38%

， 至

255

亿元。

不过， 银行赚钱还是依靠老本

行———息差收入， 其中息差收入的来

源包括生息资产规模扩大和息差的稳

定甚至扩大。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

据， 去年四季度银行业净息差维持

2.7%

高位， 环比保持稳定， 但同比

扩大了

0.2

个百分点。 在此基础上，

生息资产数量扩大将带来净利润的稳

定增长。

而由于受到监管规范影响， 去年

四季度银行业的手续费收入增长有所

放缓。 工行、 建行、 农行、 民生等银

行去年四季度的手续费收入环比均出

现负增长。

不良贷款反弹

经济增速放缓对国内商业银行

资产质量的影响早晚会在数据上显

现出来。 根据监管部门此前公布的

统计数据， 截至去年四季度末， 商

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4279

亿元，

较三季度末增加了

201

亿元， 不良贷

款率也由三季度末的

0.9%

上升至

1%

， 不良贷款长期保持 “双降” 的

格局终被打破。

上市银行的数据同样印证了这

种变化， 多家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

和不良率均有反弹。 比如工行去年

四季度不良贷款余额环比增加了

38

亿元， 增幅为

5.5%

， 下半年新增

不良贷款主要来自于交通运输、 仓

储和邮政业。 再比如中行， 虽然减

值贷款、 不良及逾期贷款余额均基

本稳定， 但关注类贷款半年环比增

长

32%

， 集团口径减值贷款和不良

贷款余额季度环比分别小幅增长

0.8%

和

2.3%

。

针对不良贷款的变化情况， 工行

董事长姜建清解释称， “不能因为

咳嗽一下就判定为感冒， 因为不良

贷款问题看趋势非常重要”， 工行已

经连续

12

年保持不良贷款余额和占

比双降，

12

年中有的月份较高， 有

的月份较低， 但没有必要关心这个

数字， 关键要看持续多少个季度出

现这种状况。

而关于外界普遍关心的地方平台

贷款和房地产贷款问题， 上市银行基

本都给出让人满意的答案。 工行称，

该行去年平台贷款现金流全覆盖的比

例为

90.4%

， 房地产对公贷款不良率

为

0.8%

， 个人按揭贷款不良率为

0.35%

。 建行政府融资平台相关贷款

（包括基建类贷款以及租赁及商务服

务业贷款） 的不良贷款余额半年环比

下降

2

亿元。 农行真正逾期的平台贷

款也只有

10

亿元。

再融资压力挥之不去

在完成了一轮大规模的再融资之

后， 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情况普遍达

标。 根据银监会此前公布的数据， 截

至去年末，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

率达到

12.7%

， 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

10.2%

， 环比三季度分别提升

0.4

个

百分点和

0.1

个百分点。

资本市场曾经是商业银行尤其

是大型银行再融资的主要场所， 因

此银行的再融资消息往往会给股市

带来很大压力。 不过， 在

2011

年年

报公布期间， 多家大型银行的高管

均明确表态， 短期内没有从股市再融

资的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 不从股市再融资

并不代表不用融资。 根据今年以来已

经披露的数据， 银行的再融资规模已

经接近

600

亿元， 加上去年公布的融

资需求， 中国银行业今年的融资规模

可能接近

2000

亿元。

中行行长李礼辉表示， 应对融

资压力， 两个方面是重要的： 一是

进一步增强业务发展的能力， 使内

生资本增加有一个持续补充的渠道；

二是进一步调整优化资本结构， 走

轻资本的发展道路， 使资产风险权

重进一步优化。

而更大的挑战则来自新资本监管

协议的实施。 根据监管部门此前的表

态， 银行业新的监管标准今年肯定会

实施。 按照此前公布的征求意见稿，

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将

会达到

14%

。 尽管监管部门会设定过

渡期， 但由于风险权重改变， 短期内

也会导致现有资本充足率水平降低，

这些都会给银行机构带来不小的融资

压力。

业务转型势在必行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银行业必须

随之转型， 资本消耗型的信贷扩张

可能难以为继， 银行机构高管对此

已有认识。 农行行长张云在

2011

年

年报披露时表示， 应该按照经济发

展和金融的机理来看待今后银行业

务发展， 经济增速下调要求货币供

应量也相应调整， 这种情况下银行

业务会回归常态， 银行的业务增长

也会回归正常水平。

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也预计， 在

中国经济增幅趋于平稳和利率市场化

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存贷款利差逐渐

缩小将是一种趋势， 银行业的高利润

状况会有所改变， 今年行业利润增速

将会下降。

面对规模扩张瓶颈， 工行正积极

谋求转型。 工行董事长姜建清说， 中

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很多机遇，

该行在新的发展机会中要不断开拓新

业务增长的来源， 信贷方面可以发展

新兴战略等领域的贷款， 因为这些贷

款对资本占用比例较低。 面对越来越

严格的资本约束， 非信贷业务的收入

要向多元均衡方向转变， 银行应从信

贷中介过渡到金融服务中介。

银行“暴利”之辩 应积极打破垄断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一家股份制银行的行长公开表示，

利润高得不好意思说； 一位学者公开质

疑， 银行业利润为何会高过烟草和石

油。 随后， 银行业 “暴利” 的说法不胫

而走， 并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

在刚刚过去的银行业

2011

年年报

密集披露期， 上市银行的高管们集中回

应了这一说法， 虽然都能自圆其说， 但

他们无法回避的是， 严格的准入的确带

来了银行业的垄断。

温家宝总理近期也明确表示， 银行

获得利润太容易， 原因是少数几家大银

行处于垄断地位， 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

融就是要打破垄断。

高管集体喊冤

银行 “暴利” 说发端于民生银行行

长洪崎去年底的一次公开讲话。 他在出

席 “

2011

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 时说，

2011

年企业经营压力很大， 资金需求

强烈， 中国银行业一枝独秀， 利润很

高， 不良率很低， “企业利润那么低，

银行利润那么高， 有时候利润太高了，

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这段来自银行业内的表态立即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秘书长陈永杰认为， 银行和实体经济

一个利厚一个利薄的问题， 已到了非常

严重的程度。 银行的资本利润率已不仅

大幅高于工业， 而且高于石油和烟草。

对于甚嚣尘上的 “暴利” 说， 银行

业高管们近期集体给予回应。 首家公布

2011

年度业绩的深发展银行董事长肖

遂宁率先表态， “银行业既非暴利， 也

非高利， 目前银行业的资产收益率只有

1%

， 而一般制造业却能达到

5%

。”

国有大行当中， 农行第一家公布年

报。 该行行长张云表示， 中国银行业利

润增长没有脱离实体经济发展， 从利润

增长率、 银行利润与规模以上企业利润

比例、 总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来看， 银行

业的盈利能力与工业企业基本一致。

“从总量上看， 银行业利润数量确

实较大， 但利润不是来自利差扩大。”

张云说， 与国际上其他大银行、 与历史

同期以及其他金砖国家的银行相比， 中

国银行业的利差不高。

张云认为， 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长原

因包括多个方面：

2009

年和

2010

年信

贷高增长使银行获得了较好发展机会、

银行节约成本和效率提高因素、 国家加

快银行改革使利润增长较快、 银行创新

能力提升增加盈利能力等。

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也称， 中国银

行业的高利润是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

这些年中国宏观经济高速发展， 银行作

为重要的传导机构， 经营业绩反映了这

个趋势。 除此之外， 高利润的产生还受

贷款管理以及技术提升等方面因素影响。

到底冤不冤

银行业虽然利润总额超过了万亿，

但鉴于行业资产总额超过

100

万亿， 若

考察盈利能力， 银行业确实没有超过表

现较好的国有企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

指摘银行赚取 “暴利” 缺乏数据支持。

根据农行副行长潘功胜提供的数

据，

2008

年到

2011

年，

16

家上市银行

的利润增长率分别为

30%

、

17%

、

33%

和

36.3%

， 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

润增长率分别为

12.5%

、

13%

、

53.5%

和

25%

， 银行业利润没有与工业企业

背离。

2007

年到

2011

年， 银行贷款的

年复合增长率

20%

， 总资产年复合增

长率

21%

， 利润的年复合增长率

23%

，

从数字比较可以看出， 银行业利润主要

来自规模扩张。

问题是， 银行业的规模为何能够如

此快速扩张。 银行 “暴利” 说之所以有

如此大的影响， 其背景是数量庞大的中

小企业融资困难， 经营举步维艰。 有统

计数据显示， 私营企业的短期贷款在全

国银行的贷款比重仅为

1.3%

， 乡镇企

业是

2.7%

。 数量庞大的企业无法从商

业银行获得贷款， 而银行是目前最主要

的融资渠道。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

玄认为， 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 某些金

融需求是注定无法满足的， 因为这必然

导致过高的信息寻找成本和风险成本。

只有通过金融市场之间的积极竞争， 才

能低成本地获得金融市场信息， 实现市

场均衡。 降低信息成本需要市场竞争，

需要创新主体和创新行为。

创新主体涉及到市场准入， 这可能

是中国银行业获得高利润的真正秘密。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也承认， 银行业高利润和金融服务业

特别是银行业市场准入有关系的说法有

一定道理。

积极打破垄断

打破银行垄断， 关键是扩大准入，

让更多的资金参与到融资活动中， 政

府在这个方面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此前

不久，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

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批准实施 《浙江

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

案》。 《方案》 定下

12

项任务， 涵盖规

范发展民间融资、 金融机构准入、 个人

境外直投以及金融产品创新、 信用体系

建设等方面， 为金融业的对内开放打开

了空间。

温家宝总理近日在广西钦州、 福建

泉州、 莆田、 福州等地就经济运行情况

进行调研时说， 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就是要打破垄断， 温州试点的有些成功

经验要在全国推广。 温家宝说， “关于

融资成本， 其实我这里坦率地讲， 我说

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 为什么

呢？ 就是少数几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

只能到它那儿贷款才贷得来， 别的地方

很困难。 我们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

入金融， 根本来讲， 还是要打破垄断。

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 你也看到了

在温州进行试点。 我想， 温州的试点，

有些成功的， 要在全国推广， 有些立即

可以在全国进行。”

大银行也在积极应对可能的变化。

工行今年在信贷政策上就有一些定量要

求， 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要较

2011

年增加一倍， 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贷款

占公司贷款比重提高

20%～25%

以上，

文化产业的贷款增长要高于一般公司贷

款增长幅度。 贸易融资和中小企业贷款

也有定量具体计划， 贸易融资贷款到

2014

年占到公司贷款的

21%

以上， 中

小企业贷款

2014

年末要占

60%

以上。

银行业“薪”事的快乐与烦恼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对于普通人来说， 银行业盈利数

量只是一个空洞的数字， 银行从业人

员的工资才是真正吸引眼球的话题。

在这个问题上， 银行所面临的舆论环

境同样非常尴尬， 因为银行职员工资

确实较高。

已经披露的上市银行

2011

年年

报显示， 去年赚得最多的银行从业人

员是一位名叫理查德·杰克逊的外国

人， 年薪

869

万人民币， 他现在担任

深发展银行的行长， 他的老板———深

发展董事长肖遂宁的工资紧随其后，

年薪

745

万元， 排名第三的是深发展

副行长胡跃飞， 年薪

579

万元。

记者粗略统计， 去年上市银行薪

酬排名前

20

位的年薪均超过了

300

万元， 除了中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

坚， 其他

19

位高薪人员都来自股份

制商业银行。 其中， 上榜最多的是民

生银行， 该行的三位职工监事年薪也

都在

400

万元左右。 国有大行的高管

年薪较股份制银行明显逊色， 董事

长、 行长和副行长级别的年薪均在百

万元左右。

高管很富有， 员工也不穷， 银行

2011

年年报中的人均年薪有一定参

考价值。 数据显示， 民生银行的股东

仍是最为大方的， 该行

2011

年人均

年薪超过

39

万元； 深发展高管年薪

高企， 该行人均年薪也有

26.13

万

元。 与高管们的薪酬格局类似， 国有

大行的平均年薪数据也普遍低于股份

制银行， 其中收入较高的建行人均薪

酬也只有

21.67

万元， 中行则为

20.97

万元。

无论是高管还是普通员工， 股

份制商业银行的薪酬水平都高于国

有大行。 据银行业内人士分析， 这

与股份制银行面临的竞争环境和网

点布局特点有关。 银行业是人力资

本高度集中的行业， 在面对大银行

的竞争压力时， 股份制银行必须付

出更高的薪酬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

才， 以此增强竞争能力。 股份制银

行的网点多布局在经济较为发达的

沿海地区， 这些地区的平均薪酬水

平普遍高于内地， 同样会推高股份

制银行的平均薪酬。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银行业

的高薪现象呢？ 首先应当承认， 虽然

银行业的高薪看起来比较扎眼， 但熟悉

银行业务情况的人应该知道， 银行从业

人员不是 “坐着拿钱”。 银行业的情况

是， 整体存在垄断， 行业内竞争激烈，

尤其是在银行基层， 激烈的竞争环境要

求从业人员具备较高的素质， 而且劳动

强度极高， 银行的薪酬水平并不比同样

强度的其他行业要高出很多。

其次需要从具体构成来分析银行薪

酬是否合理的问题。 与国外同行业不

同， 中国银行业的薪酬当中普遍不包括

股权激励， 这容易造成工资报酬短期化

的现象。 以银行高管为例， 目前大多实

行年薪制， 一般由基本薪酬和奖励年薪

两部分组成， 其中奖励年薪通常与业绩

目标挂钩。 目前， 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

股权激励计划尚未实施。

2008

年

7

月

份， 财政部专门下文， 要求国有控股上

市金融企业不得擅自设置股权激励。 因

此长期激励缺乏制度支持， 必然带来工

资报酬短期高企的现象。

不管银行靠什么方式挣钱， 中国

银行业近年来在盈利能力方面已经全

面超越了国际同行， 但是薪酬水平的

绝对数量还是与国际同行有明显差距，

这在客观上会给中国的银行高管及从

业人员带来心理落差， 在缺乏长期股

权激励措施的背景之下， 会助长银行

薪酬的增长。

事实上， 银行高管的高薪酬与银

行业绩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

以一家股份制银行为例， 该行近年来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不良贷款率、

每股收益和利润总额均有较大的波动，

但其薪资最高的三名高管平均收入却

没有明显的变动， 这说明高管薪酬与

银行经济效益指标之间的联系不是非

常紧密。

由于长期政企不分， 银行业的工

资报酬存在重精神鼓励、 轻物质刺激

和重行政晋升、 轻薪资回报的现象。

随着银行业市场化改革深入， 在纠正

过往不合理现象的同时， 银行业薪资

水平矫枉过正， 又全面超过了社会平

均水平。 这种现象不仅带来社会不满，

也引起了政府关注， 今年全国两会政

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 要严格规范

国有企业、 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

理。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 银行高管

高收入的现象会得到遏制。 一位大行

高管在

2011

年年报披露期间明确表

态， 对此可以接受。

� � � �编者按

：

根据中国银监会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

，

2011

年中国银行业实现净利润

10412

亿元

，

同比增长

36.34%

。

中国的上市银行更是一群名副其实的

“

现金奶牛

”，

其中

工

、

农

、

中

、

建

、

交五大国有银行去年共实现净利润

6745

亿元

，

同比增长

25%

。

但在

“

盛世

”

背后

，

银行业的地方

平台贷款风险未彻底化解

、

房地产调控仍在继续

、

资本压

力一直存在

、

不良贷款反弹露出端倪等隐忧挥之不去

，

而

银行业高利润

、

高薪酬等也引发了多方争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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