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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信用质量良好，银行业系统性

风险可控 
2021 年 10 月 18 日  

我们认为，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信用质量良好，对国内银行业的系统稳定性形成了有力的支

撑。根据我们的案头分析和评级结果，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主体信用质量分布在[Aspc+]到
[AAAspc]的区间，是国内信用质量最强的一组银行。从我们的案头分析结果来看，系统重要性组别越

高的银行，信用质量也往往越好，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总体信用质量呈现合理、健康的分

布。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认定的 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包括 6 家国

有商业银行、9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 4 家城市商业银行。 

图1  

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按银行类型分） 

 
注 1*：本报告中所呈现的潜在信用质量分布是我们根据公开信息，通过案头分析所得出对于信用质量的初步观点。标普信评未与

大部分机构进行访谈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互动沟通，也未通过标普信评的信用评级流程例如信用评审委员会加以审核与处理本报告

所呈现的潜在信用质量分布（我们发布了公开评级结果的机构除外）。本报告中表达的观点不可也不应被表述为信用评级，也不

应被视为任何机构的最终评级结果的表示。 

注2：按国内系统重要性得分从低到高分为五组：第一组8家，包括平安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宁波银行、

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北京银行；第二组 4 家，包括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AAAspc/稳定）；

第三组 3 家，包括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第四组 4 家，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AAAspc/稳定）、中国建设银行

（AAAspc/稳定）、中国农业银行；第五组暂无银行进入。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1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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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按重要性组别分） 

 
注 1*：本报告中所呈现的潜在信用质量分布是我们根据公开信息，通过案头分析所得出对于信用质量的初步观点。标普信评未与

大部分机构进行访谈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互动沟通，也未通过标普信评的信用评级流程例如信用评审委员会加以审核与处理本报告

所呈现的潜在信用质量分布（我们发布了公开评级结果的机构除外）。本报告中表达的观点不可也不应被表述为信用评级，也不

应被视为任何机构的最终评级结果的表示。 

注2：按国内系统重要性得分从低到高分为五组：第一组8家，包括平安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宁波银行、

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北京银行；第二组 4 家，包括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AAAspc/稳定）；

第三组 3 家，包括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第四组 4 家，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AAAspc/稳定）、中国建设银行

（AAAspc/稳定）、中国农业银行；第五组暂无银行进入。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1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从标普信评对 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信用质量案头分析结果来看，这 19 家银行是国内规模最

大、业务实力最强的一组银行，业务状况评估结果分布在上调 1 个至 3 个子级的范围内，符合系统重

要性银行规模大、结构和业务复杂度高、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性强的基本特点。截至 2020 年末，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总资产规模约 199.4 万亿元，占中国商业银行业 75%的市场份额；总存款规

模约 137.3 万亿元，占商业银行业市场份额的 63%。 

图3  

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截至 2020 年末总资产规模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1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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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方面，根据我们的案头分析结果，这 19 家银行的资本与盈利性评估结果均为 0 子级调整，表明

这些银行的资本充足，满足监管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最低要求。本次确定的 19 家银行均已

满足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没有立即补充资本的压力。虽然这 19 家银行没有立即补充

资本的需求，我们预计这 19 家银行会根据监管要求强化压力测试手段，加强资本的精细化管理，完

善全面风险管理，从总体上提高资本抵御损失的能力。 

表 1 

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性要求 

组别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 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 资本充足率要求 

5 9% 10% 12% 

4* 8.5% 9.5% 11.5% 

3 8.25% 9.25% 11.25% 

2 8% 9% 11% 

1 7.75% 8.75% 10.75% 

注：位于第四组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AAAspc/稳定）、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AAAspc/稳定）也是全球系统重要性

银行，在满足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的同时，也需要满足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1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图4  

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截至 2021 年 6 月末（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 监管最低要求）

 
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AAAspc/稳定）、中国建设银行（AAAspc/稳定）、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满足

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的同时，也需要满足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 2020 年全球

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要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为 1.5%，中国农业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为

1%。所以本图中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监管最低要求为 9.0%，对中国农业银行的最

低要求为 8.50%。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金融稳定理事会、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1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此外，未来银行应在进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或者系统重要性得分变化导致组别上升后，在经过一个

完整自然年度后的 1 月 1 日满足附加资本要求，这也给银行留足了适当的时间来适应更高的资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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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性方面，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盈利能力健康，为资本提供了坚实的补充。这 19 家银行

2020 年平均披露口径净资产收益率为 11.0%，高于商业银行业 9.5%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图5  

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 2020 年披露口径净资产收益率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1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风险状况方面，这 19 家银行中大部分的风险状况评估结果为 0 子级调整，表明银行的资产质量水平

与实体经济总体风险状况基本一致，也与银行业总体风险水平一致。这种风险状况与系统重要性银行

资产体量巨大，对实体经济影响重大的情况是符合的。个别第一组和第二组的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产

质量表现略弱于行业平均水平，但由于拨备仍然充分，我们认为对其资本不构成严重威胁。 

图6  

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截至 2020 年末不良+关注类贷款占比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1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融资与流动性方面，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呈现两种不同的特点。国有六大行在全国范围内拥有

非常坚实的零售存款基础和对公存款基础，对批发资金的依赖有限；另外，市场在危机情景下对国有

大行的信心也远高于其他类型银行，因此我们认为六大行的融资与流动性状况处于行业最优水平，融

资与流动性的评估结果为上调 1 个或 2 个子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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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六大行以外的其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对于批发资金的使用处于行业平均水平；部分股份制银行

和城商行的存款基础相较于其贷款规模有限，对批发资金的使用更为依赖。例如，浦发银行、兴业银

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和北京银行截至 2020 年末的存贷比超过

95%，部分超过了 100%。但是，由于国内总体流动性充足，这 13 家银行的总体信用质量良好，能

够在银行间市场获得稳定的批发融资，所以其融资结构仍然稳定，流动性保持充足，我们的测试对其

融资与流动性给出的评估结果通常为 0 子级调整。 

图7  

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截至 2020 年末客户存款/总负债比率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1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在不考虑危机情况下政府或集团支持的情况下，这 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潜在个体

信用质量分布在[aspc-]至[aaspc]，体现出良好的信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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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70 家主要中资行个体分析要素潜在子级调整分布 

潜在业务状况子级调整分布 潜在资本与盈利性子级调整分布 

  

潜在风险状况子级调整分布 潜在融资与流动性子级调整分布 

  

注 1：上述子级调整均应用于“bbb+”的评级基准之上。 

注 2：本报告中所呈现的潜在信用质量分布是我们根据公开信息，通过案头分析所得出对于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的初步观点。标普信评未与任何机构进行访

谈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互动沟通，也未通过标普信评的信用评级流程例如信用评审委员会加以审核与处理本报告所呈现的潜在信用质量分布结果。本报告中表达

的观点不可也不应被表述为信用评级，也不应被视为对任何机构最终评级结果的表示。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1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我们认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相关制度的发布实施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确定对于防止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会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国家在有序打破刚兑信仰、严肃市场纪律的同时维持金融

稳定。 

同时我们也认为，没有被划入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其他银行并非没有系统重要性。举例来说，

虽然此次评估认定的 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并没有包括农商行，但农商行作为国内数量最大的

商业银行群体（截至 2020 年末，国内商业银行共 1,750 家，其中 88%为农商行），掌握着农村和县

域地区大量存款资源，与“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有密切联系，农村金融机构的总体稳定也是维

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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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截至 2020 年末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重要数据及比例 

银行 组别 
总资产 

（万亿元） 
总存款 

（万亿元） 
资本充足率

（%） 
一级资本充足

率（%） 
不良贷款率

（%） 
关注贷款率

（%） 
拨备覆盖率

（%） 

贷款准备金/
（不良贷款+
关注贷款）

（%） 

中国工商银行 第四组 33.35 25.13 16.88 14.28 1.58 2.21 180.68 75.25 

中国建设银行 第四组 28.13 20.61 17.06 14.22 1.56 2.95 213.59 73.73 

中国农业银行 第四组 27.21 20.37 16.59 12.92 1.57 2.01 260.64 116.58 

中国银行 第四组 24.40 16.88 16.22 13.19 1.46 1.87 177.84 78.12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 
第二组 11.35 10.36 13.88 11.86 0.88 0.54 408.06 253.95 

交通银行 第三组 10.70 6.61 15.25 12.88 1.67 1.41 143.87 77.99 

招商银行 第三组 8.36 5.66 16.54 13.98 1.07 0.81 437.68 248.77 

浦发银行 第二组 7.95 4.12 14.64 11.54 1.73 2.58 150.74 61.31 

兴业银行 第三组 7.89 4.08 13.47 10.85 1.25 1.37 218.83 104.42 

中信银行 第二组 7.51 4.57 13.01 10.18 1.64 2.01 171.68 77.14 

中国民生银行 第二组 6.95 3.77 13.04 9.81 1.82 2.98 139.38 52.86 

中国光大银行 第一组 5.37 3.48 13.90 11.75 1.38 2.15 182.71 70.96 

平安银行 第一组 4.47 2.70 13.29 10.91 1.18 1.11 201.40 103.48 

华夏银行 第一组 3.40 1.84 13.08 11.17 1.80 3.43 147.22 50.29 

广发银行 第一组 3.03 1.85 12.50 9.85 1.55 0.99 178.32 108.34 

北京银行 第一组 2.90 1.66 11.49 10.28 1.57 1.14 215.95 125.00 

上海银行 第一组 2.46 1.32 12.86 10.46 1.22 1.91 321.38 125.25 

江苏银行 第一组 2.34 1.33 14.47 11.91 1.32 1.36 256.40 130.44 

宁波银行 第一组 1.63 0.93 14.84 10.88 0.79 0.50 505.59 310.69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数据，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1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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