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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演示稿不构成评级行动



目录

2

概况

业务状况

资本与盈利性

风险状况

融资与流动性

外部支持



金融机构评级方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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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分析受评主体的个体特征后，我们还会将其信用质量做一个整体的评估，并与同业进行对比分析，以此判断是否需
要对级别做出补充调整，从而得出最终的个体信用状况。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根据标普信评的金融机构评级方法论，

我们通常以一家金融机构的评级基准

作为起点来确定其个体信用状况

（SACP），然后结合该机构自身特点

与评级基准进行对比。我们在评级基

准的基础上根据如下四项个体信用因

素进行调整：业务状况、资本与盈利

性、风险状况、融资与流动性。最后，

我们将该金融机构的个体信用状况与

危机时候潜在集团或政府影响评估结

论相结合，得出其主体信用等级

（I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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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信评中资银行公开评级一览

评级要素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邮储银行 上海农商银行 南京银行 齐鲁银行

评级基准 bbb+ bbb+ bbb+ bbb+ bbb+ bbb+

业务状况 +3 +3 +2 0 +1 0

资本与盈利性 0 0 0 0 0 0

风险状况 0 0 +1 +1 +1 0

融资与流动性 +2 +2 +2 +1 0 +1

个体信用状况 aaspc aaspc aaspc aspc aspc(u) aspc(u)-

政府支持 +2 +2 +2 +2 +1 +1

主体信用等级 AAAspc AAAspc AAAspc AAspc- Aspc(u) + Aspc(u)

展望 稳定 稳定 稳定 稳定 稳定 稳定

注：南京银行和齐鲁银行评级为主动评级，其余为委托评级。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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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家主要中资银行潜在个体信用质量分布

*注1：本篇中所呈现的潜在个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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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信用质量分布的初步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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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我们发布了公开评级结果的机构除外）。本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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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个体信用质量不包括危机情况下可能发生的外部支持。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标普信评公开评级覆盖的中资银行均保持了稳健的个体信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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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篇中所呈现的潜在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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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我们发布了公开评级结果的机构除外）。本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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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主体信用等级包括了危机情况下获得外部支持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标普信评公开评级覆盖的中资银行外部支持情况保持稳定，偿债能力强
国内120家主要中资银行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

AAA至A序列：发行人偿债能力强，不需要持续关注

BBB序列：发行人两年内
偿债风险较小，市场和行
业发生重大变化时才需关
注

BB序列：发行人信用质量
稳定性较差，级别波动性
较大，需持续关注

B+、B：发行人
偿债能力非常弱，
信用质量有硬伤，
信用风险很高

B-及以
下：信
用风险
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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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以存款市场份额作为评估中资行业务稳定性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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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家商业银行的竞争实力保持稳定。商业银行是非常成熟的传统行业，且具有很高的进入壁垒，加之是强监管行业，六家银
行的相对竞争地位在中长期是稳定的。

注：基于存款规模的业务状况初步子级调整仅为我们评估分析的起点。考虑到其他因素的调整，我们最终的业务状况子级调整结果可能与初步结果不同。
资料来源：Wind ，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截至2022年末国内120家主要商业银行存款规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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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

邮储银行

齐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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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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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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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状况初步子级调整:

+2或+3 +1 0 -1 -2



六家银行都保持了很快的业务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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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6月末 总资产（亿元） 资产同比增速（%） 贷款总额（亿元） 贷款同比增速（%） 存款总额（亿元） 存款同比增速（%）

商业银行业 3,449,163.70 11.10 1,969,604.04 11.19 2,535,078.70 12.26 

建设银行 382,547.06 13.55 230,781.17 13.46 272,329.69 14.30 

中国银行 310,852.40  10.81 192,127.07  13.61 221,737.27 14.80 

邮储银行 151,231.07 12.64 78,226.67 11.90 133,015.91 9.73 

南京银行 22,225.10 16.22 10,628.46 17.62 13,618.82 11.36 

上海农商银行 13,594.70 13.20 6,965.14 9.60 9,794.16 12.10 

齐鲁银行 5,503.65 16.54 2,832.59 17.13 3,878.39 18.19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六家银行业务状况打分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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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子级调整基于银行“bbb+”的评级基准进行。

注2：本报告中所呈现的潜在子级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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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级调整分布（我们发布了公开评级结果的机构除外）。本报告中呈现的打分结果不可也不应被表述为信用评级的一部分。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120家主要中资银行业务状况潜在子级调整分布子级
调整

得分 典型特征

+3 1
超大型国有银行，在国内外具有极好的地域多样性，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
存款市场份额一般在8%左右或以上。

+2 1
大型国有银行或大型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很好的地域多
样性，存款市场份额一般在2%到8%之间。

+1 2

具有良好地域多样性的中等规模股份制银行或超大型区域性银行，或业务
多样性远好于同规模银行，市场地位领先的外资行。存款市场份额占有比
例一般在0.5%到2%之间。如果存款市场份额小于0.5%，可能在业务稳定
性、多样性或战略方面明显优于同规模银行。

0 3

小型股份制银行、一二线城市中大型地域性银行、或业务多样性远好于同
规模银行的外资行；存款市场份额一般在0.1%到0.5%之间。如果存款市
场份额小于0.1%，可能在业务稳定性、多样性或战略方面明显优于同规模
银行。

-1 4
二三线城市中小型区域性银行，地区集中度高、或中小型外资行；存款市
场份额一般在0.05%到0.1%之间。如果存款市场份额小于0.05%，可能在
业务稳定性、多样性或战略方面明显优于同规模银行。

-2 5
三四线城市小型区域性银行，地区集中度很高、或小型外资行；存款市场
份额一般在0.05%左右或以下。

-3 6
银行的业务运营风险显著大于同业。此类别仅适用于处于危机中的银行的
特殊情况。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邮储银行
南京银行

上海农商银行

齐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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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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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0 -1 -2 -3

银
行

数
量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



目录

11

概况

业务状况

资本与盈利性

风险状况

融资与流动性

外部支持



12

轻度压力情景：
整体信贷质量冲击

中度压力情景：
+房地产冲击

重度压力情景：
+尾部城投冲击

银行关注类贷款100%迁徙到不良；
二阶段贷款100%迁徙到三阶段；
银行延展期贷款的30%-50%迁徙
到不良；
如果以上问题贷款比例小于6%，
我们会假设6%的问题贷款比例用
于压力测试；
以上问题贷款的损失率在70-90%
之间。

同轻度压力情景

同中度压力情景

房地产相关坏账无显著增长。

房地产和建筑业贷款的
30%为不良；
该部分坏账的损失率为
70%。

城投的坏账无显著增长。 城投的坏账无显著增长。

[Bspc]序列城投当中50%为
不良；
且该部分坏账的损失率为
50%。

在披露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对资本充足率进行压力测试以评估银行资本韧性

注：假设银行对不良贷款不能收回的部分100%计提准备金。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披露口径一级资
本充足率（%）

2022 2023H1

建设银行 14.40 13.39 

中国银行 14.11  13.56  

邮储银行 11.29 11.19 

南京银行 12.04 11.58 

上海农商银行 12.99 12.92 

齐鲁银行 11.35 11.38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2023年上半年，由于业务增速快，大部分受评中资银行的资本稳中有降，但仍然充分满足监管要求。

 针对目前可能影响银行资本韧性的主要信用风险因素（1、小微企业延期贷款、2、对公房地产敞口、3、尾部城投敞口），
我们进行了信用风险方面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压力测试。



我们通常以轻度压力情景下一级资本充足率作为资本评估的核心指标，以合理区分
银行之间的资本韧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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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为基于内评法计算资本充足率，其他银行是基于标准法，因此可比性有限。
资料来源：Wind，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注1：轻度压力情景下，银行关注类贷款100%迁徙到不良；二阶段贷款100%迁徙到三阶段；银行延展期
贷款的30-50%迁徙到不良；如果以上问题贷款比例小于6%，我们会假设6%的问题贷款比例用于压力测
试。以上不良贷款的损失率在70-90%之间。
注2：以上测试是以2022年披露数据为基础。
注3：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压力测试是基于内评法下资本充足率，其他银行是基于标准法，因此可比性
有限。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截至2022年末120家主要中资银行披露口径一级资本充足率
分布

120家主要中资银行轻度压力情境下一级资本充足率估算结果
分布

邮储银行

齐鲁银行

南京银行

上海农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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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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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压力情境下一级资本充足率（%）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

邮储银行

齐鲁银行

南京银行

上海农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0

30

60

0 3  5  7 8.5 10 12 14 16 18 >18

银
行

数
量

披露口径一级资本充足率（%）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



六家银行面对房地产和城投风险都显现出健康的资本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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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重度压力情景的主要假设包括：银行关注类贷款100%迁徙到不良；二阶段贷款100%迁徙到三阶段；银
行延展期贷款的30-50%迁徙到不良；如果以上问题贷款比例小于6%，我们会假设6%的问题贷款比例用于压
力测试。以上不良贷款的损失率在70-90%之间。房地产和建筑业贷款的30%为不良，该部分坏账的损失率为
70%。[Bspc]序列城投当中50%为不良，该部分坏账的损失率为50%。
注2：以上测试是以2022年披露数据为基础。
注3：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压力测试是基于内评法下资本充足率，其他银行是基于标准法，因此可比性有限。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120家主要中资银行重度压力情景下一级资本充足率估算结果
分布

齐鲁银行

邮储银行

上海农商银行

中国银行

南京银行

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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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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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重度压力情境下的一级资本充足率（%）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

注1：中度压力情景的主要假设包括：银行关注类贷款100%迁徙到不良；二阶段贷款100%迁徙到三阶段；银
行延展期贷款的30-50%迁徙到不良；如果以上问题贷款比例小于6%，我们会假设6%的问题贷款比例用于压
力测试。以上不良贷款的损失率在70 -90%之间。房地产和建筑业贷款的30%为不良，该部分坏账的损失率
为70%。

注2：以上测试是以2022年披露数据为基础。
注3：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压力测试是基于内评法下资本充足率，其他银行是基于标准

                                                    法，因此可比性有限。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120家主要中资银行中度压力情景下一级资本充足率估算结果
分布

邮储银行

上海农商银行

齐鲁银行

中国银行

南京银行

建设银行

0

10

20

30

0 3 5 7 8.5 10 12 14 >14

银
行

数
量

中度压力情境下的一级资本充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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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LPR的下降，银行业净息差下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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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这六家银行的净息差下行情况构成短期盈利压力，但不会对个体信用质量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原因在于这些银行
的资本、拨备和绝对盈利水平仍处于健康的状况。

2023年上半年主要上市银行年化净息差分布 2023年上半年主要上市银行年化净息差同比基点变化分布

资料来源：Wind、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资料来源：Wind、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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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银行中大多数的拨备成本处于行业中等偏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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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0家主要中资银行信用成本分布 2022年120家主要中资银行资产减值损失/拨备前净利润分布

 由于资产质量良好，拨备计提充足，我们预计这些银行未来信用成本会保持总体稳定。

注：信用成本=信用减值损失/平均贷款总额。
资料来源：Wind、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资料来源：Wind、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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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银行都保持了良好的盈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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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LPR的多次下调，在2023年初贷款重定价的影响下，2023年上半年多家银行净息差下滑，导致净利润增速放慢。

 从绝对盈利情况来看，六家银行仍然保持了健康的盈利性。由于这些银行拨备充足，因此盈利质量良好。

2022年120家主要中资银行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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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

披露口径净息差 净利润同比变化 披露口径ROE

2022
2023H1
（年化）

2022 2023H1 2022
2023H1
（年化）

建设银行 2.02 1.79 6.33 3.12 12.27 11.95 

中国银行 1.76  1.67  4.47 3.35 10.81 10.60  

邮储银行 2.20 2.08 11.53 5.23 11.89 12.86 

南京银行 2.19 2.19 16.15 5.39 15.12 16.28

上海农商银行 1.83 1.72 13.40 18.15 11.22 13.07 

齐鲁银行 1.96 1.86 18.18 15.24 11.92 12.63 

注：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2023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速为重述后结果。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六家银行均保持了充足的资本和良好的资本韧性，在资本充足和资本利用效率之间具
有合理的平衡

18

注1：子级调整基于银行“bbb+”的评级基准进行。
注2：本报告中所呈现的潜在子级调整分布是我们根据公开信息，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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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级调整分布（我们发布了公开评级结果的机构除外）。本报告中呈现的打分结果不可也不应被表述为信用评级的一部分。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120家主要中资银行资本与盈利性潜在子级调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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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典型特征

+2 1
我们预计银行未来12-24个月经标普信评调整的一级资本充足率远高于行
业平均水平。经标普信评调整的一级资本充足率通常在20%以上。

+1 2
我们预计银行未来12-24个月经标普信评调整的一级资本充足率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经标普信评调整的一级资本充足率通常在14%至20%之间。

0 3
我们预计银行未来12-24个月经标普信评调整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处于行业
平均水平；即使在压力情境下，资本充足水平也能够充分满足监管对资本
的最低要求。经标普信评调整的一级资本充足率通常在9%至14%之间。

-1 4

我们预计银行未12-24个月经标普信评调整的一级资本充足率略低于行业
平均水平；资本充足水平在正常市场环境下能够满足监管对资本的最低要
求，但在压力情景下可能低于监管最低要求。经标普信评调整的一级资本
充足率通常在7%至9%之间。

-2 5
我们预计银行未来12-24个月经标普信评调整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低于行业
平均水平；资本充足水平在正常市场环境下也可能无法充分满足监管对资
本的最低要求。经标普信评调整的一级资本充足率通常在5%至7%之间。

-3 6
我们预计银行未来12-24个月可能面临严重资本不足，很可能需要额外及
时注资才能在中长期维持正常经营。经标普信评调整的一级资本充足率通
常在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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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银行的资产质量保持稳定

20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邮储银行、上海农商银行和南京银行资产质量指标多年来优于行业平均。

截至2022年末主要国内商业银行不良+关注类贷款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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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银行的拨备处于很充足的水平，拨备不仅能够充分覆盖不良贷款，对于关注类
贷款的覆盖水平也很高

21

资料来源：Wind, 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高拨备提高了这些银行应对未来各类风险的资本韧性。

截至2022年末主要商业银行信用损失准备对不良+关注的覆盖分布 （%） 不良贷款率 关注贷款率
信用损失准备/
不良+关注贷

款率

2022 2023Q2 2022 2023Q2 2022 2023Q2

建设银行 1.38 1.37 2.52 2.50 85.74 86.38 

中国银行 1.32 1.28 1.35 1.23 93.56 96.28 

邮储银行 0.84 0.81 0.56 0.62 232.28 215.35 

南京银行 0.90 0.90 0.84 0.85 205.81 194.52 

上海农商银行 0.94 0.95 0.74 0.80 249.67 233.94 

齐鲁银行 1.29 1.27 1.71 1.60 120.79 133.57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齐鲁银行 南京银行

邮储银行

上海农商银行

0

20

40

6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60

银
行

数
量

信用损失准备/不良+关注类贷款（%）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 外资法人银行 民营银行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在评估房地产行业对银行个体信用质量的影响时，我们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22

资料来源：Wind，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2023年6月末主要中资银行对公房地产贷款占比分布

 银行的对公房地产贷款、按揭贷款、建筑业贷款敞口规模和占比；

 银行的对公房地产贷款、住房按揭贷款、建筑业贷款不良率；

 假设对公房地产和建筑业贷款不良激增，银行在压力情景下的资本韧性（压力测试综合考虑了银行相关敞口规模、拨备水平、
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目前房地产贷款资产质量的不确定性大，因此我们很重视银行在房地产相关压力情景下的资本韧
性表现。

2023年6月末主要中资银行对公房地产贷款不良率分布

注：中国银行对公房地产不良率为中国内地房地产业贷款不良率。

资料来源：Wind, 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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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银行的对公房地产风险可控

23

注：中国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不良率为中国内地口径。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对公房地产贷款占比处于行业平均水平，基于其良好的客户基础，很好的资本和盈利韧性，对公房
地产贷款风险对其仅构成暂时的盈利影响，不影响其资本韧性和个体信用状况。

 邮储银行和南京银行对公房地产贷款占比低，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低，房地产相关风险对其影响很低。

 上海农商行的对公房地产贷款占比较高，但考虑到其显著的地域优势，房地产资产风险可控。

 齐鲁银行对公房地产贷款的不良率在2023年增长明显，但对公房地产贷款占比很低，房地产资产风险可控。

（%） 对公房地产贷款/总贷款 对公房地产贷款不良贷款率

2022 2023Q2 2022 2023Q2

建设银行 4.19 4.14 4.36 4.76 

中国银行 7.77 7.61 7.23 5.11 

邮储银行 2.93 3.12 1.45 1.01

南京银行 4.03 3.82 0.96 1.05

上海农商银行 14.98 15.04 1.39 1.78

齐鲁银行 2.60 1.89 2.51 6.77



如果城投贷款利率下调，城商行利润受到的影响大于其他银行

24

 我们认为， [Bspc]序列城投敞口可能对银行业造成一定的信
用损失。但[BBspc]序列城投敞口对银行业的主要影响可能不
会体现在信用损失，而是利息收入下降的影响。

 我们预计， [BBspc]序列城投展期或重组后的城投贷款可能
并不被划为不良，但银行收取的利率可能下降，因此短期内
城投风险在银行报表上可能体现为利息收入下降，而不是资
产质量和信用成本影响。

 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由于贷款分散度很高，其利润对城投贷
款利率下降并不敏感。

 邮储银行高风险城投贷款占比很低，城投贷款利率的调整对
其利润不构成影响。

 上海农商银行业务集中在上海和长三角地区，上海是地方政
府隐债风险最小的区域之一，因此当地农商行并无明显的城
投风险压力。

 南京银行和齐鲁银行的城投风险压力处于区域性银行平均水
平。如果当地城投贷款利率下调，其利润会受到影响，符合
城商行的信用特征。

注1：以上初步评估是基于城投公司公开披露的已使用银行敞口和标普信评对于城投公司的信用观点。假
设[Bspc]序列城投贷款利息收入下降50%， [BBspc]序列城投贷款利息收入下降30%。城投口径是按照标普
信评认定的口径，而不是银行披露的口径。

注2：以上压力测试是在2022年数据基础上进行的。

资料来源：城投公司和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压力情景下主要中资银行城投贷款利息收入下降对银行税
前利润的影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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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银行均保持了稳定良好的风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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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子级调整基于银行“bbb+”的评级基准进行。
注2：本报告中所呈现的潜在子级调整分布是我们根据公开信息，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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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级调整分布（我们发布了公开评级结果的机构除外）。本报告中呈现的打分结果不可也不应被表述为信用评级的一部分。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120家主要中资银行风险状况潜在子级调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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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级
调整

得分 典型特征

+2 1
银行承受经济压力的能力显著高于资本与盈利性评估结论。风险偏好显
著低于银行业平均水平，资产质量对于中国实体经济信用周期的敏感度
低。问题贷款比例通常低于1%。

+1 2
银行承受经济压力的能力高于资本与盈利性评估结论。风险偏好审慎，
资产质量在实体经济信用周期的不同阶段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问题贷
款比例通常在1%至3%之间。

0 3
银行承受经济压力的能力与资本与盈利性评估结论一致。风险偏好以及
资产质量表现处于银行业平均水平，与实体经济总体风险水平基本一致。
问题贷款比例通常在3%至6%之间。

-1 4
银行承受经济压力的能力略弱于资本与盈利性评估结论。风险管理能力
或资产质量表现略弱于银行业平均水平，或风险偏好略激进。问题贷款
比例通常在6%至8%之间。

-2 5
银行承受经济压力的能力弱于资本与盈利性评估结论。风险管理能力或
资产质量表现弱于银行业平均水平，或风险偏好激进。问题贷款比例通
常在8%至11%之间。

-3 6
银行承受经济压力的能力严重弱于资本与盈利性评估结论。风险管理能
力和资产质量表现远弱于银行行业平均水平，很可能存在严重的内控缺
陷。问题贷款比例通常高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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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银行中大部分的融资与流动性优于行业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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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
末（%）

存款/
总负债

存贷比
零售存款
/总存款

流动性
覆盖率

净稳定
资金比例

建设银行 77.15 84.74 54.05 146.96 129.52 

中国银行 78.01 81.70 45.55 130.99 123.88 

邮储银行 93.46 58.81 88.97 245.25 163.41 

南京银行 66.20 78.08 28.86 181.85 111.11 

上海农商银行 78.44 71.12 51.70 172.62 129.47 

齐鲁银行 75.58 73.04 47.22 249.79 151.93 

 国有大行在国内有着最广泛的对公和零售存款基础。我们认为，在银行业信心危机的情景下，会有更多的客户出于避险情绪

将更多资金存入国有大行，因此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邮储银行是国内融资稳定性最强的银行。

 上海农商银行、齐鲁银行在当地有着非常好的零售和对公存款基础，存款粘性高，流动性管理审慎，对批发资金的依赖小，

在资金面紧张的情景下流动性压力会远低于区域性银行平均，其融资与流动性是优于商业行业平均的。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2022年末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客户存款/总负债比例分布

资料来源：Wind, 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收集整理。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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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银行融资与流动性打分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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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子级调整基于银行“bbb+”的评级基准进行。
注2：本报告中所呈现的潜在子级调整分布是我们根据公开信息，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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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级调整分布（我们发布了公开评级结果的机构除外）。本报告中呈现的打分结果不可也不应被表述为信用评级的一部分。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子级调整 典型特征

+2

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很强的零售存款基础，零售存款通常占总客户存款的40%或以
上；批发融资的依赖度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客户存款通常占总负债的75%或以上。
在压力情景下的流动性很强，由于投资者对其信心非常强，在负面市场条件下可
能从市场避险情绪中获益。

+1
在所在地区拥有扎实的零售存款基础，零售存款通常占总客户存款的40%或以上；
批发融资的依赖程度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客户存款通常占总负债的75%或以上；
流动性管理保守有效，流动性相关比率表现出众且稳健。

0
融资结构和流动性状况保持在行业平均水平，具有充足的流动性来维持正常经营，
即使在负面市场环境下也能满足监管对流动性相关比率的最低要求。

-1

融资结构和流动性状况略弱于行业平均水平；对批发融资的依赖程度较高，客户
存款在总负债中占比低于55%，在正常市场环境下依然能够正常经营，并满足监
管最低流动性相关比率的要求。然而，当市场环境恶化时，流动性管理压力会显
著上升。

-2
流动性状况较行业平均水平弱，并且在负面市场条件下，银行可能在维持稳定且
充足的流动性方面，或满足监管最低流动性相关比率要求方面，面临持续的困难。

-3
市场对银行信心缺失，导致流动性不再具有可预测性，寻求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
的可能性高。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邮储银行

上海农商银行

齐鲁银行

南京银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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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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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行

数
量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

120家主要中资银行融资与流动性潜在子级调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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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各级政府继续保持了对商业银行的支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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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各级政府在高风险银行的风险化解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包括注入资本、剥离/置换坏账、发行地方政府支持中小
银行专项债券等。

 标普信评评级覆盖的中资银行个体信用状况良好，我们不认为这些银行在未来12个月需要政府进行危机救助。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银行类型
对中央政府的

重要性
对省级/直辖市政府的

重要性
对市级政府的重要性

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

1/极高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份制商业
银行

2/高或3/中等
如果银行与特定地区有
密切关系，重要性等级
通常为2/高

不适用

城商行和农
商行

3/中等，4/偏低
或5/有限

如果为省级商业银行，
重要性等级通常为2/高；
如果为市级国有商业银
行，重要性等级可能为
3/中等或4/偏低；如果
是小型民营银行，重要
性等级可能为5/有限

如果为规模较大的国有银
行，重要性等级可能为2/
高；如果为中小型国有地
方银行或大中型民营银行，
重要性等级可能为3/中等
或4/偏低；如果为小型民
营银行，重要性等级可能
为5/有限

资料来源：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六家银行的危机情况下政府支持可能性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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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其股权结构和对全国/地方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标普信评公开评级覆盖的中资银行都有可能在危机情况下获得政府支

持。

 相关政府的个体信用质量、对银行的支持能力和支持意愿均保持稳定。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标普信评。

版权©2023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截至2023年6月末
标普信评对政府
重要性的观点

存款市场份额
（%）

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
（%）

第二大股东
持股比例
（%）

第三大股东
持股比例
（%）

建设银行
对中央政府的重
要性极高

9.71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57.1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37.5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0.88

中国银行
对中央政府的重
要性极高

7.89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64.0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27.7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2.70

邮储银行
对中央政府的重
要性极高

4.67 
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

62.78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20.0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

6.83

南京银行
对南京市政府的
重要性高

0.49 法国巴黎银行 15.24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2.87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
公司

9.99 

上海农商银行
对上海市政府的
重要性高

0.35
上海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9.29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
公司

8.29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

8.29

齐鲁银行
对济南市政府的
重要性高

0.14 澳洲联邦银行 16.18
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
限公司

9.28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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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信评中资银行公开评级报告及相关研究
‒ 评级报告：上海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3月15日

‒ 评级报告：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7月12日

‒ 主动评级报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7月12日

‒ 主动评级报告：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7月13日

‒ 评级报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7月28日

‒ 评级报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10月12日

‒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 金融机构评级方法论，2023年5月

‒ 标普信评商业银行信用质量分析方法详解，2023年4月

https://www.spgchinaratings.cn/ratings/article/20230315_rating-report_srcb_cn
https://www.spgchinaratings.cn/ratings/article/20230712_issuer-rating_sur_ccb_cn
https://www.spgchinaratings.cn/ratings/article/20230712_uns-rating-report_nanjing-bank-sur_cn
https://www.spgchinaratings.cn/ratings/article/20230713_uns-rating-report_qilu-bank-sur_cn
https://www.spgchinaratings.cn/ratings/article/20230728_surveillance-rating-report_boc_cn
https://www.spgchinaratings.cn/ratings/article/20231012_surveillance_psbc_cn
https://www.spgchinaratings.cn/methodology/articles/20190131_criteria_spc-financial-institutions-methodology_cn
https://www.spgchinaratings.cn/research/articles/20230424_commentary_bank-credit-quality-assessment-criteria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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