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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零售业务利润下滑，股份制行和城商行承压明显 
国内上市银行 2024 年零售业务浅析 

2025 年 7 月 3 日  

 

一、银行零售业务盈利性持续承压 

受居民部门负债增速放缓、市场利率中枢下行、以及部分人群的偿债能力下降等因素影响，我们预计

2025 年银行零售信贷业务在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上将继续承压，主要体现为业务增长乏力和信用成本

上升导致利润下滑。我们认为，个人贷款坏账上升会提升信用成本，拖累盈利性，进而影响银行资本

内生能力。2022 年以来，国内主要上市银行利润增速持续下降，主要是因为个人金融条线的盈利能力

承压，对公业务和资金业务则保持了稳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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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2024 年，国内上市银行零售业务增长乏力，个人金融条线资产增速放缓、营业收入进一步下

滑。我们认为，住房按揭贷款规模下降和净息差持续收窄是造成银行零售条线营业收入持续承

压的主要原因； 

 信用成本上升加剧了银行零售板块利润下滑的压力。与之相反的是，主要上市银行对公业务板

块利润总额稳步提升，这主要是得益于持续收缩的信用减值损失； 

 银行零售板块盈利能力和盈利韧性出现分化，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个人金融条线表现弱于其他

两类银行； 

 我们认为，2025 年银行零售板块将继续面临压力，并呈现更为明显的分化趋势。若房地产市

场止跌回稳不及预期，房产评估价值下跌，个别区域性中小银行的信用质量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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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银行零售业务盈利性持续承压，对公业务和资金业务保持增长 

行业趋势：国内主要上市银行分部利润总额 

 

注 1：上述银行包含披露上述数据的 6 家国有大行、7 家股份制银行、29 家城商行和 13 家农商行。 

注 2：东莞农商银行未披露 2019 年相关分部数据，绍兴瑞丰农商银行未披露 2019 和 2020 年相关分部数据，吉林九台农商银行未

披露 2024 年数据。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5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零售板块发生亏损，个人金融业务占比较高的中小银行信用质量值得关注。

2024 年，部分中小银行零售板块利润总额为负，其中个别银行零售板块亏损幅度超过对公板块利润总

额。举例来说，哈尔滨银行 2024 年个人金融条线税前利润亏损 5.36 亿元，而公司金融条线税前利润

仅 2.49 亿元，无法覆盖零售板块损失。该行 2024 最终实现盈利主要是依靠同业业务中其他损益（包

括交易净损益、金融投资净收益和其他营业净损益）的良好表现。我们认为，金融投资相关收益受到

市场环境变化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作为银行主要营收来源的信贷业务盈利欠佳将拖累银行

整体盈利能力和盈利稳定性，进而对其资本内生和中长期信用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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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零售板块 2024 年发生亏损 

2024 年国内主要上市银行零售板块分部总资产利润率*分布 

 

注 1：上述银行包含披露上述数据的 6 家国有大行、7 家股份制银行、29 家城商行和 12 家农商行。 

注 2*：分部总资产利润率 = 分部利润总额/平均分部总资产。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5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二、业务增长乏力及信用成本上升是造成银行零售板块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宏观背景简述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债务水平总体保持稳定，银行业零售贷款增速保持低位。截至 2025 年 3 月末，

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 61.50%，较去年同期下降 0.80 个百分点，呈持续回落趋势。回顾过去十年，

居民杠杆率同比增幅的峰值为 2020 年的 6.20 个百分点。推动居民杠杆上升的主要因素是个人住房贷

款的增长。然而，受房地产市场复苏动能减弱以及居民收入增长预期偏低等因素影响，我们预计

2025 年商业银行个人信贷业务规模增长仍将面临一定压力，居民部门杠杆率将延续稳中有降的走势。

2024 年，国内银行业零售贷款规模同比增速为 3.42%，较 2023 年同比下降 3.47 个基点。其中，个人

经营贷款同比上升 9.01%；个人住房贷款继 2023 年首次下降以来继续同比下降 1.28%；个人经营贷款

同比下降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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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主要宏观杠杆率及居民部门杠杆率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经标普信评收集和整理。 

版权©2025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图 4  

国内银行业各类贷款规模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经标普信评收集和整理。 

版权©2025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二）国内上市银行零售业务增长乏力 

与对公业务相比，2024 年国内上市银行零售业务增长乏力，个人金融条线资产增速放缓、营业收入

进一步下滑。根据我们对国内上市银行披露信息的案头分析，截至 2024 年末，52 家披露了相关数据

的国内主要上市银行零售金融板块分部资产合计 59.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8%，增速进一步放缓；

与此同时，上述银行公司金融板块分部资产合计 118.26 亿元，同比增长 11.17%，保持了两位数的高

增长态势。另一方面，上述银行个人金融条线 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2.40 万亿元，同比下降 2.29%，

降幅较 2023 年收窄 0.8 个百分点；同期上述银行公司金融条线实现营业收入 2.19 万亿元，同比上升

0.27%，扭转了 2023 年的下降态势。我们认为，上市银行后续对公业务资产增速和营业收入将基本保

持稳定，但零售业务增长可能继续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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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银行零售业务资产规模增速大幅放缓，但公司业务仍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 

主要上市银行个人金融和公司金融条线资产总额及同比增速 

 

注：上述银行包含披露上述数据的 6 家国有大行、7 家股份制银行、29 家城商行和 10 家农商行。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5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图 6  

银行零售板块营业收入进一步下滑，公司金融则恢复了增长态势 

主要上市银行个人金融和公司金融条线营业收入及同比增速 

 

注：上述银行包含披露上述数据的 6 家国有大行、7 家股份制银行、29 家城商行和 10 家农商行。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5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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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住房按揭贷款规模下降和净息差持续收窄是造成银行零售条线营业收入承压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按揭贷款是银行零售板块信贷资产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2023 年以来按揭贷款规模持续下

降是上市银行零售板块分部资产增长承压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央行披露数据，截至 2025 年 3 月末，

国内金融机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37.90 万亿元，同比下降 0.76%，是连续第 8 个季度同比下降。截至

2024 年末，56 家披露了相关数据的国内主要上市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合计 34.09 万亿元，同比下降

1.32%，降幅较上一年的 1.90%有所收窄。随着国内银行在 2024 年下半年再次下调存量按揭利率，我

们相信，银行业按揭贷款规模持续下滑的压力有所减轻。另一方面，近 5 年来市场利率中枢持续下行，

商业银行息差空间随之承压。2024 年，上述银行零售板块分部净利息收益率（分部利息净收入/平均

分部总资产）为 3.31%，较 2020 年累计下降了 38 个基点；同期 5 年期以上 LPR 下降了 120 个基点。

得益于商业银行对负债成本的主动管理日见成效，我们认为银行息差压力虽仍将持续但进一步收窄的

空间有限。 

图 7  

按揭贷款规模持续下降是上市银行零售板块资产增长承压的主要因素之一 

主要上市银行个人住房贷款规模及同比增速 

 
注：上述银行包含披露上述数据的 6 家国有大行、10 家股份制银行、29 家城商行和 11 家农商行。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5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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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近年来市场利率中枢持续下行，商业银行息差空间随之承压 

主要上市银行零售板块分部净利息收益率*与 LPR 变动趋势 

 
注 1：上述银行包含披露上述数据的 6 家国有大行、6 家股份制银行、28 家城商行和 8 家农商行。 

注 2*：分部净利息收益率 = 分部利息净收入/平均分部总资产。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各上市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5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三）信用成本上升加剧了银行零售板块利润下滑的压力 

营业收入下滑叠加信用成本上升导致银行零售板块分部利润显著承压。与之相反的是，公司金融条线

利润总额稳步提升，这主要是得益于持续收缩的信用减值损失。2024 年，48 家披露了相关数据的主

要上市银行零售板块利息净收入合计 1.96 万亿元，同比下滑 0.04 万亿元；信用减值损失 0.64 万亿元，

同比上升 0.15 万亿元，最终导致零售板块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滑 0.21 万亿元至 0.72 万亿元，下滑

幅度为 22.79%。反观对公条线，上述银行 2024 年实现分部利息净收入 1.69 万亿元，同比上升 0.01 万

亿元；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下降 0.20 万亿元至 0.32 万亿元，带动其分部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上升 0.19

万亿元至 1.09 万亿元，增幅为 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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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营业收入下滑叠加信用成本上升导致银行零售板块利润显著承压 

主要上市银行个人金融条线利润总额及主要影响要素 

 
注：上述银行包含披露上述数据的 6 家国有大行、6 家股份制银行、28 家城商行和 8 家农商行。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5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图 10  

持续收缩的信用减值损失带动银行公司金融板块利润稳步提升 

主要上市银行公司金融条线利润总额及主要影响要素 

 

注：上述银行包含披露上述数据的 6 家国有大行、6 家股份制银行、28 家城商行和 8 家农商行。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5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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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银行零售板块盈利能力及盈利韧性出现分化 

银行个人金融业务整体盈利水平下降的同时，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零售板块的盈利能力和韧性也出现分

化，其中国有大行和农商行表现出较强的韧性，盈利表现优于其他两类银行。我们以各家银行 2019

年个人金融板块的利润总额为基准，比较了其 2020-2024 年期间个人金融业务利润总额的增长情况。

通过下图可以看到，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零售板块的盈利能力和盈利韧性出现了分化： 

• 国有大行：2024 年虽未能扭转 2023 年以来的下降态势，但仍略高于 2019 年水平，资产利

润率高于上市银行平均。我们认为，国有大行凭借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和非常稳定的存款基

础，在信用成本和负债成本方面相对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存在优势，这也是其在盈利性方面

占据优势的主要原因； 

• 股份制银行：整体表现弱于国有大行，2021 年盈利水平抵达最高点后持续下滑，现已低于

2019 年水平。股份制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较强，信用成本可控，但净息差存在较大压力，

对其盈利性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 城商行：资产利润率低于其他类型银行且利润波动幅度大，2022 年抵达最高点后大幅下滑，

现已低于 2019 年水平。城商行业务经营受到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和农商行的挤压较明显，

净息差持续收窄，各项零售贷款的信用成本也普遍较高； 

• 农商行：2022 和 2023 年持续下滑，2024 年有所反弹，虽仍低于 2021 年的最高水平，但目

前来看表现优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这主要是得益于净息差方面的优势。农商行个人客户基

础稳定和存款粘性高的特点对于其加强负债成本管理有很大帮助。需要说明的是，本次样本

中的农商行主要是处于行业头部的上市银行，其表现优于农商行整体平均水平。 

图 11  

国有大行和农商行盈利表现优于其他两类银行 

2024 年各类型主要上市银行零售板块分部总资产利润率 

 

注：上述银行包含披露上述数据的 6 家国有大行、7 家股份制银行、29 家城商行和 12 家农商行。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5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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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银行零售板块盈利韧性出现分化 

主要上市银行零售板块分部利润总额指数* 

 

注*：本指数以 2019 年各类型主要上市银行个人金融条线利润总额为基准，展示了 2020-2024 年银行个人金融条线利润总额较的变

化趋势。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5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银行个人金融条线信用成本上升主要是由于零售金融主要产品不良率上升（以下分析仅针对披露了相

关数据的上市银行）： 

• 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虽有所上升，但依然是信用质量最好的零售金融产品，国有大行的资

产质量最佳。截至 2024 年末，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按揭贷款不良率分别为 0.67%和 0.70%，

较 2019-2023 年平均水平分别上升了 0.31 和 0.29 个百分点；同期城商行与农商行分别为 1.05%

和 1.17%，较前 5 年平均分别上升了 0.59 和 0.61 个百分点。所有类型银行中，国有大行的

按揭贷款占比最高，按揭贷款信用成本低，为其零售业务的盈利能力奠定了基础。此外，农

商行的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低于其他类型银行，因此其偏高的信用成本对盈利能力的负面影响

有限。 

• 个人经营性贷款：城商行的资产质量承压明显。截至 2024 年末，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个

人经营性贷款不良率分别为 1.64%和 1.27%，较 2019-2023 年平均水平分别上升了 0.12 和

0.13 个百分点；同期城商行与农商行分别为 2.74%和 1.59%，较前 5 年平均分别上升了 0.45

和 0.37 个百分点。其中，城商行的个人经营性贷款不良率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三类银行，但

相对较低的个人经营贷款占比部分缓和了该类产品资产质量承压带来的利润压力。 

• 个人消费贷款：股份制银行的不良率虽仍处高位但有下降趋势，城商行承压显著，农商行不

良率增速与城商行接近但总体水平较低。截至 2024 年末，国有大行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

1.54%，较 2019-2023 年平均水平上升了 0.10 百分点；股份制银行为 1.99%，较前 5 年平均

下降了 0.31 个百分点；城商行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为 2.94%，较前 5 年平均上升了 1.08 个

百分点；农商行为 1.74%，较前 5 年平均上升了 1.00 个百分点。城商行的个人消费贷款占比

相较于其他类型银行更高，个人消费贷款的资产质量承压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其个人金融

板块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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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不良率高于其他几类个人金融产品，其中农商行承压幅度显著高于其他三类银行。

截至 2024 年末，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信用卡不良率分别为 2.21%、2.53%和

2.42%，较 2019-2023 年平均水平分别上升了 0.45、0.30 和 0.77 个百分点；农商行信用卡不

良率 5.26%，较前 5 年平均上升了 3.81 个百分点。尽管农商行的信用卡不良率显著高企，但

该类贷款对于农商行整体贷款规模的贡献极为有限，对其信用成本和盈利能力不构成显著的

负面影响。 

图 13   

各类型主要上市银行个人金融条线主要产品不良率变化趋势 

 

 
注：上述银行包含披露数据的 6 家国有大行、4 家股份制银行、11 家城商行和 3 家农商行。 

 
注：上述银行包含披露数据的 4 家国有大行、5 家股份制银行、13 家城商行和 4 家农商行。 

 
注：上述银行包含披露数据的 4 家国有大行、3 家股份制银行、5 家城商行和 3 家农商行。 

 
注：上述银行包含披露数据的 6 家国有大行、6 家股份制银行、3 家城商行和 3 家农商行。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5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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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24 年各类型主要上市银行个人金融条线主要产品占其贷款总额的比例 

 

资料来源：银行公开信息，经标普信评收集及整理。 

版权©2025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我们预计，2025 年银行零售板块将继续面临压力，并呈现更为明显的分化趋势。随着居民杠杆增速

放缓以及市场利率中枢下行趋势延续，银行个人金融条线的营业收入将持续承压。但是得益于银行调

降存量房贷利率和加强负债成本管理，银行营收层面的压力程度可能有所缓解。在此背景下，具备较

强风险管理能力和客户基础优势的银行表现有望优于行业平均水平。我们认为，若房地产市场止跌回

稳不及预期，房产评估价值下跌，可能引发按揭贷款及个人经营性贷款资产质量恶化，从而对银行盈

利性与资本内生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在此过程中，个别区域性中小银行的信用质量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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