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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常会再提有序降低拨备率

◆ 4月13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常会，提出“针对当前形势变化，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覆盖率，适

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受疫情严重影响行业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支持

力度，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 4月15日，银保监会在国新办一季度银行业保险业运行发展情况发布会上表示，鼓励拨备较高的大型银行及其他优质上

市银行将实际拨备覆盖率逐步回归合理水平。



降低拨备率方式

◆ 当前监管没有明确降低拨备覆盖率的具体实现路径、合理目标水平。

◆ 拨备率相关监管指标包括两个：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贷款拨备率（贷款损失准备/贷款总额，即

波贷比）。

◆ 降低拨备覆盖率可用手段：

✓ 分子端减少当期计提，释放净利润，增加核心资本，增强放贷能力，同时可有更多股利支付，用于补充财政.

✓ 分母端适度放宽对不良的容忍度，允许不良生成率提高，扭转银行在经济下行期不愿下沉投放的现状，使信贷扩张

得以覆盖经济的薄弱领域，特别是受疫情严重影响行业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此方式对银行的影响偏负面。

✓ 此外，单纯增加核销的方式，不影响利润，可同时降低不良率、提高拨备覆盖率，但会降低波贷比。

◆ 我们倾向于认为，本轮降低拨备率会采取上述方式并行的方式，但更鼓励分子端的操作，并适当提高银行风险承受

能力，从而保持贷款投放的力度，协调好资本补充、贷款投放、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此外，从意愿上看，分母端

操作银行缺少动力去显著放宽准入增加坏账，或通过压实资产质量释放潜在不良来实现。



◆ 2011年银监会《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规定，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基本标准为2.5%，拨备覆盖率基本标准为

150%，以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标准较高者作为监管标准。

◆ 2018年为有效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督促商业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真实反映资产质量，腾出更多信贷资源，银

监会2018年7号文将拨备覆盖率的要求由150%降至120%-150%，波贷比的监管要求由2.5%降低为1.5%-2.5%（一行一策，具

体视其贷款分类准确性、处置不良主动性和资本充足性而定），此即为现行标准。

◆ 2020年5月疫情初次爆发后，为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提高服务小微企业能力，依据银保监发（2020）16号文，中小银行拨

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降20PC，即由120%-150%下调至100%-130%，波贷比的监管要求由1.5%-2.5%降低为1.5%-2%。

◆ 上一轮疫情，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阶段性下调20pc，目前拨备覆盖率比大型银行低，信贷资源释放空间相对有限，本轮稳

增长主要依赖基建发力，大行具有比较优势，且大型银行新增信贷占全部存款类公司信贷新增的46%，22年1-2月进一步上

升至53%，是近两年信用扩张的主力军，因此本轮政策着力点在大型银行，强化大行引领作用。

拨备率监管标准变动脉络



◆海外经验来看，由于各经济体融资体系差异、不良资产口径不同（逾期天数认定），关于拨备覆盖率的合理区间尚未达成

国际共识，拨备覆盖率指标本身也不是通行的刚性监管指标，21年6月末，美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整体拨备覆盖率

245.7%，欧洲仅为67.6%。

◆2019年财政部《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征求意见稿）》要求，对于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超过监管要求2倍的视同隐藏利润，

应对超额计提部分还原为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300%应该是本轮目标上限天花板。

◆我们倾向于认为，监管本轮引导的拨备率有序下调，更大的可能是引导超额提拨备的大型银行向150%-200%左右的水平

回归，而不是继续降低监管下限。

✓ 拨备率监管标准变动脉络来看，两轮拨备覆盖率监管口径下调幅度分别为30、20PC，2020年对中小银行的下调也仅为阶

段性放松，本轮下调则主要聚焦大型银行，从防控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角度，下调拨备覆盖率的监管口径会较为克制；

✓ 我国按照逾期90天的口径确认不良，约持平于国际平均水平，不良认定标准并不过严；

✓ 当前不少银行出于调节利润、主动风险防范等目的超额计提拨备，存在释放空间，如邮储拨备覆盖率、波贷比分别为

418.61%、3.42%，招行则分别为483.87%、4.42%。

✓ 16年以来，大行拨备覆盖率在160-240%区间波动。

何为合理水平？



本轮降低拨备率意义

◆ 银行让利但也有保证合理盈利的诉求，目前息差水平低位，资本利润率持续下行，保证银行利润能够合理增长，也是合理让

利的应有之义，鼓励银行拨备覆盖率逐步回归合理水平，是22年银行业利润稳定增长最有力的政策保障；

◆ 当前大型银行估值过低，外部权益融资受限，保持合理利润增长从而通过内源利润补充资本，进而加大信贷投放；

◆ 22年稳增长压力较大，银行释放利润能够保证财政的分红收入，国有银行分红率是否不低于30%已被财政部列入《商业银行

绩效评价办法》中经营效益的重点评判指标。

图表1：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图表2：商业银行净息差及资本利润率走势 图表3：大型上市银行PB

数据来源：Wind， PICCAMC



政策效果比对

◆ 降准解决的是流动性约束，其与存款利率上限下调共同解决负债成本问题，降低拨备覆盖率则主要解决资本约束。

◆ 本轮政策强调引导降低综合融资成本，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措施并非金融机构单边让利

，还包括降准、降低存款负债成本，近期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鼓励中小银行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下调10bp，前期结构性存

款压降、规范互联网存款产品、靠档计息协存产品、存款自律机制改革为加点制等政策，均属于负债端调节政策，通过负

债端存款利率下降牵引资产端利率下降，也反映了政策层面意识到要保持银行合理资本内生能力。

◆ 降准释放中长期流动性，4月25日降准0.25bp，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5%的农商行，额外多降0.25bp

，预计释放5300亿流动性，节约银行资金成本65亿元。



大行降低拨备条件成熟

◆ 经过前期核销处置，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改善，不良率处于近年偏低水平，关注类贷款占比16年以来持续走低，不良认定逐步

压实，2021年末不良贷款及关注类贷款分别为2.85和3.81万亿，占比1.73%、2.31%。

◆ 银行20年计提力度较大，当前拨备较充分，21年末商业银行计提拨备5.61万亿，拨备覆盖率196.91%，波贷比3.4%，不良率

及拨备覆盖率均优于疫情前水平，整体拨备/（不良+关注）达84.24%，可覆盖72.4%的关注类贷款，占比持续走高。

◆ 国有大行经营情况稳健，2021年末不良率、关注率、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37%、1.76%和239.22%，拨备/（不良+关注）高达

103%，属于行业最优水平，且非信贷资产拨备也得到了大幅夯实，在不影响风控需求前提下，已具备调降空间。
图表4：商业银行贷款质量走势 图表5：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走势

数据来源：Wind， PICCAMC



大行释放拨备测算

◆ 根据2021年年报测算，大行拨备覆盖率若降至250%、200%、170%、150%和120%五种情形下，将合计释放1.36、1、0.78、

0.48、0.21万亿拨备。如果按70%计入资本，不考虑税的情况下，可补充核心资本0.15-0.95万亿，再按10倍杠杆测算（假设

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以发行二级资本补充工具替代），最多可撬动1.5-9.5万亿信贷，对应拉动信贷增长

0.9%-5.76%。

◆ 监管稳预期、宽信用意图明显，节奏上看，从降低拨备覆盖率到形成信贷应该是一个长期过程，还需考虑银行放贷意愿和市

场主体融资需求，考虑到当前实体经济需求偏弱，投放节奏可能低于预期。

图表6：释放拨备效果测算

拨备率假设 邮储 中行 农行 建行 工行 交行 合计释放拨备空间 合计补充核心资本 撬动信贷 拉动信贷增速
情形1 120% 1,573.21  1,399.91  4,417.49  3,191.69  2,518.68  450.07  13,551.04                9,485.73                  94,857.28  5.76%
情形2 150% 1,415.16  773.53     3,680.14  2,393.48  1,638.40  159.68  10,060.38                7,042.26                  70,422.63  4.27%
情形3 170% 1,309.79  355.95     3,188.58  1,861.33  1,051.54  -      7,767.18                  5,437.02                  54,370.24  3.30%
情形4 200% 1,151.73  -         2,451.23  1,063.12  171.25     -      4,837.33                  3,386.13                  33,861.31  2.05%
情形5 250% 888.31     -         1,222.32  -         -         -      2,110.63                  1,477.44                  14,774.38  0.90%

727.49 1,281.14  4005.57 3,232.54  2487.74 352.66  
注：超额贷款损失准备计入二级资本



数据来源：Wind， PICCAMC

◆中小银行在倡导拨备率下降的大环境下，也可能会采取行动，对于资产质量较为干净的优质银行，如招商、宁波、南京，倾

向于少提拨备释放利润，对于资产质量仍有压力的银行预计通过主动加快不良暴露，压实资产质量。

中小型银行拨备释放预测

图表7：部分中小银行拨备释放测算

上海银行 277.03        231.15        200.56        154.67        78.20          1.25% 1.65% 129.57%

情形1 情形2 情形3 情形4 情形5
拨备率假设 120% 150% 170% 200% 250%
招商银行 1,850.70                    1,698.11                    1,596.39                    1,443.80                    1,189.49                    
兴业银行 724.52                       578.38                       480.95                       334.81                       91.24                         
中信银行 405.20                       202.83                       67.91                         -                           -                           
民生银行 183.02                       -                           -                           -                           -                           
光大银行 272.50                       148.40                       65.67                         -                           -                           
平安银行 526.72                       432.90                       370.35                       276.52                       120.15                       
上海银行 277.03                       231.15                       200.56                       154.67                       78.20                         
江苏银行 301.14                       255.72                       225.45                       180.03                       104.35                       
浙商银行 112.87                       50.87                         9.53                           -                           -                           
宁波银行 268.40                       248.55                       235.31                       215.45                       182.36                       
南京银行 200.61                       178.91                       164.44                       142.74                       106.58                       
渤海银行 26.31                         -                           -                           -                           -                           
杭州银行 225.69                       210.57                       200.49                       185.36                       160.16                       
徽商银行 139.24                       104.26                       80.94                         45.96                         -                           
重庆农村 160.79                       138.89                       124.29                       102.39                       65.88                         
合计释放拨备空间 5,674.74                   4,479.52                   3,822.26                   3,081.74                   2,098.39                   
合计补充核心资本 3,972.32                   3,135.66                   2,675.58                   2,157.22                   1,468.87                   
撬动信贷 39,723.15                 31,356.62                 26,755.80                 21,572.18                 14,68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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