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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市银行陆续公布了

2023 年三季度业绩报。其中从部

分银行三季度业绩报看，盈利保持

合理预期。

至于市场普遍关心的银行息

差压力问题，一些上市银行坦承，

由于息差收窄，其营收受到了一定

的影响。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

随着存量按揭利率调整方案出台，

对银行息差下降预期一次性落地，

整体而言，银行净息差预期逐渐明

朗，将有助于银行业长期资产负债

表稳定。

银行盈利数据稳步提升 机构称估值修复可期

息差收窄压力待缓解

三季度业绩“筑底”

汇金的介入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可能会扭转当前的悲观预期，改变市场的低迷走势，逐步走出低位区域。

近日，苏州银行、平安银行等上

市银行先后公布2023年业绩报，其

中，盈利数据稳步提升。

苏州银行指出，2023年前三季度，

该行实现营业收入91.88亿元，同比

增长1.63亿元，增幅1.81%；实现净利

润39.21亿元，比2022年同期增长6.81

亿元，增幅21.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37.62亿元，同比增

长6.62亿元，增幅21.36%。平安银行

披露称，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该行实

现净利润396.35亿元，同比增长8.1%；

ROE、ROA分别为13.15%、0.98%；每

股收益1.94元，同比增长9.0%。

此前，杭州银行、常熟银行也曾

率先披露三季度业绩快报。杭州银

行称，今年1—9月，该行实现营业收

入274.32亿元，较2022年同期增长

5.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16.92亿元，较2022年同期

增长26.06%。常熟银行表示，2023

年1—9月，该行预计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12.5%左右，归属于本行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1%左右。

与之呼应的是此前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初步统计，

三季度末，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

润1.9万亿元，按照可比口径计算，

同比增长1.6%；商业银行贷款损失

准备余额增加5632亿元，拨备覆盖

率为 207.9%，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目 前 ，商 业 银 行 资 本 充 足 率 为

14.66%，保持在合理区间。

开源证券此前发布的研报指

出，银行板块“政策底”已现，重点领

域化险与信用有效恢复化险政策有

的放矢，市场担忧减轻；“业绩底”可

观，即2023年三季度上市银行业绩

或将触底；“市场底”或不远，岁末年

初银行板块易出现超额收益，三重

“底”预示着银行板块较佳的投资机

会。政策方面，更加注重银行盈利

的可持续性；业绩方面，2023 年三

季度业绩有望筑底；估值方面，悲观

预期和资产质量两大压制因素逐渐

消退，银行股的“市场底”已不远。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26日

收盘，42家A股上市银行市净率均低

于1倍。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银行

板块整体估值处于历史极低水平，但

前期影响板块估值的因素正在逐渐消

除，银行板块的估值修复或已在路上。

招商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

志明分析称，2023年三季度银行板块

展现抗跌属性。2023年初以来，由于

防疫大幅优化，国内消费有所好转，

经济呈现弱复苏走势。一季度银行

板块表现低迷；五月初银行板块中特

估行情见顶，二季度中特估标的见顶

后明显回调；三季度银行板块展现抗

跌属性，伴随后期经济稳步复苏、信

贷需求回暖，叠加年底估值切换，银

行板块估值有望提升。

另外，10 月 11 日，汇金公司增

持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股份，分别增持了3727.22

万 股 、2488.79 万 股 、1838 万 股 、

2761.2万股。汇金公司还表示未来

6个月内拟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四

大行。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分析认为，目前，市场已经展

现了低位特征，而汇金的介入无疑

极大地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可能

会扭转当前的悲观预期，改变市场

的低迷走势，逐步走出低位区域。

对于市场十分关注的银行息

差表现，目前部分上市银行也有

所透露。

近年来，银行息差收窄压力加

剧。尤其是今年年内又经历了两次

降息，且三季度以来，在人民银行的

指导下，银行机构陆续降低了存量

首套房贷利率。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

彬认为，2023 年二季度末，商业银

行净息差已收窄至1.74%的历史低

位。且6月和8月LPR（货币市场报

价利率）报价调降将基本消耗前期

存款利率下调、降息等带来的负债

成本改善空间，伴随存量贷款滚动

重定价，以及近期市场负债成本上

行，银行净息差压力将再度加大，承

压状态难改，也没有再度下调LPR

报价的动力和空间。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同期银行

业存款利率的进一步下调，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银行的息差压力。

9月1日，17家国股银行同步非

对称下调定期存款挂牌利率，其中

一年期定期存款下调10bp，2年期存

款下调20bp，3年和5年期存款下调

25bp，但活期存款、3个月、6个月、零

存整取、协定存款、通知存款挂牌利

率维持不变。

“在当前企业和居民端利率已

下行较多、融资需求有所修复下，后

续贷款利率继续下行空间已相对收

窄。同时，央行提出要维持银行息

差和利润在合理水平，也意味着不

希望出现过低的贷款利率，从而为

银行留存实力应对化债，保持稳健

可持续经营，并提升资金运行效率，

防止因企业贷款利率过低等造成的

资金空转套利行为。”温彬认为，面

对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

利润增速有所下降的情况，为保持

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又

推动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后续

对于协议存款等利率相对较高的产

品也将进一步强化自律规范，以使

利率政策在多重目标中保持动态平

衡，负债端成本管控仍将持续。

近年来，随着中国监管层对商

业银行同业业务的持续规范，商业

银行信贷资产在生息资产中的比重

逐步攀升，意味着LPR 对商业银行

的净息差影响持续增强。当前市场

金融资产收益率偏低，且利用同业

杠杆的收益效应减弱，导致商业银

行同业和投资端调剂息差的空间收

窄。惠誉博华认为，为缓解息差压

力，商业银行未来主要着力点在于

优化信贷结构及压降存款利率。

中国银行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分

析称，当前，中国银行业面临息差管

理压力，可通过强化资产负债管理

能力、拓展国际化业务、提升非息收

入占比等应对低息环境。

在强化资产负债管理能力方

面，银行应高度关注各国货币政策

走向，以及国内外利率走势，保持对

市场因子变化的敏感性，动态监测

资产负债错配风险，充分运用压力

测试等手段检视错配风险，及时调

整资产负债结构，在错配风险与收

益目标间动态合理地取得平衡。同

时，坚持“存款立行”理念，高度关注

核心存款的变化趋势，做好情景模

拟，前瞻性地制定相关策略，采取多

元化的方式保持存款稳定。

在抓住加息时间窗口稳妥推

进海外利息业务发展方面，可抓住

部分市场息差较高的机遇，强化生

息业务发展，加大优质信贷投放，

做强全球统一授信、出口买方信贷

等产品，参与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

出口信贷、项目融资等结构化融资

业务；发掘优质银团贷款项目，发

挥银团中心辐射作用，一体化拓展

重大项目。在部分核心市场，依托

核心企业，积极稳妥拓展供应链上

下游的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并适当

拓展居民的住房按揭贷款、消费贷

款业务。

在提升非息收入占比方面，银

行应积极发展综合化业务。即强化

综合化经营能力，以自身有限的资

金、资本撬动更多金融资源，带动更

大业务空间。做强资产管理业务，

打破法人界限，整合集团的理财、基

金、信托等各类资产管理机构，打造

统一的财富管理与资产管理品牌。

做优投行业务，将科创企业或民营

企业作为投行业务发展的着力点，

通过跟投积极参与科创板、创业板

IPO 战略配售，助力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通过公司债、资产支持证

券、REITs 等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

色发展、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

当前，中国银行业面临息差管理压力，可通过强化资产负债管理能力、拓展国际化业务、提升非息收入占比等应对低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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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诸葛数据研究中

心统计，近两年，包括贝莱

德、高盛、博裕资本、马拉松

资本、橡树资本等多家外资

纷纷瞄上中国房企的股票

债券，出险房企是他们主攻

的目标。

中国特殊资产综合服

务平台资芽网创始人张洛

夫表示，当下国内不良资产

市场供给扩大，回报空间也

在增大，外资机构此刻进

入，毫无疑问将大力拓展不

良资产处置等潜力巨大的

领域。张洛夫向本报记者

介绍称，据其了解，中国本

土AMC非常积极地欢迎外

资的加入，外资也亟须寻找

中国境内值得信赖的合作

伙伴。未来外资机构独立

或与境内机构联合经营的

AMC非常值得期待。

不过，胡挺则认为，外

资会对本土AMC公司造成

一定的冲击和竞争压力，为

此 ，胡 挺 建 议 ，我 国 本 土

AMC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

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一是

拓展全球视野，增强境内境

外及不同市场的资产配置

能力；二是贯彻党中央赋予

的 AMC 使命和核心功能，

坚定战略定力并优化投研

理念，以研究为基点，全方

位打造投研能力，沉淀产业

研究成果，释放研究价值，

提升投行化处置能力；特别

是实质性并购重组能力，具

备创新、整合的能力，要有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实现

价值的增值能力；三是借鉴

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经验

和技术，提升风控能力；通

过科技赋能，把金融科技嵌

入特殊资产全产业链，使得

前期资产端的尽调、风险识

别、风险管理，以及资产定

价更为精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