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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普华永道发布的《银行业快讯：2022年中国银行业回顾与展望》显示，
2022年全球经济受到诸多超预期因素冲击，我国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在政策支
持下趋于企稳回升。银行业在大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经营压力加大，面临信用风
险管理、资本管理等挑战。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主管合伙人张立钧表示：“2022年，我国银行业全面落实‘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着力推动实体经济恢复平稳增长。人民银行通过
推出多类专项再贷款，支持商业银行加大普惠小微、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
域信贷投放。上市银行作为金融业‘主力军’，在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绿色金融是银行业未来发力重点之一。针对布局策略，普华永道中国内地金融业合
伙人谢莹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短期来看，绿色金融现在是朝
规模扩张过渡到质量提升，向高质量发展。例如，绿色资金的产业布局和标准制定
上，清洁能源技术和基础建设达到成熟阶段之后，加大人才和技术的投入，发挥绿
色金融的资金引导作用，把绿色资金和国家重要的战略相结合，将绿色金融和“双
碳”的阶段性目标深度融合。另外，也要同步逐步挖掘绿色金融的盈利属性，挖掘
生态红利，提升绿色金融的价值，实现绿色金融对绿色资源的合理配置。从长期来
看，全球的低碳转型对绿色资金的需求非常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完善跨国
的投融资市场的同时，也推动中国绿色标准走向全球，扩大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
以及支持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国际影响力。

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40家上市银行的整体净利润同比增长6.96%，受利息收入
增速放缓影响，较2021年的增速明显回落。拨备前利润同比下降1.57%，信用减值
损失计提总额同比下降11.15%，下降幅度较上年同期增加7.57个百分点。

贷款不良率持续下降，且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消退，同时理财回表的减值
计提压力在2021年底之前基本释放，因此银行减值计提压力有所减轻，信用减值损
失同比下降。

普华永道中国内地金融业合伙人胡亮表示：“2022年上市银行净利润增速回落，盈
利能力保持平稳。LPR下行带来贷款重定价压力，上市银行响应国家号召支持实体
经济，降低融资成本，生息资产收益率持续下降，受存款竞争影响，存款成本保持
刚性，叠加客户风险偏好下降，定期存款上升，付息负债成本率上升。受到贷款收
益率下降和存款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上市银行的净利差、净息差进一步收窄。”

2022年上市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速为11.63%，较2021年7.87%的增速有所回升。其
中，大型商业银行以12.84%的资产增幅领跑，为实体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力量
。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农商行增幅分别为7.63%和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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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质量整体保持可控，仍需关注后续信用风险暴露状况。2022年上市银行不良贷
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8.84%至1.81万亿元，不良率较上年末下降0.03个百分点至1.3
3%，逾期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12.59%至1.88万亿元，逾期率较上年末微增至1.3
8%；关注类贷款率微增至1.81%。

负债规模稳步增长，存款定期化趋势延续。2022年上市银行负债总额为216.16万
亿元，较2021年末增加23.88亿元，增幅为12.42%。负债结构方面，客户存款占比
仍然最大，是上市银行主要的资金来源。大型商业银行由于低成本资金的竞争优势
，其存款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同业，占比持续超过80%。

资本充足率保持平稳，资本补充力度不减。大型商业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一级
核心资本充足率，仍保持自2020年以来的上升态势，截至2022年12月末，分别达
到12.25%和9.75%；城农商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在2022年末下降至9.8%。

胡亮表示：“2023年，全球经济恢复增长之路仍然困难重重，欧美国家近期发生的
银行业危机还在演化，并有可能对其他金融行业和新兴市场产生外溢效应。2023年
也是二十大召开后的开局之年，二十大指明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方向。站在
新起点，银行业守正求新再出发，未来将聚焦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继续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

银行业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包括：资产负债结构与收入结构面临重构；拓展盈利能
力，在净息差持续收窄的情况下，银行将积极寻求扩大业务增量，促进非息收入；
随着监管趋严，银行将更加关注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水平变化；国家金融监管机构
和职责调整对强化银行业监管，统筹协调跨机构、跨市场监管能力起到推动作用，
未来银行需加强与监管部门沟通，规范经营行为，积极回应监管要求。继续深入探
索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推进实现国家“双碳”目标；科学制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
略等。

本文源自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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