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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根据 2020 年 8 月，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2020 年二季度末的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2.74 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1.94%，均达到

了近十年来的历史新高。 

 

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在逐步显现，银行不良资产在行业、区域方面

呈现两方面特点：一是批发零售、制造业等行业不良贷款率呈上升

趋势；二是疫情导致众多区域不良贷款率明显上升。 

 

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宏观经济下行态势预期明显，进一步加大

了经济金融形势的错综复杂性，预计未来银行不良资产上升压力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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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现状分析 

（一）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整体情况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二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余额 2.7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 1243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率 1.94%，较上季度末增加 0.03个百分点。二季度末，商业银行正常贷

款余额 138万亿元，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 134万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

3.9 万亿元。从数据看，2020 年二季度末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

良贷款率都达到了近十年来的历史新高。 

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叠加新冠疫情冲击，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

境,资金周转周期延长,信用风险上升,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管理难度上升。

2020年 6月底较 2019年末，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高达 3229亿元。 

图 1: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体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官网，建投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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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二季度末，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

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仍然排在前三位。其中，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

额升幅最大，较一季度末增加了 534亿元，增幅 8%，其次是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较一季度末增加了 697亿元，增幅 7%。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

款余额较一季度末实现了下降，降低了 109 亿元；从不良贷款率来看，

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排在前两位，尤其是农

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 4.22%，较一季度末增加 0.13个百分点，

仍处于高位；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次高，达到了 2.3%；民营银行规

模体量小，不良资产规模相对处于低位，但也从一季度末 1.14%增长到

1.31%，增加 0.17个百分点；外资银行经营较稳健，不良贷款率最低。 

图 2：各类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趋势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官网，建投研究院整理。 

截至到 2020 年二季度末，农村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为 118.14%，

城市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为 152.83%，远远低于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

的平均值 182.4%，是各类商业银行中是最低的，其余的商业银行的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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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均在 200%以上；同时，从资本充足率来看，截至 2020 年二季度

末，农村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 12.23%，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

12.56%，远低于商业银行平均值 14.21%。 

2020上半年，在 36家 A股上市银行中，18家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

和不良贷款率较年初出现上升。在不良出现“双升”的 6 家国有大行中，

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增幅排名首位的是交通银行。半年报显示，

截至 2020 年 6 月底，交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幅达 23.38％

（至 962.92亿元），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增加 0.21个百分点（至 1.68％）。

9家 A股上市股份制银行上半年资产质量整体表现较为平稳。其中，4家

银行不良率有所下降，1 家银行与年初持平，4 家银行出现不良“双升”，

分别是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和浙商银行。 

（三）中小商业银行风险暴露进程加快 

根据央行在《金融稳定报告（2019）》中披露 2018年四季度金融机

构评级结果，在 4379 家参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中，有 587 家被评为 8-

10 级和 D 级，属于高风险金融机构，占比 13.5%，比 2017 年同期增加

2.9 个百分点。当前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影响，叠加历史积累问题，一些

中小银行面临风险和挑战，未来存在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的可能。

中小银行风险暴露的进程正在加快，银行之间的分化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截至 2020年 9月 3日，几乎所有省份都公布了《关于 2019年度省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其中，地方金融机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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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经营管理情况作为防范化解地方金

融风险的重要内容，被多个省份纳入审计之中。据梳理，审计披露了部

分中小行不良率偏高甚至突破 5%的“监管红线”、股权管理制度执行乏

力、贷款投放不合规等问题。分析来看，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偏高主要

因为经营区域集中、客户结构单一、风险管理水平落后等原因。从区域

角度看，中小银行一般集中在市县区等范围内，贷款集中度偏高，信用

风险难以分散，其资产质量受到地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近年来，部分

过剩产能集中、经济结构落后地区受经济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发展面临

较大困难，直接导致地方性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飙升，新冠肺炎疫情进

一步加大这些中小银行资产质量下行压力。 

截至 2020 年二季度末，21 家 A 股上市中小银行（包括城商行、农

商行）中，8家中小银行不良出现“双升”。其中，不良贷款率增幅最为

明显的是贵阳银行（不良率为 1.59％）和北京银行（不良率为 1.54％），

均较 2019年末上升 0.14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郑州银行是 A股上

市银行中，唯一一家不良率在 2％以上的银行（不良率达 2.16％）。上

述多家银行均在半年报中提及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部分客户风

险加速暴露，信贷资产质量承压。 

二、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特点分析 

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在逐步显现，银行业在资产质量下行、盈利增

速持续性以及资本补充方面均面临较大压力，疫情也将进一步加快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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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用风险的分化,笔者认为当前银行不良资产在行业、区域方面呈现

以下特点： 

（一）批发零售、制造业等行业不良贷款率呈上升趋势 

从不良资产的行业分布来看，近年来资产质量风险持续在产能过剩

行业积累，制造业、批发零售、建筑和房地产业、采矿业不良贷款余额

和不良贷款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其中，中低端制造业受国内外需求下

降、出口风险增加、行业竞争激烈等方面的影响，企业融资能力下降、

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导致资金链紧张出现违约，成为新增不良贷款的主

要来源。同样，批发零售业对资金流转要求高，但由于行业进入壁垒低，

且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行业内经营主体资质和管理能力良莠不齐，

在宏观经济震荡的背景下，资产流动性降低，风险积聚，形成了大量不

良贷款。 

从数据上看，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同比增速由2012年的11.85%降

至2019年的8.97%，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由3%降至1%，A股上市公

司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由7.34%降至6.26%。受此影响，批发零

售业、制造业不良贷款率由2012年的1.66%、1.61%持续上升至2019年的

5.37%和5.35%。根据各大国有商业银行2019年报数据，按行业统计了工

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的公司类贷款不良分布。从不

良余额上看，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租赁服务业是国有大行公司类不良

贷款余额增加的主要来源，因为它们也是贷款权重位居前列的行业。从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声明 

 

8 

建投研究院  2020 年 9 月 10 日 

银行不良资产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图3、图4、图5、图6可以看出，批发零售、制造业、采矿业仍是不良贷

款率排名靠前的几大行业。 

图 3:2019 年工商银行不良贷款行业结构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建投研究院整理。 

 

图 4:2019 年建设银行不良贷款行业结构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建投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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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2019年农业银行不良贷款行业结构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建投研究院整理。 

 

 

   

图 6:2019 年交通银行不良贷款行业结构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建投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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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2020年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批发及零售业行业企业利息保

障中位数同比下降1.93 倍，住宿及餐饮业已降为负值，冲击效应已开始

显现。在国内需求放缓、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外部环境恶化等多重因素冲

击下，批发零售业、制造业等行业不良贷款率偏高且呈上升趋势。 

（二）疫情导致众多区域不良贷款率明显上升 

一般来说，不良资产规模与经济总量呈正相关。东部沿海地区经济

较发达、不良率较低，信贷投放规模较大。由于城商行和农商行以及部

分股份行地域性特征明显的因素，主要选取国有大行的不良贷款地域分

布样本来体现全国不良贷款地域分布情况。根据对国有四大行2019年报

数据发现，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公司类

贷款占比分别为18.6%、17.24%、15.6%，而在该地区的贷款不良率分别

仅为0.83%、1.00%、0.98%；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公司类贷款占比分别为

14.0%、15.49%、9.0%，而在该地区的贷款不良率分别仅为1.01%、1.07%、

0.79%。从区域分布看,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既是国有四大行信贷

投放最多的地区，也是不良率发生较低的地区；东北地区在不良贷款余

额和不良率上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而环渤海、中部和西部的不良贷款率

则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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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四大国有行不良贷款率地域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普益标准整理。 

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珠三角、长三角等出口企业密集区域将受

到一定影响，出口企业生存压力加大，违约风险上升，这将推高不良贷

款率。东北三省、西部省份本身不良贷款率已较高，叠加新冠疫情影响

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资产质量下滑，同时部分区域性银行风险管控能力

较弱，较南方省份经济增速放缓速度更快，不良率或将继续上升。部分

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例如湖北省内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完全复苏需要时间，

不良率将出现明显上升。 

从17家地方银保监局披露的当地银行业在2020年二季末的不良贷

款率来看，二季度末的平均不良率为2.01%，较一季末的平均值1.96%下

降5基点，整体信用风险似乎在好转。从具体数据来看，不同地区的不良

贷款率差异仍然较大。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资产质

量比较好，不良贷款率处于1%以内。处于西部地区的甘肃则远高于其他

地区，不良率达到7.71%，不过从甘肃省不同类型银行的不良率来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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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商业银行的不良率为1.68%，股份制银行为2.21%，城市商业银行为

2.17%, 不良率相对较高的银行则主要是农村金融机构。此外，山东、山

西、海南、天津、广西、河北等地处于2%-3%区间，江西、湖南、贵州、

深圳、重庆和厦门则处于1%至1.5%之间。 

图8:2020年二季度末地方银行不良贷款率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建投研究院整理。 

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发展趋势分析 

2020年8月13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

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也存在

一定时滞，预计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贷款上升

压力较大。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宏观经济下行态势预期明显，进一

步加大了经济金融形势的错综复杂性，上半年银行业新形成的不良贷款

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笔者认为未来银行不良资产上升压力较大，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将继续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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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体经济血脉，商业银行积极行动支持经济社会恢复发展，资

金重点投向制造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小微、三农等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上半年新增制造业贷款创历史新高，超过之前4年增量之和，贷

款总量和结构都有了很大优化。数据显示，2020年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

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

微企业主贷款）余额40.7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7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7.7%。保障性安居工

程贷款6.6万亿元，同比增长为2.7%。据人民银行统计，2月末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为257.18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

民币贷款余额为155.78万亿元，同比增长12.1%；在不考虑商业银行违约

率逐年攀升的情况下，只考虑贷款规模的增长，未来银行不良贷款总额

也很快会突破3万亿。 

（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将继续走高 

疫情期间各地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防控措施，各类企业经营均受到影

响，考虑到经济全面复苏尚需时日，商业银行不良压力短期内还将上升。

部分线上服务能力弱、疫情管控严格地区的中小银行经营受到较大影响，

资产质量管理能力面临较大挑战。综合来看，核销力度加大将在一定程

度上压制不良贷款率上升趋势，但受经济回暖周期较长和银行自身因素

影响，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上行压力依然较大或将创新高。值得注

意的是，疫情暴发以来，政府出台了对贷款展期等支持政策，这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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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偿债压力缓解，未来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退出，商业银行不良资产

恶化压力会加速显现，风险集中暴露可能会延迟至2021年下半年。  

（三）中小企业风险暴露加大，加剧银行不良资产上升压力 

在目前国内疫情得到逐步控制的同时，全球疫情扩散蔓延直接影响

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将直接考验中国制造业体系和产业供应链的抗压

韧性。疫情隔离导致了交通运输、旅游、线下零售、文化娱乐等消费服

务行业及部分以外贸订单为主的中小企业遭受了较大的冲击。疫情的不

确定性及部分管制措施仍然存在，使得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和

批发零售业，在企业订单、物流体系、资金周转等方面受到干扰，使得

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现金流状况在短期内快速恶化，中小企业风险暴露

将有所上升。同时，2020年以来部分中小房企市场加速出清，截至6月初，

房地产企业破产数量已达208家，加上房企融资成本持续上升，进一步加

剧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上升压力。 

（四）商业银行将进一步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无论是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都在鼓励、

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呆账核销力度，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2020年6月17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

步向企业合理让利，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要求加快降费政策落地见效，

为市场主体减负，并提出要加大。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20年1月至6月，

贷款核销规模合计4463亿元，同比上升6.1%；仅从二季度来看，贷款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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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合计2917亿元，同比上升13.82%。2020年8月底，中国五大国有商业银

行陆续发布中期业绩报告，上半年净利润增速均呈两位数负增长，创下

自上市以来中期业绩最大跌幅，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加大是原因之一。

可以说2020年以来，疫情对不良处置的客观条件形成限制，预计后续商

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核销力度将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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