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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请务必阅读尾页分析师承诺和免责条款。 

 主要观点： 

公司核心资本占比近 8 成 

近三年来，工商银行的核心资本占比分别为 78.24%、81.14%、79.56%；

按各类资本构成占比 11 年上半年排名来看，前 3 位分别为储备

（46.18%）、股本（33.26%）、次级债（11.08%）；资本来源中首要是资

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储备项目，次级债占比较低，2011 年

12 月，公司发行 500 亿元次级债后次级债余额占核心资本比例为

19.91%，未来仍可发行次级债 425 亿元，如果 250 亿元可转债转股，则

次级债存在更大的发行空间。 

 

资本管理办法新规调整将对资本充足率形成负面影响 

如果采用资本管理办法新规，我们考虑三个变量因素对资本充足率的影

响：（1）风险权重；（2）超额减值准备；（3）操作风险调整。在假设条

件下测算三项调整对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影响情况，如 2013 年达标则将

分别降低核心资本充足率 0.30%、资本充足率 0.33%。 

 

未来两年内可能实施的融资策略：以发行次级债为主 

我们判断公司在 2013 年不产生融资需求，按照次级债发行上限与目前

公司的实际占比差额测算，公司仍有次级债发行空间为 425 亿元；根据

公司公布的次级债发行计划规模 700 亿元，扣减已发行的 500 亿元，仍

有 200 亿元的次级债发行计划，我们认为公司 2 年内可能以发行次级债

为主进行融资，进一步提升资本充足率。（极端情况为不良贷款率大幅

上升，可能带来额外的股权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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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公司评级：大市同步。 

从 3 季报情况来看，工商银行的生息资产同比增长 12.72%，略低于

上市银行均值，公司公布的 11 年中期 NIM 为 2.60%，08-10 年分别为

2.95%、2.26%、2.44 %，在上市银行中处于中间位置，公司作为我国规模

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规模增速与行业整体增速相当，我们维持

公司“大市同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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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调整，导致不良贷款率大幅攀升，对银行业当期利润及

净资产造成冲击，带来银行股的股价下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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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数据（2012 年 2 月 24 日） 

 2 月 24 日股价（元） 4.44 

 12mth A 股价格区间（元） 3.94/4.51 

 总股本（百万股） 349083 

 无限售 A 股/总股本 75.14% 

 流通市值（百万元） 1164563 

 每股净资产（元） 2.58 

 PBR（X） 1.72 

 DPS（10，元） 0.18 

 主要股东（2011 年 10 月 10 日）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5.43%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35.33%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24.45% 

 收入结构（11Q3）  

 利息净收入（百万元） 267087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百万元） 78295 

 投资净收益（百万元） 5770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百万元） -778 

 汇兑净收益（百万元） 587 

 其他业务净收益（百万元） -2195 

  

 最近 6 个月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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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资本结构及融资研究专题之三：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601398.SH）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公司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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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商银行的资本结构状况 

1、公司核心资本占比近 8 成 

近三年来，工商银行的核心资本占比分别为 78.24%、81.14%、

79.56%；按各类资本构成占比 11 年上半年排名来看，前 3 位分别为储

备（46.18%）、股本（33.26%）、次级债（11.08%）；内源融资占比 53.17%，

外源融资占比 46.83%。 

公司的资本来源中首要是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储备

项目，次级债占比较低，11 年中期占核心资本比例为 13.92%，处于规

定上限之下，仍有发行空间；2011 年 12 月，公司发行 500 亿元 15 年期

次级债，利率 5.5%，发行后次级债余额占核心资本比例为 19.91%，未

来仍可发行次级债 425 亿元，如果 250 亿元可转债转股，则次级债存在

更大的发行空间。 

 

图 1 核心资本、附属资本占比（%）                  图 2 各类资本构成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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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财报, 上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 上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2、核心资本结构：储备占比逐年上升，11 年中期接近 6 成 

近三年来，工商银行的储备占核心资本比例分别为 45.50%、53.36%、

58.04%；公司于 2010 年完成 A+H 配股，融资 450 亿元，用于补充核心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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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工商银行的核心资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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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财报, 上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3、附属资本结构：次级债占比逐年上升，一般准备占比下降 

近三年来，公司的次级债占附属资本比例分别为 43.35%、44.86%、

54.20%，对附属资本贡献最大；一般准备金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公司

最近一次发行次级债融资是 2011 年 12 月发行次级债 500 亿元，用于补

充附属资本，继续提升次级债在附属资本中占比。 

 

图 4 工商银行的附属资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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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财报, 上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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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在上市银行中排名中上 

2010-2011 年 3 季度，工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如

下所示： 

 

表 1 工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情况（%） 

工商银行 2010 2011H 2011Q3 

资本充足率 12.27% 12.33% 12.51%

核心资本充足率 9.97% 9.82% 10.03%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 上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11 年三季度末，在公布指标的上市银行中，工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排名第 6 位，核心资本充足率排名第 5 位。 

 

图 5 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 图 6 上市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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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二、资本管理办法新规对资本充足率的潜在影响 

1、风险权重变动影响 

根据资本管理办法新规，同业资产风险权重由 04、07 版的 4 个月

以内 0%、4 个月以上 20%统一上调为 25%；非按揭零售贷款风险权重

由 100%下调至 75%；微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由 100%下调至 75%。上

述三项为影响较大的调整项目，我们测算三项调整对公司的资本充足率

影响情况，2010-2011 年中期可分别增加核心资本充足率 0.2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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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资本充足率 0.35%、0.33%。（注：用小企业贷款数据替代小微企业

贷款测算） 

 

表 2 风险权重变动对工商银行资本充足率影响（%） 

风险权重变动测算 2010 2011H 

核心资本净额 7092 7956  

资本净额 8724 9993  

加权风险资产净额 71124 81051  

同业资产调整项 518 1000  

非按揭零售贷款调整项 -1348 -1678  

小企业贷款调整项 -1152 -1443  

核心资本充足率影响% 

同业资产调整项 -0.07% -0.12% 

非按揭零售贷款调整项 0.19% 0.21% 

小企业贷款调整项 0.16% 0.18% 

合并影响核心资本充足率 0.28% 0.27% 

资本充足率影响% 

同业资产调整项 -0.09% -0.15% 

非按揭零售贷款调整项 0.24% 0.26% 

小企业贷款调整项 0.20% 0.22% 

合并影响资本充足率 0.35% 0.33%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研究所测算 

 

2、超额减值准备变动影响 

新规定下，拨备覆盖率超过 150%的部分，即超额贷款损失可计入

二级资本，但不得超过对应贷款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 1.25%；在现行规

定下，大型银行贷款损失一般准备计入附属资本不得超过贷款总额 1%；

我们测算超额减值准备变动调整的结果表明，2010-2011 年中期可分别

影响资本充足率-0.15%、+0.05%。 

 

表 3 超额减值准备变动对工商银行资本充足率影响（%） 

超额准备金变动测算 2010 2011H 

资本净额 8724  9993 

加权风险资产净额 71124  81051 

新规变动的调整项 -106  39 

资本充足率影响% 

超额减值准备金变动影响资本充足率 -0.15% 0.05%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研究所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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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变动影响 

新规定引入了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指标，对应增加风险加权资产规

模，降低核心资本充足率及资本充足率。我们就操作风险对资本充足率

影响测算如下： 

假设条件： 

（1）a=12%； 

（2）按 2008-2010 年三年收入计算平均收入。 

测算结果：2010-2011 年中期，引入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可分别降低

核心资本充足率 0.65%、0.57%，分别降低资本充足率 0.81%、0.72%。 

 

表 4 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对工商银行资本充足率影响（%） 

操作风险变动测算 2010 2011H 

核心资本净额 7092  7956 

资本净额 8724  9993 

加权风险资产净额 71124  81051 

操作风险调整项 5000  5000 

核心资本充足率影响% 

操作风险变动影响核心资本充足率 -0.65% -0.57%

资本充足率影响% 

操作风险变动影响资本充足率 -0.81% -0.72%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研究所测算 

 

4、新规下的资本缺口分析 

在原规定下，我们测算 2012-2013 年期间工商银行不存在核心资本

缺口、资本缺口，2014-2016 年期间也不存在缺口，不需要股权融资。 

我们测算的假设是：12 年 NIM 与 11 年持平，13-15 年 NIM 每年下

降 0.05 个百分点，16 年与 15 年持平；如果 NIM 出现大幅下跌可能会

导致这一阶段产生融资需求，在此情况下公司可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二

级资本来解决；不确定性较大的极端情况为经济周期变化导致不良贷款

率大幅上升，这将带来股权融资的可能性。 

 

表 5 不考虑新规下的工商银行资本缺口预测（%） 

缺口分析 2011E 2012E 2013E 2014E 2015E 2016E 

核心资本缺口（预测-要求） 801 1120 1440  1755 2056 2381 

资本缺口（预测-要求） 825 904 946  942 876 780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研究所测算（注：负数为缺口，正数为无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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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新规定，工商银行作为系统重要性银行需要在 2013 年达

标，三项变动调整合计对工商银行的资本缺口产生影响如下：以 2013

年达标为准，新增核心资本缺口 247 亿元，新增资本缺口 271 亿元；但

合并后仍不会导致公司在 2013 年产生资本缺口。 

 

表 6 三项变动调整对工商银行的资本缺口影响（亿元） 

变动指标 变动值 

核心资本充足率变动% -0.30% 

资本充足率变动% -0.33% 

新增核心资本缺口 -247  

新增资本缺口 -271 

2013 年核心资本缺口 0 

2013 年资本缺口 0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研究所测算 

 

5、2 年内可能采取的融资策略：以次级债为主 

在上述测算的基础上，我们判断公司在 2013 年不产生融资需求，

按照次级债发行上限与目前公司的实际占比差额测算，公司仍有次级债

发行空间为 425 亿元；根据公司公布的次级债发行计划规模 700 亿元，

扣减已发行的 500 亿元，仍有 200 亿元的次级债发行计划，该计划有效

期限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我们认为公司 2 年内可能视市场环境和经

营情况，以发行次级债为主进行融资，进一步提升资本充足率。 

此外，如果公司 2010 年发行的 250 亿元可转债实现转股，则次级

债存在更大的发行空间。 

 

6、公司近年来的融资情况 

表 7 近年来工商银行的融资情况（亿元） 

资本管理情况 融资方式 金额（亿元） 备注 

已发行 

2005 年 8 月 次级债 130 15 年期，利率 3.77%。 

2009 年 7 月 次级债 400 

105 亿元 10 年期，利率 3.28%；240 亿元 15 年期，

利率 4%；55 亿元 10 年期，利率=基准利率+0.58%。

2010 年 9 月 次级债 220 

58 亿元 10 年期，利率 3.90%；162 亿元 15 年期，利

率 4.10%。 

2010 年 11 月 次级债 32 工银亚洲发行 5 亿美元次级债，票面利率 5.125%。 

2011 年 6 月 次级债 380 20 年期，利率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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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次级债 500 15 年期，利率 5.5%。 

2010 年 8 月 可转债 250 

6年期，递增利率，第 1年至第 6年分别为 0.5%、0.7%、

0.9%、1.1%、1.4%、1.8%。 

2010 年 A+H 配股 450 配股 150 亿股。 

计划发行 

2011 年 11 月 29 日 次级债 200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发

行总规模不超过 700 亿元人民币债券，扣除已发行的

500 亿元。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 上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三、资本管理办法新规对资产结构的潜在影响 

1、同业资产的吸引力下降，工行占比较小受影响有限 

在新规中，对我国其他商业银行的债权的风险权重由“4 个月（含）

以内 0%；4 个月以上 20%”调整为“25%”，同业资产的风险权重整体

上升；工商银行的同业资产占比较低，10、11H 分别为 1.85%、3.10%，

我们认为此项调整对工商银行的同业资产占比影响较小。 

 

图 7 工商银行存放同业+拆出资金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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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财报, 上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2、非按揭零售贷款占比可能继续上升 

2010-2011 年中期，工商银行的非按揭零售贷款占贷款总额比例分

别为 8.14%、9.38%；新规中，非按揭零售贷款风险权重为 75%，原规

定为 100%；按揭贷款首套房风险权重由原来的 50%下调至 45%，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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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由原来的 50%上调至 60%；在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影响下，以及受益于

风险权重调低，非按揭零售贷款占比可能继续上升。 

 

图 8 工商银行非按揭零售贷款占比（%） 

7.50%

8.00%

8.50%

9.00%

9.50%

2010 2011H

非按揭零售贷款/贷款总额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 上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3、小企业贷款占比可能继续小幅上升 

新规鼓励银行对微小企业放贷，将风险权重由原来的 100%下调至

75%，工商银行的小企业贷款占比从 10 年的 6.96%上升到 11 年中期的

8.07%，我们认为在政策的引导下，公司的小企业贷款占比可能继续小

幅上升。 

 

图 9 工商银行小企业贷款占比（%） 

6.40%
6.60%
6.80%
7.00%
7.20%
7.40%
7.60%
7.80%
8.00%
8.20%

2010 2011H

小企业贷款/贷款总额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 上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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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险权重对比表 

表 8 资本管理办法新规与现行规定关于风险权重的对比 

项目 
征求意见稿新规

权重 

现行规定 

权重 

1.现金类资产   

1.1 现金 0% 0%

1.2 黄金 0% 0%

1.3 存放中国人民银行款项 0% 0%

2.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2.1 对我国中央政府的债权 0% 0%

2.2 对中国人民银行的债权 0% 0%

2.3 对评级 AA-以上（含 AA-）的国家和地区的中央政府

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0% 0%

2.4 对评级 AA-以下，A-（含 A-）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中

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20% 100%

2.5 对评级 A-以下，BBB-（含 BBB-）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50% 100%

2.6 对评级 BBB-以下，B-（含 B-）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

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100% 100%

2.7 对评级 B-以下的国家和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

债权 150% 150%

2.8 对未评级的国家和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100%  

3.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3.1 对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债权 0% 0%

3.2 对我国中央政府投资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   

3.2.1 持有我国中央政府投资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收购

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而定向发行的债券 0% 0%

3.2.2 对我国中央政府投资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其他债

权 100% 100%

3.3 对我国其他商业银行的债权 

25% 

4 个月（含）以内

0%；4 个月以上

20% 

3.4 对我国其他商业银行的次级债权（未扣除部分） 100% 100%

3.5 对我国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 100%  

4.对在其他国家/地区注册金融机构的债权   

4.1 对评级 AA-及以上国家和地区注册的商业银行的债权 25% 20%

4.2 对评级 AA-以下，A-（含 A-）以上国家和地区注册的

商业银行的债权 50% 100%

4.3 对评级 A-以下，B-（含 B-）以上国家和地区注册的商

业银行的债权 100% 100%

4.4 对评级 B-以下国家和地区注册的商业银行的债权 150% 100%

4.5 对未评级的国家和地区注册的商业银行的债权 100%  

4.6 对多边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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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权 

4.7 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 100% 100%

5.对一般企业的债权 100% 100%

6.对符合标准的微小企业的债权 75% 100%

7.对个人的债权   

8.1 用于购买首套房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45% 50%

8.2 用于购买第二套房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60% 50%

8.3 对已抵押房产，在购房人没有全部归还贷款前，商业

银行以再评估后的净值为抵押追加贷款的，追加的部分 150% 50%

8.4 对个人其他债权 75% 100%

8.租赁资产余值 100% 100%

9.股权   

10.1 对金融机构股权风险暴露（未扣除部分） 250% 100%

10.2 商业银行被动持有的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风险暴露 400%  

10.3 商业银行因政策性原因并经国务院特别批准的对工

商企业股权风险暴露 400%  

10.4 商业银行持有的其他对工商企业其他股权风险暴露 1250% 100%

10.其他   

11.1 联行往来、外汇买卖及同城票据交换等零风险款项 0%  

11.2 非自用不动产 1250%  

11.3 未扣除的净递延税资产 250%  

11.4 其他表内资产 100% 100%

数据来源：银监会, 上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投资评级与投资策略： 

维持工商银行“大市同步”的评级 

从 3 季报情况来看，工商银行的生息资产同比增长 12.72%，略低于

上市银行均值，公司公布的 11 年中期 NIM 为 2.60%，08-10 年分别为

2.95%、2.26%、2.44 %，在上市银行中处于中间位置，公司作为我国规

模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规模增速与行业整体增速相当，我们

维持公司“大市同步”评级。 

 

风险提示 

房地产市场调整，导致不良贷款率大幅攀升，对银行业当期利润及净资

产造成冲击，带来银行股的股价下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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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预测与估值： 

表 9 银行业重点关注股票 EPS 预测和 P/E 

EPS P/E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股价

10A 11E 12E 10A 11E 12E 
投资评级

民生银行 600016.SH 6.53 0.66 1.01 1.18 9.92  6.47  5.53  跑赢大市 

南京银行 601009.SH 9.77 0.78 1.09 1.35 12.55  8.96  7.24  跑赢大市 

浦发银行 600000.SH 9.51 1.03 1.46 1.60 9.25  6.51  5.96  跑赢大市 

华夏银行 600015.SH 11.71 0.87 1.31 1.58 13.39  8.94  7.41  跑赢大市 

招商银行 600036.SH 12.88 1.19 1.60 1.90 10.78  8.06  6.78  跑赢大市 

北京银行 601169.SH 10.38 1.09 1.37 1.69 9.50  7.58  6.14  跑赢大市 

深发展 A 000001.SZ 16.87 1.23 1.95 2.46 13.75  8.65  6.86  大市同步 

兴业银行 601166.SH 14.36 1.72 2.37 2.75 8.36  6.07  5.22  大市同步 

农业银行 601288.SH 2.74 0.29 0.39 0.46 9.38  7.01  5.92  大市同步 

交通银行 601328.SH 4.99 0.63 0.76 0.92 7.91  6.55  5.41  大市同步 

工商银行 601398.SH 4.44 0.47 0.58 0.69 9.38  7.61  6.42  大市同步 

中国银行 601988.SH 3.07 0.37 0.46 0.54 8.21  6.63  5.67  大市同步 

数据来源：Wind, 股价数据为 2012 年 2 月 24 日收盘价, 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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