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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维持）  
短期贷款的周期特征与“空转”之辩 

 

 银行的“空转”动力并不足。开票、贴现消耗资本是比较严重的。承兑、保证或
质押均需要 100%计提资本，贴现还要再消耗 20-25%的资本。“空转”最终仅
换来了高成本负债、低收益资产的结构和承兑手续费收益，这对银行来说并不
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业务组合。央行也证实，票据套利资金只占相关业务的很小
部分。  

 银行的长、短期资产配置的此消彼长周期是与经济周期吻合的，而非套利驱
动。作为高杠杆、高风险的资金融出方，银行的资产配置的商业逻辑是趋利避
害，受经济周期强烈影响，有鲜明的顺周期特征：经济景气周期，银行风险偏
好提高，中长期贷款增长快占比提升，相反，在经济不景气周期中，银行为限
制风险，倾向于信贷短期化，尤其是贴现这类低风险业务占比会显著提升。 

不能否认“空转套利”可能存在，但这种现象是嵌套在银行风险偏好周期的大
框架内的，不能以动机论、以制度套利论，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企业、居民的短
期贷款也是一样支持实体经济。  

 1 季度 M1 可能触底回升，与 2012、2015 年中类似。本轮周期中 M1 增速见
顶回落已经有 2 年半的时间，与前两轮 09-11、13-15 时长大体相当。1 月金融
数据创历史新高，中长期贷款数据也有不错的表现，虽然 M1 增速继续探底，
但存在春节错月效应的影响，M1 很可能在 1 季度就可以触底回升。 

与 2012、2015 年周期最大的不同，（1）借贷利率下行速度缓慢；（2）国有
企业投资增速依然底部徘徊。二者实际的根源是同一个原因：国企/地方政府
去杠杆的政策没有变化。 

国企（基建及房地产）投资在长产业链条的末端，具有较强的产业需求拉动的
属性。而民企（制造业）投资的需求端复杂，包括社会零售、制造业投资、基
建地产投资等，需求端更多的跟随大的经济周期规律运动。受经济转型规律支
配的私人部门投资增速一直是回落的，与国企部门（基建）2-4 年周期的起落
规律明显不同。 

2017 年以来随着去杠杆政策的深入，投资端呈现“国退民进”的趋势。这一
方面造成了借贷利率迟迟不降，需求下行也可能会造成信用扩张的后劲不足。 

 银行业投资策略：顺势而为，紧盯数据。我们认为如果 M1 在 1 季度见底回升，
2019 年 2-4 季度银行的相对收益是可以乐观的。3 季度宽松逻辑 4 季度中断后
在金融数据确认后会延续（类似 2012），另一方面也有类似 2015 年“后流动
性行情”中高防御性的地方。 

对银行乐观的逻辑取决于对经济金融数据复苏的延续性，行情逻辑的指标：中
长期贷款（融资）、M1，当二者持续回暖，银行逻辑不会差，行情强度的逻
辑：国企固定资产投资、私企固定资产投资，当国企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回升，
行情的强度会更乐观，私企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相对要差。 

在 2018 年多次报告中我们强调在经济早周期复苏逻辑中，中小银行的估值弹
性远大于大型银行。配置中小银行相对大行多一份“经济复苏期权”，2019

年至今，随着市场弹性的好转，“期权”开始兑现。  

我们继续看好中小银行的弹性，继续推荐以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为代表的优
质股份行与宁波银行为代表的优质城商行的投资组合。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速度超预期。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估值及投资评级 
  

  EPS（元）  PE（倍）    

简称  股价（元）  2018E 2019E 2018E 2019E PB 评级  

招商银行  31.74 3.17 3.61 10.01 8.79 1.67 推荐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预测      注：股价为 2019 年 02 月 28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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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编号：S0360516090003  
 

  
  占比% 

股票家数(只) 30 0.84 

总市值(亿元) 102,910.39 17.57 

流通市值(亿元) 65,198.17 15.38  
 

  
% 1M 6M 12M 

绝对表现 7.67 23.35 7.34 

相对表现 -6.94 13.31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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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月金融数据回暖，票据“空转”频见报道 

1 月金融数据回暖，其中票据融资大规模增长，引起了诸多讨论：究竟这背后是实体企业的需求提升还是所谓“空

转”呢？ 

有媒体从企业、银行、央行的各项利率差的角度提出了票据激增的“套利”说： 

1、 从企业角度，通过开票、贴现和结构性存款之间进行无风险套利交易——该假说中票据保证金以结构性存款抵押

形式（这点很重要），通过结构性存款与贴现利率的利差来进行套利。 

2、 银行呢？“看似亏损，但却也在赚钱。因为，银行可以将收到的银票再贴现给央行，赚取盈利”。即再贴现利率

与贴现利率的息差大于结构性存款与贴现的利差，即可盈利。 

这种空转的逻辑看似完美——本质上无非是套央行再贴现低息的利——但却经不起推敲。 

1、 保证金为结构性存款是套利前提（否则企业端无法套利），银行成本过高。 

2、 结构性存款与贴现利率的利差对银-企双方利益相反，双方均获得可观利润的区间并不大。 

3、 最重要的是：开票、贴现消耗资本是比较严重的。承兑、保证或质押均需要 100%计提资本，（银行承兑汇票）

贴现还要再消耗 20-25%的资本。最终仅换来了（转贴现、结构性存款）高成本负债、（票据贴现）低收益资产

的结构和承兑手续费收益，这对银行来说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业务组合。 

图表 1  票据业务资本占用 

事项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占用时长 

承兑 100% -   

保证 
被保证人为银行：按

25%或 20% 
100% 承兑后 

质押   100% 承兑后 

贴现     
 

直贴 按 25%或 20% 100% 承兑后 

转贴 按 25%或 20% 

1、按直贴银行类型缓释计

算；2、贴现买入由其他商

业银行作为保证人的票据

可按照保证人类型进行风

险缓释后计量风险资产 

承兑后 

资料来源：票友君，华创证券  

我们认为，所谓的“资金空转”并非套利驱动，央行也证实，票据套利资金只占相关业务的很小部分。那么，以票

据为代表的短期融资的活跃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二、目前存在周期底部拐点特征 

（一）资产结构的周期特征 

银行信用收缩时期，中长期对公融资增速下行，M1 增速随之下行（《消失的活期存款》）。信用收缩与经济下行预

期密切相关， M1 的前三个低点： 2012S1、2015S3、2018S4 对应三轮 PMI 低于荣枯线的低点。M1 相较 PMI 的优

势（1）数据客观可靠，稳定性强；（2）具有一定的领先性（PMI 是个偏滞后的经济指标），2015 年初、2016 年下

半年的信用变化拐点明显领先 PMI。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以 M1 作为信用周期乃至经济周期的核心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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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M1 领先 PMI，且更平滑（%）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在 M1 增速变化的过程中，金融业资产负债表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中长期企业融资的同向变化 

《消失的活期存款》中解释了企业中长期融资与 M1 周期的逻辑关系，二者的联系是紧密的，逻辑也简单明了：经

济上行周期企业资本开支扩大，银行风险偏好提升。 

图表 3  M1 与企业中长期融资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注：企业中长期融资包括：企业中长期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融资、企业

股权融资。 

2、按揭贷款的同向变化 

过去几轮经济的景气周期的驱动力量来自于负债（货币），故货币驱动的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重合度高，居民

中长期贷款（按揭）与 M1 的变化也基本同步，由于基数越来越大，每一轮按揭的增速波动幅度在图中是越来越小

的，但实际上按揭贷款的波动幅度远高于企业中长期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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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同比 PMI（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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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长期融资 M1:同比（右轴） 



 

银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证监会审核华创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批文号：证监许可（2009）1210 号   5  

 

图表 4  M1 与居民中长期贷款（%）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3、短期贷款的反向变化 

抵押物充足的企业短期贷款（典型的如票据贴现）与居民短贷是银行信贷中较好的避险品种，但各有缺点：票据贴

现收益率较低拖累息差、而居民短贷的成本较高。故在经济景气周期中，银行一般对公贷款在收益、风险和成本的

平衡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而在经济下行周期中，贴现与居民短贷的占比会上升。票据与居民短贷占比的高点与 M1 

低点存在对应关系，M1 有一定的领先性（2016 年背离受农行票据案影响）。 

在这里，我们不考虑所谓票据业务的套利特征，即使存在套利现象，与银行将其视为避险资产配置也并不矛盾。 

图表 5  M1 与短期贷款（%）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注：农行票据案发于 2016 年 1 月，对票据行业的影响贯穿 2016 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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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同比 居民中长期贷款:累计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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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同比 票据与居民短贷占比（右轴，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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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贴现承兑汇票 

“空转”论者将 1 月未贴现承兑汇票的季节性活跃也纳入了“空转”的讨论范畴。实际上在大多数时间未贴现承兑

汇票与票据贴现的走势是完全相反的（2016 年背离受农行票据案影响）。 

（1） 未贴现票据与贴现逻辑上有此消彼长的关系； 

（2） 虽然有保证金制度保障部分风险，票据承兑毕竟是资本占用 100%的高风险业务， 与经济景气周期同向波动

更符合银行的利益逻辑。 

图表 6  M1 与未贴现承兑汇票（%）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注：农行票据案发于 2016 年 1 月，对票据行业的影响贯穿 2016 年全年 

5、总结 

作为高杠杆、高风险的资金融出方，银行的资产配置的商业逻辑是趋利避害，受经济周期强烈影响，有鲜明的顺周

期特征：经济景气周期，银行风险偏好提高，中长期贷款增长快、占比提升，相反，在经济不景气周期中，银行为

限制风险，倾向于信贷短期化，尤其是贴现这类低风险业务占比会显著提升。 

不能否认“空转套利”可能存在，但这种现象是嵌套在银行风险偏好周期的大框架内的，不能以动机论、以制度套

利论，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企业、居民的短期贷款也是一样支持实体经济。 

图表 7  银行资产配置与经济周期 

时期 企业中长贷 居民中长贷 票据承兑 企业短贷、贴现 居民短贷 

经济上行期 扩张 扩张 扩张 收缩 收缩 

经济下行期 收缩 收缩 收缩 扩张 扩张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整理 

（二）历史上的经济触底，银行发生了什么？ 

本轮周期中 M1 增速见顶回落已经有 2 年半的时间，与前两轮 09-11、13-15 时长大体相当。1 月金融数据创历史新

高，中长期贷款数据也有不错的表现，虽然 M1 增速继续探底，但存在春节错月效应的影响，M1 很可能在 1 季度就

可以触底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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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 年上半年 

（1）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保持合理的社融规模”，实际偏宽松。期间两次下调

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2011 年 12 月也有一次降准），同时积极通过再贷款、逆回购等手段补充市场流动性，

加强支农、小微等领域金融支持力度。 

（2）中长期贷款增速有所回升。虽然上半年中长期贷款比年初增加 1.6 万亿元，同比少增 7166 亿元；但 6 月末增

速为 9.3%，比上月提高 0.2 个百分点，为 2010 年以来首次回升；5、6 月份增量占比持续超过 30%；6 月份中长期

贷款新增 2783 亿元，同比多增 687 亿元。 

中长期贷款的增长仍不及短期贷款，上半年票据融资在内的短期贷款比年初增加 3.1 万亿元，同比多增 1.3 万亿元。 

（3）贷款利率水平持续下降。2012 年 6 月，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7.06%，比 3 月下降 0.56 个百分点。其中，一

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7.55%，比 3 月下降 0.42 个百分点。延续了 1 季度的快速下行趋势。 

图表 8  M1 与未贴现承兑汇票（%）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4）信贷主力：国有大行与地方银行是信贷增量的主力军，全国性中小银行（股份行为代表）信贷增量相对低迷。 

图表 9  2012 年上半年分机构人民币贷款情况 

  
2012 年上半年 2011 年上半年 

新增额 同比多增 新增额 同比多增 

全国性大型银行 22145  1902  20143  -4039  

全国性中小银行 13271  -356  13636  994  

区域性中小银行 6808  4240  2567  -223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8590  1559  7031  -571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华创证券  

（5）货币扩张的流向：国有企业。货币扩张政策下大型银行（中央投资紧密）、区域银行（地方政府投资紧密）成

为输出主力军，资金流向自然也偏向国有部门。从后续固定资产投资的完成情况看，国有及国有控股部门的回升增

速明显快于平均水平。支撑了 2013 年的上升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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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国有部门投资显著回升（%）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2、2015 年上半年 

（1）货币政策：“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注重预调微调，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环境”，实质明显宽松。3、5、6

月连续三次降息，2 月、4 月两次普降与定向降准相结合的准备金率政策。公开市场操作投放流动性加大，累计公开

市场操作投放流动性近万亿元，SLO 投放流动性 1800 亿元。 

（2）中长期贷款开始回升，中长期贷款比年初增加 3.7 万亿元，同比多增 3847 亿元，增量占比为 55.8%。 

包含票据融资在内的短期贷款比年初增加 2.7 万亿元；其中，票据融资比年初增加 8692 亿元，同比多增 6256 亿

元。 

（3）贷款利率持续下降。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6.04%，比 3 月下降 0.51 个百分点。其中，

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6.46%，比 3 月下降 0.32 个百分点。 

图表 11  贷款利率全面下行（%）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4）信贷主力：2015 年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不区分中小银行的“全国性”、“区域性”，我们用上市股份制银行作

为全国性中小银行的代表。2015 年银行业主体都在扩张信贷，与 2012 年的明显反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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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2015 年上半年分机构人民币贷款情况 

  
2015 年上半年 

新增额 同比多增 

大型银行 31549 1111 

中小银行 32558 6046 

上市股份制银行 16940 1884 

小型农村金融机构 9109 -505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上市公司年报，华创证券 

（5）货币扩张的流向。从事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看，货币扩张主要流向国有及国有控股部门。 

图表 13  国有部门投资暴涨（%）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三）2018 年下半年至今发生了什么？ 

（1）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前瞻性地采取了一系列逆周期调节措施，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尤

其是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实质为宽松。4 月和 10 月，两次普降存款准备金率各 1 个百分点，7 月，

普降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2019 年 1 月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标准，完

成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动态考核。2018 年，累计开展 MLF 49510 亿元，均为 1 年期。虽然降准置换 MLF1.35 万亿，

但其年终余额仍比年初增加 4100 亿元。 

（2）2018 年下半年中长期贷款新增 4.33 万亿元，同比少增 3200 亿元，也不及 2016 年同期水平，为近年来最弱。

包含票据融资在内的短期贷款比年中增加 3.8 万亿元；同比多增近 3 万亿元。仍表现出显著的衰退特征。 

2019 年 1 月发生明显变化，中长期融资在信贷、债券的带领下创出了历史新高。 

图表 14  中长期融资创新高 

时间 企业中长期贷款 居民户:中长期 信托贷款 企业债券融资 

2016 年 1 月 10600 4783 552 5083 

2017 年 1 月 15200 6293 3174.65 -510.38 

2018 年 1 月 13300 5910 454.84 1222.28 

2019 年 1 月 14000 6969 345 4990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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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贷款利率下降缓慢。12 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5.63%，比 9 月下降 0.31 个百分

点。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5.91%，比 9 月下降 0.28 个百分点。虽然没有降息，但货币政策宽松

流动性充裕，无风险利率早于 2018 年初即大幅下行，信贷利率在票据利率的带动下 4 季度才见顶回落，相

比过去两轮底部滞后。 

图表 15  贷款利率居高不下（%）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4）信贷主力：根据央行银行信贷收支表。2018 年下半年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信贷分别增长 2.7 万亿、4.5 万亿，

增量分别较同期高 0.6 万亿、1.4 万亿。2019 年 1 月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信贷分别增长 1.3 万亿、1.9 万亿，以近年

来平均的比率看较为均衡。 

（5）固定资产投资：固投总量增速与国企增速均处于低位，国企增速甚至接近 0 增长，拖累整体增速，为近年来少

见。 

图表 16  国企固投拖累整体（%）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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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 年中迎来 M1 的反转？ 

货币政策的宽松经过利率传导的过程通常可以带来中长期信贷/融资的增长，奠定 M1/宏观经济的复苏。2018 年 3 季

度当货币政策转向时我们看好的逻辑就在此。 

4 季度信贷利率下行速度低于我们预期（《消失的活期存款》，国企投资低迷造成整体的信用利差居高不下、银行

对公信贷短期化），M1 持续探底，银行估值调整。2019 年以来政策面向企业中长期融资倾斜的声音明显加强，除

了金融监管部门外，发改委等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 月金融数据有明显的改善，带动了 A 股的市场情绪。 

（1 月）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将从三方面着力，做好企业债券的发行管理工作。第一方面，聚焦重点领域，

发挥企业债券对国家战略对国家规划的支持作用。二是扩大发行规模，鼓励银行向民营企业发放三年以上的中长期

贷款，协调推进发展前景较好的民营企业。第三方面着力优化服务，要主动上门对接，优化服务流程，加快核准进

度。 

我们注意到，在鼓励银行发放中长期贷款的过程中更强调“民营企业”。这是与 2013、2016 年经济复苏中国企投资

一马当先不同的。 

从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国有部门与私营部门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与占比是接近的。但是国企投资与民企投资的行

业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国企投资与基建的关系紧密，而私营部门投资偏好制造业。从下图上看其中的差异是

很明显的。 

图表 17  国企偏好基建（%）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图表 18  民企偏好制造业（%）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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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及房地产投资在长产业链条的末端，为上、中游企业提供直接的需求，具有鲜明的消费属性，具有较强的产业

需求拉动的属性。而制造业投资的需求端复杂，包括社会零售、制造业投资、基建地产投资等，需求端更多的跟随

大的经济周期规律运动。当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走向成熟后，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等核心需求增速不断下台阶，

私营部门（制造业）投资的增速也是同步下降的。与国企部门（基建）2-4 年周期的起落规律明显不同。 

2017 年以来随着去杠杆政策的深入，投资端呈现“国退民进”的趋势。这一方面造成了借贷利率迟迟不降，需求下行

也可能会造成投资/信用扩张的后劲不足。 

我们认为，如果 2019 年的信用扩张仍由国企（基建）、地产驱动，带来社会总需求的扩张，那么金融体系的信用扩

张更具备持久力，且借贷利率的下行速度会加快。反之国有部门与地产部门缺位的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会

打折扣。 

图表 19  2019 年的两种情形假设 

  货币政策 借贷利率 企业中长期贷款 按揭 资金需求方 

2012 年中 宽松 快速下行 扩张 扩张 国企、地产 

2015 年中 宽松 快速下行 扩张 扩张 国企、地产 

2019 情形 1 宽松 快速下行 扩张 扩张 国企、地产 

2019 情形 2 宽松 缓慢下行 持平 持平 民企、小微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三、银行投资策略：顺势而为，紧盯数据 

（1）宽松进入实质阶段，M1 拐点后银行相对收益乐观。 

从 2012、2015 年 M1 拐点后银行相对收益的表现来看，银行板块会进入一段较长的相对收益时期。2012 年 2-3 季度

起银行有 3 个季度的相对收益，幅度约 20%。2015 年受股灾影响，银行相对收益更明显，即使排除股灾影响拉长来

看，2015 年下半年-2016 的银行相对收益也是上升的。 

2012 与 2015 年的相对收益逻辑并不同，2012 年货币政策效果显现确认经济拐点预期，更像 2014 年底/2018 年 3 季

度。而 2015 年的相对收益不仅源自经济基本面确认反转对银行估值的支撑，同时也是对 2015 年流动性牛市逻辑的

修正。 

我们认为如果 M1 在 1 季度见底回升，2019 年 2-4 季度银行的相对收益是可以乐观的。3 季度宽松逻辑 4 季度中断

后在金融数据确认后会延续（类似 2012），另一方面也有类似 2015 年“后流动性行情”中高防御性的地方。 

图表 20  2012-2013 年银行的相对收益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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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  2015-2016 年银行的相对收益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2）紧盯数据：中长期贷款（融资）、M1、国企固定资产投资、私企固定资产投资。 

对银行乐观的逻辑取决于对经济金融数据复苏的延续性，行情逻辑的指标：中长期贷款（融资）、M1，当二者持续

回暖，银行逻辑不会差，行情强度的逻辑：国企固定资产投资、私企固定资产投资，当国企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回升，

行情的强度会更乐观，私企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相对要差。 

市场中有观点认为，政府在 2017-2018 年已经将去杠杆逻辑及方式理清，宽货币甚至宽信用是阶段性稳增长、稳预

期的措施，有利于稳定国内市场与对外贸易谈判，在国内外压力减轻的情况下政府支持信用扩张（尤其国企）的动

力会减弱。这种情绪下对月度数据的跟踪更加重要。 

（3）选择高弹性股份、城商行组合。 

在 2018 年多次报告中我们强调在经济早周期复苏逻辑中，中小银行的估值弹性远大于大型银行。配置中小银行相对

大行多一份“经济复苏期权”，2019 年至今，随着市场弹性的好转，“期权”开始兑现。 

截至 2 月底，今年以来银行板块涨幅中，大中型银行中表现最好依次为：平安、招行、兴业、浦发、中信。张家港、

吴江、江阴等小型银行表现更强势，而国有大行表现排名最后。 

我们继续看好中小银行的弹性，继续推荐以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为代表的优质股份行与宁波银行为代表的优质城商

行的投资组合。 

四、风险提示 

经济下行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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