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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 

5 月 6 日，央行宣布从 2019 年 5 月 15 日起，对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

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内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 100 亿元的

农村商业银行，执行与农村信用社相同档次的存款准备金率，该档次目前为

8%。约有 1000 家县域农商行可以享受该项优惠政策，释放长期资金约 2800

亿元，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点评： 

◆定向降准符合前期预判，数量上惠及 7 成农商行机构 

此次央行宣布对中小银行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符合前期国务

院会议精神。针对县域农商行，执行与农村信用社相同档次的存款准备金率，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有准备金政策的精细化调整，给予县域农商行和其他涉

农中小金融机构相同待遇。 

经过前期多次调整，目前农商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按照 10%（符合新

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执行。根据央行披露信息，符合条件的农商

行按照 8%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执行，相当于在原有法准率基础上再降 2 个

百分点，累计释放增量资金 2800 亿元。数据显示截至一季末，我国农村商

业银行数量 1400 余家，共有一般存款余额约 22 万亿，若全部金融机构降

准 2%将释放增量资金约 4400 亿元，即本次定向降准政策调整红利在数量

上惠及超过 70%的农商行机构，在规模上涉及超过 60%的存款，多数农商

行因此受益。这将进一步降低农商行总体成本，增强对县域民企、小微领域

的信贷支持。 

◆定向调控政策持续推动金融“补短板”，未来差异化存款准备金政策仍有

释放空间 

自 2014 年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差别化准备金制度，不同类型金融机构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差异变大。根据央行 2018 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

露，目前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体系分为三档，即在正常标准下，大型商业银

行为 13.5%，中小型商业银行为 11.5%，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为 8%。同时，

在基准档次基础上，央行对金融机构实施了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达到 I 档和

II 档分别降准 0.5 和 1.5 个百分点）和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

核政策（符合要求降低 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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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行长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提出过建立对中小银行较低法定存款准备

金率的相关思路，认为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将应逐步向三档比较清晰的框架

实施，即大型银行为一档，中型银行为大档，小型银行特别是县域的农村信

用社、农商行为最低的第三档。结合目前我国法定存款准率体系看，中小银

行较低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框架仍需进一步完善，差异化的法准率制度

将更加明显，包括部分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非县域农商行和县域农商行在

内的中小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一定下调空间。尤其是对于符合条件的

定向降准优惠标准可以动态调节优化，进而突出对小微、民企金融资源配置

的正向激励，让更好服务于普惠领域的金融机构享受到更多的政策红利。 

◆“总量稳健+结构宽松”预计将成为货币政策主基调 

纵观近两年来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看，央行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上始终贯

穿了定向调控思路。例如，在 2018 年多次定向降准中，央行明确要求降准

释放增量资金用于支持市场化债转股或普惠金融领域信贷投放，并将降准红

利全部让利于小微和民企信贷 FTP 调整。同时，扩容 MLF 担保品抵质押范

围，允许金融机构将小微、绿色贷款作抵质押品用于申请 MLF 资金。进入

2019 年，定向调控工具的创新和完善更加频繁，不仅改善了普惠金融定向

降准考核标准，而且创设了 TMLF 工具，旨在进一步加强对普惠金融领域信

贷支持力度。本次对符合条件的农商行执行 8%法准率，同样属于定向调控

政策的延续。 

4 月以来，市场对未来货币政策边际转向的声音不绝于耳，市场情绪从

“大放”走向“大收”，但政治局会议、中央财经委会议等高层会议多次强

调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结合当前市场环境看，我们认为，“总量稳健+

结构宽松”将成为央行货币政策延续的主基调。理由有三： 

一是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企稳尚需更多数据印证。尽管一季度宏观经济指

标运行情况良好，特别是 3 月经济数据表现靓丽，但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季节

性因素影响，春节后企业复工对生产景气度恢复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点可

以从 3 月 PMI 生产端与需求端反弹幅度差异得到印证。另一方面，一季度经

济增长与银行业信贷投放较多、财政支出提前和结构性减税降费有较强关系，

流贷与票据对供应链融资润滑效果显现，但中长期投资仍集中在地产和基建

产业链，实体经济有效需求是否企稳，以及能否真正进入良性增长仍需更多

数据予以印证。 

二是二元流动性结构抑制了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从市场流动性看，我国

金融机构对小微、民企的信贷支持呈现“哑铃式”结构分布，即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和城商行、农商行（含农信、农合、村镇银行）等中小型银行是普惠

领域信贷投放的主力军，股份制银行服务能力相对薄弱。与之相对应的是，

我国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即在公开市场操作一级交易商

制度下，央行“廉价”资金投放并不具备普适性，主要集中于大型商业银行，

容易造成流动性再投放的套利和中小金融机构负债成本的高企。这种二元流

动性结构造成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经过层层“过滤”，

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效果往往有所折扣。在此形势下，针对服务小微、民企主

力军的农商行执行 8%的法准率，可大幅缩短货币政策传导链条，直接作用

于对小微、民企的定向支持。 

国投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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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银行整体风险偏好依然审慎。从今年以来的信贷投向看，一季度商

业银行在传统高风险领域信贷配置呈现“弱改善”特点。其中：（1）风险

相对集中的农林渔牧业、采矿业信贷增速较远低于整体信贷增速；（2）小

微企业相对集中的批发和零售业信贷增速较 2018 年提升，国有银行受小微

信贷超量投放影响，是该领域信贷投放的主力军，而股份制银行批发和零售

业信贷投放相对较慢；（3）制造业领域信贷投放边际改善，但结构分化较

为明显。在 31 个子行业中，传统制造业领域信贷增速改善有限。与之相对

应的是，汽车、通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设备、仪器仪表等高端制造业

领域总体维持了“高增长、低不良”态势，信贷投放高于整体信贷增速，且

平均不良率明显低于制造业一般水平。这表明，尽管一季度商业信贷投放回

暖，但整体银行风险偏好依然审慎，特别是中小行在推进信贷结构调整优化

过程之中，对传统高风险领域逐步压缩资源配置，“宽货币”向“宽信用”

传导尚未完全疏通，货币政策在稳健基础上仍需维持适度定向调控力度。 

综合来看，此次定向降准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再度转松，而是央行通过

结构性工具的使用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小微、民企领域。二季度，货币政

策已进入观察期，高层会议多次强调要管好货币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但

也需看到，二季度受缴税、分红等扰动因素角度，客观上需要更加精准的调

控稳定市场预期。在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尚未完全疏通，利率市场化进程有待

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维持“总量稳健+结构宽松”既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

灵活性，又能够较好的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目标，避免重走大水漫灌刺激

经济的老路。 

◆投资建议 

二季度，银行股业绩驱动因素客观存在趋缓压力，但基本面情况整体稳

定；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呈企稳态势，而板块当前估值仍处于低位，且股息率

水平依然较高，我们认为银行股仍具备良好的长期投资价值，但需调整投资

节奏。投资上建议“抓两端”：（1）资产质量认定相对审慎的工行、建行

大型银行；（2）拥有浙江、江苏独特区位优势，良好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

基础和风控能力，兼具高 ROE 和高成长性的常熟、杭州等小型银行也可关

注。 

◆风险提示： 

 经济复苏态势未确认，银行资产质量再度承压 

 

 

 



2019-05-06 银行业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4- 证券研究报告 

 

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说明 

行

业

及

公

司

评

级 

买入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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