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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Profit] 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32 

行业总市值(百万元) 9,484,967 

行业流通市值(百万元) 6,349,251 
 

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公司持有该股票比例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银监会 19 年 1 季度数据点评：规

模驱动业绩增速走高，息差与资产

质量平稳>>2019.05.12 

 

<<银行：大型银行具有防御性-银行业

周 报 （ 2019 年 05 月 第 2

期）>>2019.05.12 

<<银行角度看 4 月社融数：高波动的原

因，未来社融会平稳>>2019.05.09 

 

[Table_Finance]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简称 股价 

(元) 

EPS PE PE

G 

评级 

2017 2018 2019E 2020E 2017 2018 2019E 2020E 

工商银行 5.57 0.79  0.82  0.86  0.90  7.05  6.77  6.48  6.17  - 增持 

建设银行 6.92 0.96  1.01  1.05  1.10  7.17  6.82  6.58  6.28  - 增持 

农业银行 3.61 0.58  0.57  0.59  0.63  6.22  6.38  6.09  5.74  - 增持 

招商银行 33.3

1 

 

2.78  3.19  3.54  3.97  11.98  10.43  9.41  8.38  - 增持 

宁波银行 22.4

4 

 

1.80  2.10  2.42  2.91  12.49  10.66  9.28  7.72  - 增持 

备注：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23 号文“巩固治乱象成果 促进合规建设”：防风险基调不变。23 号文

与 17 年初的“三三四十”、18 年初的 4 号文，以及 19 年 5 月的“金

融风险资产分类”等监管内容一脉相承，从内容上看并无超预期的地方，

但从发文频率看，显示监管防风险基调始终不变，预计执行力度平稳。 

 结构性存款监管趋势：假结构面临强监管，相关政策待完善。很多中小

银行业跟风发行“假结构性存款”以实现高息揽储、变相刚兑，未来一

定会面临严监管；叠加 2 月票据与结构性存款同步高增，引发监管对套

利与资金空转的担忧。预计未来针对结构性存款的专门性监管政策会逐

步出台，引导商业银行向保本理财-假结构性存款-真结构性存款的方向

过渡。 

 结构性存款的现状：1、基本为假结构；强监管+高基数背景下增速放

缓。2、产生背景：负债压力的驱使。2017 年以来对同业空转、非标通

道等业务严监管，大幅削弱了银行存款派生能力；主动负债利器同业存

单也纳入了同业负债合计占比不超总负债 1/3 的监管，而在部分融资需

求回表，表内信贷高增背景下，负债荒凸显，银行不得不通过发力结构

性存款支撑负债。3、未来：利率市场化的过渡产品，“真结构性存款”

难发展。 

 结构性存款监管，对行业整体存款压力具有边际改善。结构性存款，大

发展或者大萎缩，对流动性影响不大，更多的是存款在不同科目的转移。

所以监管趋严后，对存款总量没有影响；套利的结构存款减少后，表内

低利率的存款的替代压力边际减少。银行间的存款分化会加剧。未来存

款分化将加大，存款的竞争更倚重银行的综合吸储能力，存款更多依靠

银行客户关系、渠道和品牌获取，包括对企业客户提供结算服务、现金

管理，对个人客户提供的综合理财投资服务等，而不只是高收益的套利

产品。 

 投资建议：银行的核心投资逻辑是宏观经济，尤其是中长期的宏观经济。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给经济带来不确定。我们还是推荐偏防御的组合。 

 风险提示事件：经济下滑超预期。金融监管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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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3 号文“巩固治乱象成果 促进合规建设”：防风险基调不变 

 23 号文与 17 年初的“三三四十”、18 年初的 4 号文，以及 19 年 5 月的

“金融风险资产分类”等监管内容一脉相承，从内容上看并无超预期的

地方，但从发文频率看，显示监管防风险基调始终不变，预计执行力度

平稳。 

 

 监管文件制定背景：巩固 2017、2018 年整治工作成果，防止乱象反弹

回潮。19 年全年的目标：削减违规存量问题与遏制违规增量问题。全年

重点整治任务：银行机构从股权与公司治理、宏观政策执行、信贷管理、

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风险、重点风险处置等五个方面开展整治。另

这是第一次在文件中提到对结构性存款的监管，指出结构性存款不真实，

通过设置“假结构”变相高息揽储，在此我们在下文详细阐述结构性存

款的相关内容。 

 

图表：监管文件比较 

17年初

“33410” 

18年初“4号文” 19年 5月

“金融风险

资产分类” 

19年 5月“23号文” 

三违反、三套

利、四不当、十

风险 

8个维度、22个方面 

公司治理不健全、违反宏观调控

政策、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产品

风险、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利

益输送、违法违规展业、案件与

操作风险、行业廉洁风险 

风险分类资

产范围、逾

期天数与风

险分类挂钩 

股权与公司治理、宏

观政策执行、信贷管

理、影子银行和交叉

金融业务风险、重点

风险处置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中泰证券研究所 

二、结构性存款监管趋势：假结构面临强监管，相关政策待完善 

 假结构性存款会面临强监管：我们在一年前的报告《解开“结构性存款”

的“面纱”：假结构会被强监管》已提及很多中小银行业跟风发行“假结

构性存款”以实现高息揽储、变相刚兑，未来一定会面临严监管；叠加

2 月票据与结构性存款同步高增，引发监管对套利与资金空转的担忧。

预计未来针对结构性存款的专门性监管政策会逐步出台，引导商业银行

向保本理财-假结构性存款-真结构性存款的方向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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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当月新增结构性存款与票据融资（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针对结构性存款的监管政策还有待完善：自 2005 年以来针对结构性存

款的定义、名称规范、发行资格以及销售等相关规定在逐步完善，但结

构性存款的管理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会计科目的核算，有的银行放在“存

款”科目，有的放在“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科目，以及产品相关信息披露指引等。 

 

图表：上市银行结构性存款报表科目分类情况 

 结构性存款负债端科目 备注（2018，规模-百万元） 

建行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结构性存款：42,133 

保本理财：351,369 

中行 存款 结构性存款：584,924（含保本理财） 

光大 存款 结构性存款：482,458 

华夏 存款 结构性存款：101,905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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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结构性存款相关监管规定 

日期 文件 监管点 主要内容 

2005.9.24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

务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2005年第 2 号） 

基础资产与衍生交

易分离，基础资产按

存款业务管理，衍生

交易按金融衍生品

业务管理 

商业银行销售的理财计划中包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

其结构性存款产品应将基础资产与衍生交易部分相

分离，基础资产应按照储蓄存款业务管理，衍生交易

部分应按照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管理。 

2009.7.6 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

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

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 

银行或受托管理人

应具备衍生品交易

资格 

理财资金用于投资金融衍生品或结构性产品，商业银

行或其委托的境内投资管理人应具备金融机构衍生

品交易资格，以及相适应的风险管理能力。 

2011.10.10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

售管理办法 

理财产品名称的规

范 

对挂钩性结构化理财产品，名称中含有挂钩资产名称

的，需要在名称中明确所挂钩标的资产占理财资金的

比例或明确是用本金投资的预期收益挂钩标的资产。 

2018.9.28 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

督管理办法 

对结构性存款定义、

核算管理、衍生品交

易资格以及销售进

行规定 

商业银行已经发行的保证收益型和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应当按照结构性存款或者其他存款进行规

范管理。 

本办法所称结构性存款是指商业银行吸收的嵌入金

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

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

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获得相应收益的产品。 

结构性存款应当纳入商业银行表内核算，按照存款管

理，纳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保费的缴纳范围，相

关资产应当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

规定计提资本和拨备。衍生产品交易部分按照衍生产

品业务管理，应当有真实的交易对手和交易行为。 

商业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应当具备相应的衍生产品

交易业务资格。 

商业银行销售结构性存款，应当参照本办法第三章第

二节和本办法附件的相关规定执行。 

2019.5.17 “巩固治乱象成果 

促进合规建设”工作

的通知（银保监发

〔2019〕23号） 

假结构性存款高息

揽储 

结构性存款不真实，通过设置“假结构”变相高息揽

储。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中泰证券研究所 

三、结构性存款的现状 

3.1 当前表现：基本为假结构；强监管+高基数背景下增速放缓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结构性存款的收益都是“确定的”：假结构性存款在

期权部分设置了不可执行的行权条件，通过提高内部转移价格将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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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转化成“类固收产品”，从而使客户获得较高无风险收益；或者给到

的保底收益较高，无论是否触发行权，客户都能拿到比较高的收益。 

 

图表：假结构性存款的两种模式 

 假结构性存款 1：期权不可触发 假结构性存款 2：期权触发

与否差别不大 

 A银行 B银行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 保本浮动收益 

期限 364天 91天 

收益率 根据挂钩标的价格的表现，向客户支付浮

动理财收益率，该收益率在 2.00%（年化）

到 8.25%（年化）之间 

若股票指数价格在观察期内从未大于障碍

价格，则预期年化收益率（年化） = 2.00% 

+ Max(期末价格/期初价格-100.0%,0)*参

与率 

若股票指数价格在观察期内曾经大于障碍

价格，则预期年化收益率（年化）=3.80% 

障碍价格=期初价格+1027点 

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

时间上午 11 点，挂钩标的

“美元 3 个月 LIBOR 利率”

小于或等于 4.00%，结构性

存款年化收益率为 3.80%； 

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伦敦

时间上午 11 点，挂钩标的

“美元 3 个月 LIBOR 利率”

大于 4.00%，结构性存款年

化收益率为 4.10%。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强监管+高基数背景下，结构性存款增速放缓：各类型银行的结构性存

款同比增速基本在 2018年 9月即拐头向下，有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原因，

但监管影响预计更大，2018 年 9 月《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

指出“商业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应当具备相应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

大部分中小银行不具备该资格，而拥有业务资格的大行在政策指导下即

停止了结构性存款增量通道业务，同时在中小行因新增业务暂停从而对

其存款分流压力减缓背景下，预计大行也主动放缓了结构性存款业务步

伐。 

 

图表：结构性存款同比增速放缓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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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产生背景：负债压力的驱使 

 负债荒压力使银行不得不通过结构性存款高息揽储：2017 年以来对同

业空转、非标通道等业务严监管，大幅削弱了银行存款派生能力；主动

负债利器同业存单也纳入了同业负债合计占比不超总负债 1/3 的监管，

而在部分融资需求回表，表内信贷高增背景下，负债荒凸显，银行不得

不通过发力结构性存款支撑负债；另一方面，由于保本理财的整改，银

行为了留存客户，也会通过较为相近的结构性存款承接这部分客户的投

资需求。 

 

图表：负债荒压力驱使银行通过结构性存款高息揽储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流动性指标改善：纳入存款科目的结构性存款能够较大程度的改善流动

性指标考核，如对全部银行进行考核的流动性匹配率（=加权资金来源/

加权资金运用），分子 3-12 个月定期存款的折算系数 70%远高于同期的

同业存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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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流动性匹配率项目表 

项目 
折算率（按剩余期限） 

≤3个月 3-12个月 ˃1年 

加权资金来源  

  1.来自中央银行的资金 70% 80% 100% 

2.各项存款 50% 70% 100% 

3.同业存款 0% 30% 100% 

4.同业拆入及卖出回购 1 0% 40% 100% 

5.发行债券及发行同业存单 0% 50% 100% 

加权资金运用  

  1.各项贷款 30% 50% 80% 

  2.存放同业 2及投资同业存单 40% 60% 100% 

  3.拆放同业及买入返售 50% 70% 100% 

  4.其他投资 100% 

  5.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视情形确定的项目 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视情形确定 
 

注：1、卖出回购、买入返售均不含与中央银行的交易。 

 2、7天以内的存放同业、拆放同业及买入返售的折算率为 0%。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中泰证券研究所 

3.3 未来：利率市场化的过渡产品，“真结构性存款”难发展 

 预计结构性存款更多作为利率市场化过渡期产品，真正的结构性存款难

迎来大发展，且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可替代品会有很多：1、真正的结构

性存款对银行的投研能力以及客户的金融知识要求较高，短期内行业生

态很难有大的突破。2、假结构性存款以起购金额低、收益率确定且高替

代了大额存单成为了利率市场化过渡期的产品，假结构性存款严监管及

利率市场化完成后，预计客户投资需求将被普通存款替代，届时普通存

款上浮将不再有上限约束；大额需求也会有相应更为透明、标准化的产

品满足。 

 

四、结构性存款严监管对银行的影响 

 结构性存款监管，对行业整体存款压力具有边际改善。结构性存款，大

发展或者大萎缩，对流动性影响不大，更多的是存款在不同科目的转移。

所以监管趋严后，对存款总量没有影响；套利的结构存款减少后，表内

低利率的存款的替代压力边际减少。 

 

 银行间的存款分化会加剧。未来存款分化将加大，存款的竞争更倚重银

行的综合吸储能力，存款更多依靠银行客户关系、渠道和品牌获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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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对企业客户提供结算服务、现金管理，对个人客户提供的综合理财投

资服务等，而不只是高收益的套利产品。相对有利于存款端稳定的大行

(招行)，以及某区域深耕的小银行（中小行个人+企业存款与结构性存款

同比增速负相关关系强于大行，预计结构性存款对存款的替代作用更强，

假结构性存款严监管以后，对于存款的留存考核加大）。 

 

图表：大行个人+企业存款与结构性存款同比增速相关

关系 

 图表：中小行个人+企业存款与结构性存款同比增

速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附：结构性存款介绍 

 结构性存款的设计一般为“存款+期权”，基于嵌入的衍生品工具可划

分利率、汇率、商品、股票、信用等挂钩型产品，形成“低风险低收益

+高风险高收益”资产组合。收益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存款所产生

的固定收益，另一部分是与标的资产的价格波动挂钩的收益，能够使存

款人在承受一定风险的基础的前提下，在基础收益之上获得较高投资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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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现有结构性存款可挂钩标的资产类型 

标的资产类型 产品特点 典型产品 

利率 推出最早、最典型。一般与 Libor挂钩，根据

计息方式不同，又可以分为收益递增型、浮动

利率收益封顶型、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相结合

型、利率区间型。 

中国 银行 “汇 聚

宝”部分系列产品 

汇率 2005年集中出现，存在挂钩汇率值、汇率波动

区间、人民币升值幅度多种产品类型，多为 3 

个月期限品种，也有少数 12 个月以上长期产

品。 

中信实业银行推出

的“7 年期亚太货

币篮子汇率挂钩”

的，美元理财产品，

其“亚太货币”篮

子由日元、新加坡

元、澳元、港币、韩

币组成，各占 20%。 

股票 以某一只股票、一篮子股票组合或某一股价指

数作为风险因素，该类结构性存款一般为保本

收益型，若股票反向波动较大，投资者不会损

失本金，仅损失利息。期限跨度多在 1-5年。 

渣打银行“道琼斯

指数 挂钩投资 产

品” 

商品 与黄金、原油、农产品等商品期权挂钩，可作

为对冲商品价格波动的工具，一般将大部分本

金投资于固定收益产品，其余小部分本金和利

息进行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衍生品交易。

期限多在 3-7年。 

荷兰银行 2005 年 9

月推出的国际商品

指数挂钩结构性存

款，与罗氏国际商品

指数（RICI）挂钩。 

信用 挂钩于某一信用实体的信用事件，存期内，若

无信用事件发生，投资者将获得高于市场回报

的收益率，若发生信用事件，投资者则将获得

低回报甚至亏损。对于银行来说，该类产品可

在吸收存款的同时分散银行的信用风险， 

 

 

资料来源：《结构性存款的特点及其在我国的运用》，中泰证券研究所 

 

 结构性存款根据收益类型可以分为保本型和非保本型，期权部分的风险

和收益均由客户承担。一般而言保本型结构性存款投资存款的比例较大，

客户承担来自衍生品部分的风险较小。衍生品部分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设

计成单个期权或者组合期权的模式，收益为随股价波动的连续型收益或

离散型收益。非保本型结构性存款投资衍生品的比例较大，客户承担风

险较高，但相对应的收益也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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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保本型结构性存款产品设计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非保本型结构性存款产品设计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经济下滑超预期。金融监管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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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估值表（交易价格：2019-05-17） 

 P/B ROE 股息率 

 2019E 2020E 2019E 2020E 2019E 

工商银行 0.80  0.73  12.7% 12.1% 4.70% 

建设银行 0.84  0.76  12.9% 12.5% 4.63% 

农业银行 0.73  0.67  12.2% 11.9% 5.04% 

中国银行 0.66  0.61  11.1% 10.7% 5.17% 

交通银行 0.62  0.57  10.5% 10.1% 5.26% 

招商银行 1.48  1.31  15.9% 15.9% 3.26% 

中信银行 0.66  0.61  10.4% 10.3% 4.19% 

浦发银行 0.68  0.61  11.7% 11.1% 1.06% 

民生银行 0.60  0.54  11.5% 10.9% 2.92% 

兴业银行 0.77  0.69  13.2% 12.7% 3.97% 

光大银行 0.65  0.59  10.8% 10.7% 3.55% 

华夏银行 0.53  0.49  9.6% 9.3% 1.89% 

平安银行 0.87  0.79  10.8% 10.5% 1.27% 

北京银行 0.66  0.60  10.9% 10.8% 3.75% 

南京银行 0.91  0.79  15.3% 15.3% 3.60% 

宁波银行 1.52  1.29  15.5% 16.1% 2.29% 

江苏银行 0.74  0.66  11.6% 11.7% 2.99% 

贵阳银行 1.28  1.10  16.6% 17.4% 2.42% 

杭州银行 0.82  0.73  10.1% 10.0% 3.07% 

上海银行 1.01  0.90  12.1% 12.5% 3.33% 

成都银行 0.88  0.77  16.5% 16.8% 4.07% 

江阴银行 0.93  0.88  7.5% 7.6% 1.60% 

无锡银行 0.98  0.91  10.7% 11.1% 2.93% 

常熟银行 1.17  1.04  13.4% 14.2% 3.48% 

苏农银行 0.96  0.88  9.2% 9.6% 1.92% 

张家港银行 1.10  1.02  9.2% 9.9% 1.92% 

上市银行平均 0.88  0.79  12.0% 12.0% 3.12% 

国有银行 0.73  0.67  11.9% 11.5% 4.96% 

股份银行 0.78  0.70  11.7% 11.4% 2.76% 

城商行 0.98  0.85  13.6% 13.8% 3.19% 

农商行 1.03  0.94  10.0% 10.5% 2.37% 
 

来源：公司财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银行估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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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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