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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告 

 
大象之舞：工行的转型之路 
 
 美国上世纪后期的大象转型 

银行业是重要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其服务供给要与经济结构契合，并随经济转

型而变。上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美国经历了一次经济结构转型，传统制造业加

速外迁，产业获得升级。这一过程中，还伴随金融自由化。因此，银行业也经

历剧烈转型，大量银行被淘汰，最后形成“综合大行，特色小行”格局，形成了

若干家超大型的国际化综合银行集团。 

 我国目前经济金融发展阶段与美国当时较为类似 

我国目前便是处于传统产业式微、新兴产业发展的过渡阶段，产业结构转型任

务沉重。银行传统存贷业务占比下降，新兴经济需要新的服务。因此，以工商

银行为代表的大型银行也面临战略选择，类似美国的国际化综合银行集团是较

为明确的方向。同时，由于科技金融的进步，这些大行还能服务于大零售（个

人、小微）客群，这一点较美国当时更为有利。 

 工商银行的“跨业、跨境、跨界”符合时代背景 

“跨业”即进入原本不是银行主阵地的资本市场业务，服务新老产业，也就是“综

合化”；“跨境”即进军海外市场，有些市场发展阶段还更早，产业相对还较传统，

也是我国传统产业转移目的地，有利于传统银行业的发挥，也就是“国际化”；“跨

界”即利用金融科技等手段，为客户（主要是大零售客群）提供金融和非金融

服务，从而实现高效的获客、服务与授信，从而使大型银行可以高效地从事小

微等业务。因此，上述战略类似于西方典型的综合化、国际化转型方向，外加

借助金融科技覆盖了原先大型银行不易参与的大零售客群，即零售化。我们深

信，工商银行该战略能够获得较好效果，实现大象起舞。 

 投资建议 

结合绝对估值与相对估值两种方法，我们认为工商银行内在价值为 6.9~9.8 元，

对应 2019e PB 1.0~1.4x。其估值目前仅有不到 0.9x，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投

资价值明显，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 

多种因素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判断产生影响，包括估值的风险、盈利预测的风

险、政策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其它风险等，详见正文。 
   
盈利预测和财务指标  
 2017 2018 2019E 2020E 2021E 

营业收入(百万元) 726,502 773,789 827,914 872,126 934,381 

(+/-%) 7.5% 6.5% 7.0% 5.3% 7.1% 

净利润(百万元) 287,451 298,723 313,473 328,326 342,915 

(+/-%) 3.0% 3.9% 4.9% 4.7% 4.4% 

摊薄每股收益(元) 0.79 0.82 0.86 0.91 0.95 

总资产收益率(ROA) 1.14% 1.10% 1.09% 1.06% 1.02% 

净资产收益率(ROE) 14.3% 13.4% 12.6% 12.3% 11.8% 

市盈率(PE) 7.6 7.3 6.9 6.6 6.3 

P/PPoP 4.4 4.0 3.7 3.5 3.3 

市净率(PB) 1.0 0.9 0.9 0.8 0.7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注：摊薄每股收益按最新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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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与投资建议 

我们采用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两种方法来估算公司的合理价值区间。 

绝对估值 

我们认为工商银行是我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商业银行，也是全球排名领先

的综合型商业银行集团，它的一举一动受到全行业的关注。目前，我国正处于

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从原来的粗放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

大大小小的银行也需要相应调整战略，寻找新时期的客户需求与业务空间，其

中大小银行有不同的战略选择。美国在上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经历过类似我们现

在的转型期，有一批银行被淘汰，但也有不少银行实现成功转型，这段时期可

成为我们的重要参考。 

我们在参考美国经济与银行转型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工商银行的转型战略较为

符合现阶段转型发展要求，未来的发展空间依然非常巨大，我们认为其相对行

业的竞争优势仍将长期保持。 

我们使用三阶段 DDM 估值，以未来三年作为短期（第一阶段，具体盈利预测

请见下表及后文），接下来 10 年作为中期（第二阶段），之后作为永续期（第三

阶段）。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来设定估值假设： 

 我们假设折现率为 10%，主要是考虑到全市场长期回报率可能维持在这一

水平附近。比如美国标普 500 指数 1927 年以来的长期回报率（假设分红

再投资于该指数）平均为 10.7%，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为 10.6%；国内上

证综指长期回报率（假设分红再投资于该指数）平均为 6.0%，深证综指平

均为 11.2%，这两个数字平均为 8.6%； 

 假设银行业长期平均 ROE 亦为 10%，长期利润增长率为 5%。对于 ROE

的假设主要是考虑到银行业作为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在准入退出机制有

效运作的情况下，供需平衡将导致行业投资回报率向全市场平均水平收敛；

长期利润增长率则假设与名义 GDP 增速近似，我们进一步假设长期名义

GDP 增速在 5%左右（作为一个参考，美国 1929-2017 年的名义 GDP 复

合增长率是 6.1%，1999-2017 是 3.9%）； 

 我们认为工商银行长期竞争力有望维持，但同时作为大型银行，其对金融

系统的影响举足轻重，考虑未来可能实施的 TLAC 等带来的监管影响，我

们谨慎假设其第二、三阶段 ROE 维持在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我们假设

其均为 10.5%。 

按以上主要假设条件，得到公司的合理价值区间为 7.8~9.8 元。 

表 1：DDM 模型相关参数（单位：百万元）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永续期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2022-2031)  

净息差 2.19% 2.21% 2.17% 2.17% 2.30% 2.30% 

非息收入占比 26% 26% 25% 24% 30% 30% 

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31% 31% 30% 30% 35% 35% 

资产减值损失/总资产 0.58% 0.62% 0.62% 0.65% 0.60% 0.60% 

所得税率 19.8% 19.8% 19.8% 19.8% 21.0% 21.0% 

生息资产/总资产 97% 97% 97% 97% 97% 97% 

权益乘数 12 12 12 11 9 9 

股利支付率 30% 30% 30% 30% 4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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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 1.10% 1.09% 1.06% 1.02% 1.15% 1.15% 

ROE 13.7% 13.0% 12.5% 12.0% 10.5% 10.5% 

净利润增速 4.1% 5.0% 4.8% 4.5% 6.1% 5.0%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该绝对估值相对于折现率和永续增长率较为敏感，下表是公司绝对估值相对此

两因素变化的敏感性分析。 

表 2：绝对估值相对折现率和永续增长率的敏感性分析（元） 

    折现率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永续增

长率 

6.5% 19.8 15.0 12.1 10.2 8.8 7.8 7.0 6.3 5.8 

6.0% 17.3 13.9 11.6 10.0 8.7 7.8 7.0 6.4 5.9 

5.5% 15.8 13.1 11.2 9.8 8.7 7.8 7.1 6.5 6.0 

5.0% 14.8 12.6 10.9 9.6 8.6 7.8 7.1 6.5 6.0 

4.5% 14.0 12.1 10.7 9.5 8.6 7.8 7.1 6.6 6.1 

4.0% 13.5 11.8 10.5 9.4 8.5 7.8 7.1 6.6 6.1 

3.5% 13.1 11.6 10.3 9.3 8.5 7.8 7.2 6.6 6.2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分析 

相对法估值 

我们将全部上市银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综合比较各公司的当前 PB 以及 ROE，

同时考虑到工商银行负债成本优势所带来的相对谨慎的经营风格（详见我们

2018 年 5 月 31 日发表的工商银行深度报告《工商银行：资产端经营审慎，负

债端优势突出》），我们认为给予其 1.0~1.2 倍动态 PB 是合理的，对应 2019 年

的合理价格区间为 6.9~8.3 元。 

表 3：上市银行估值比较 

收盘日:  收盘价 

（元） 

普通股 ROE 归母净利润同比 PB PE 

2019/10/27  2018A 2019E 2020E 2018A 2019E 2020E 2018A 2019E 2020E 2018A 2019E 2020E 

601398.SH 工商银行 5.98  13.7% 13.0% 12.5% 4.1% 5.0% 4.8% 0.95 0.87 0.79 7.3 6.9 6.6 

601288.SH 农业银行 3.66  13.4% 12.7% 12.0% 5.1% 7.1% 2.5% 0.81 0.74 0.68 6.5 6.0 5.9 

601988.SH 中国银行 3.73  12.0% 11.4% 11.1% 4.5% 3.9% 4.9% 0.73 0.67 0.62 6.4 6.1 5.8 

601328.SH 交通银行 5.71  11.5% 11.2% 10.6% 4.9% 4.5% 2.8% 0.66 0.61 0.57 6.0 5.7 5.5 

600036.SH 招商银行 36.40  16.6% 16.8% 16.9% 14.8% 14.3% 14.4% 1.81 1.60 1.41 11.6 10.2 8.9 

601166.SH 兴业银行 18.85  14.2% 13.9% 13.4% 6.0% 8.6% 8.2% 0.89 0.80 0.72 6.6 6.1 5.6 

600016.SH 民生银行 6.19  13.0% 12.3% 11.7% 1.0% 3.9% 4.8% 0.66 0.60 0.55 5.2 5.0 4.8 

600000.SH 浦发银行 12.90  13.0% 12.9% 12.4% 3.1% 10.7% 6.6% 0.86 0.77 0.70 7.0 6.3 5.9 

601998.SH 中信银行 6.27  11.2% 10.5% 10.1% 4.6% 4.2% 3.1% 0.76 0.70 0.65 7.1 6.8 6.6 

000001.SZ 平安银行 16.88  11.4% 11.3% 10.6% 7.0% 14.2% 10.1% 1.49 1.21 1.10 13.7 11.9 10.8 

601818.SH 光大银行 4.48  11.7% 11.5% 11.1% 6.7% 6.0% 5.6% 0.81 0.74 0.68 7.3 6.9 6.5 

600015.SH 华夏银行 7.66  12.3% 10.1% 9.1% 5.2% 0.9% 1.2% 0.60 0.55 0.51 5.9 5.8 5.8 

601169.SH 北京银行 5.53  11.6% 11.3% 11.1% 6.8% 6.2% 6.9% 0.67 0.62 0.57 6.1 5.7 5.3 

601009.SH 南京银行 8.96  16.9% 16.7% 16.8% 14.5% 13.2% 13.0% 1.12 0.99 0.88 7.1 6.3 5.5 

002142.SZ 宁波银行 27.16  19.0% 17.7% 16.9% 19.9% 18.5% 16.4% 2.31 1.80 1.56 13.9 11.7 10.1 

600919.SH 江苏银行 7.13  12.4% 12.8% 12.8% 10.0% 11.9% 10.0% 0.80 0.73 0.67 6.8 6.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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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128.SH 常熟银行 8.68  13.3% 11.8% 12.3% 17.5% 18.6% 19.4% 1.85 1.44 1.32 16.0 13.5 11.3 

  平均   13.4% 12.8% 12.5% 7.9% 9.0% 8.1% 1.03 0.90 0.82 8.1 7.4 6.8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投资建议 

结合绝对估值与相对估值两种方法，我们认为工商银行内在价值为 6.9~9.8元，

对应 2019e PB 1.0~1.4x。其估值目前仅有不到 0.9x，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投

资价值明显，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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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转型背后的逻辑 

银行业因经济而变 

银行业是金融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类似我国这样的银行主导金融体

系中，银行业占整个金融业比重非常高，国民经济中的大部分金融服务由银行

业承担。这一情况有利有弊，利在于银行体系更能集中动员资源，弊则在于风

险集中在银行体系，近几年改革的讨论一直不绝。 

图 1：2019 年二季末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比例 

 

资料来源：央行，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过去，学界、业界有过“金融体系之争”，即一国应该选择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

系还是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亚洲习惯上分别称之为间接金融、直接金融）。

不同国家选择不同的金融体系，有历史因素（比如建国之初当时的主要金融服

务是些什么内容，之后也不可能完全推倒重建），也有当下的现实因素，而现实

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哪种体系更能满足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换言之，

选择哪种金融体系，并不是金融服务业（即金融服务的供给方）的一厢情愿，

还要看需求方——最大客户实体经济——的具体需求。因为，不同金融体系下

的各种金融服务与产品，是适用于不同的经济结构的。而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金融服务的种类也要随之变化。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经历了一轮接近半世纪的经济增长期，主要得益于技

术进步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释放。而几次技术进步引领了产业升级，形成了一种

国家之间产业梯度转移的现象。即，美国成为全球的科技进步龙头，每次他们

取得技术进步并实现产业化后，便将旧的产业转移至其他地区，比如早期亚洲

日本和四小龙等承接了传统制造业、电子产业等。然后，产业再逐步转移至中

国大陆，最终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全面的工业体系，成为制造业大国。目前，产

业梯度转移还在进行中，有些低端制造业已经从中国大陆转向东南亚，而中国

大陆也在努力谋求进一步的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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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梯度转移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产业梯度转移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一方面是各国追求更

高产业增加值的动机，但同时也是经济发展了之后，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

本等上升导致原有产业盈利微薄，从而不得不转移至更廉价的地方去。因此，

是主动、被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产业梯度转移是全球的动态视角，如果只从一个地区的视角来看（也就是只盯

住转移过程中某一环节），就是“产业升级”现象，将老的产业转移出去，将新的

产业转移进来。而这个产业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往往会对金融服务业带来考验。

因为，实体经济是金融服务业的客户群体，金融服务的种类要适应、满足客户

的需求。产业升级过程中，新老产业交替，而一般规律是：越是处于创新、成

长等初级阶段的产业，其风险越大（当然其未来的收益空间也越大），未来现金

流越不稳定，可抵质押的物品越少，越不适合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低风险债权

融资，更多需要投资银行等服务。随着这些产业逐步成熟，风险变小，现金流

变稳定，可能会有一部分陆续成为贷款客户经理的座上宾。 

表 4：老产业的适用金融服务 

 传统产业 新兴产业 

我国现阶段典型代表 制造业、商贸业等 科教文卫等 

典型特征 资本密集型、人力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 

风险收益特征 低风险、低收益且稳定 高风险，高收益且不稳定 

拥有资产 土地设备房产等固定资产 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 

主要融资渠道 债权融资（贷款为主、龙头债券等） 股权融资 

主要金融服务 银行信贷和其他传统服务 投资银行、资本市场服务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因此，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时点上，银行需要考虑如何与时俱进，介入资本市场

业务，想方设法满足新兴产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否则就会错过一个时代，错过

未来。而且，这里的银行主要是指大银行，因为小银行可能只需要找到特色领

域即可（比如精耕细作当地小微企业的特色银行），不一定会参与全部产业。因

此，可以说，在产业升级背景下金融服务如何随之升级，是摆在大银行面前的

课题，并且绝无可能绕开。 

美国镜鉴 

由于国情的巨大差异，美国的经验我国并不能完全照搬，比如一个重大差异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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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自建国以来便已有了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并且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也存

在差异。但美国的银行业确实也经历过因多种原因导致的转型，对于我国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可以将 1929-1933 年大萧条之后的金融管制作为分析的起点，利率管制、金融

分业、固定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措施在大萧条之后陆续出台，对于恢复

全球经济有积极贡献。二战后，美国将传统制造业慢慢转移至欧洲、亚洲，自

己开始发展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很多技术来自军用转民用）。到了 1970 年代，

美国遇到了滞胀、石油危机、固定汇率体系崩溃等问题，传统制造业生存压力

变大，传统产业加速向日本、亚洲四小龙转移，美国继续发展高技术产业，但

这也是他们相对较为艰难的一段时期。1990 年代之后，随着信息技术等领域取

得更大的突破和应用，美国产业升级加快，开始执全球科技之牛耳，一边应用

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一边发展新的高科技产业形态，同时在全球构建了国际

生产网络。 

也是在 1970 年代左右，滞胀等原因导致美国原有的金融管制难以为继，金融

自由化改革开始推进。银行业的高度管制导致各种以突破监管为目的的金融创

新层出不穷，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大额存单等，改变了整个金融体系格局，同

时也让非银行金融机构得到较大的发展。但这些创新反过来也削弱了管制的效

果，从而客观上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这一进程给美国银行业带来巨大的经营

压力，最为明显的一点影响是，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的快速增长，居民的

可选投资渠道、企业的可选融资渠道增加，“金融脱媒”现象日益显著。为应对脱

媒，部分中小银行开始铤而走险，提高放款的风险偏好，最终诱发了 1980 年

代末一次严重的危机，很多银行被淘汰，银行数量快速下降。 

图 3：美国居民金融资产中存款占比在上世纪曾大幅下降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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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美国银行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FDIC，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显然，提高风险偏好并不是科学的转型方式，但“危中有机”，美国银行业开始寻

找更好的方式。从 1990 年代初开始，美国银行业开始转型，经过数年的优胜

劣汰，并购整合，最后依然有优秀的银行胜出。胜出的银行，一般是通过调整

业务范围与组织架构、加大创新力度等方式，积极介入资本市场业务等其他新

兴业务，从而使那些不再需要存贷款业务的脱媒客户，依然能够被银行综合服

务所覆盖，并最终体现为中间业务收入。大的方向，就是伴随产业转型而推进

的混业化、综合化。 

结合化推进最终推动了监管改革。1999 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实施，

大萧条的产物《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使得银行扩展业务的监管障碍

被清除，美国大型银行全面进入综合化经营时代，产生大型综合银行集团，客

户“脱媒”本质是脱离存贷款，但并不脱离银行。这段时期刚好也是全球经济快速

发展的时候，部分银行还加快实施国际化推进，进军新兴经济体，找到新的业

务机会。可见，银行转型的方式，简单概括就是，“客户跑了”的时候，银行“跟

着客户跑”，外在的体现是综合化、国际化。 

因此，这一段波澜壮阔转型的最后产物，便是若干家超大型的国际化综合银行

集团，此外还有不少扎根当地社区的小型特色银行，主要承做基层的个人、小

微（美国一般将两者统称为零售，或称“大零售”，本报告也以“大零售”统称个人、

小微）业务，“综合大行、特色小行”成了转型后银行业的典型格局，大小银行有

一定程度的分工。 

在此，不得不提的是富国银行，有一点“孤案”色彩。它与同量级机构相比，综合

化程度不算高，除了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等业务之外，其他资本市场业务参

与并不深。同时，它坚持做扎根社区的存贷款业务，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抗

周期能力反而更强。但是，这种模式在美国大银行集团中并不算多。我们此前

另有深度报告《富国银行成功靠什么？——兼论为何我们认为四大行被低估》

（2018 年 5 月 16 日）介绍富国银行。 

我国目前的阶段与之较为类似 

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跟上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美国转型时期非常相似。 

产业方面，我国目前便是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的低端制造

业逐渐式微，甚至里面有不少落后、过剩的产能，依然处于残酷的淘汰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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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则还在培育发展过程中，已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还不足以形成经济支柱，经济转型面临“青黄不接”的风险，转型任务依

然沉重。而且，由于面临更大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前常用的对外引进技术的方

法，目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技术进步的难度更大。 

金融方面，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资本市场在国家经济工作中的地位已被显著

提高，监管部门不断修订文件，持续放开新市场、新业务、新产品，并且加快

了证券经营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和金融市场（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的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在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进程中

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给银行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 

因此，此时的银行业，一方面要处理老旧产业淘汰过程中的不良资产压力，同

时另一方面又要掌握新的服务方式，以便服务好新兴产业，并且找到新的业务

空间，确实也是处于较为艰难的一段时期。服务新兴产业方面，银行业又面临

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大的竞争，虽然体量上依然占据绝对优势，但在抢占新兴产

业阵地上，已面临很大压力。所幸的是，不良资产压力集中释放在 2012-2018

年间，目前这一轮不良资产出清已接近尾声，后续压力不算大。因此，后续的

重点任务，便是找到新的业务空间。 

图 5：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压力比前几年有所减轻 

 

资料来源：上市银行定期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美国银行业通过残酷的市场竞争最终达到了最终的行业格局，即“综合大行、特

色小行”。我们不可能完全复制，但可以作为我们转型的参考，并结合自身国情

和新时代背景，相应调整优化。对于我国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大型银行而言，

也是“综合大行”的方向，国际化综合银行集团是较为符合未来转型方向的战略选

择。 

但与上世纪的美国不同的是，由于各种新型金融科技的进步，我国大型银行目

前有可能借助技术力量，服务于原本只有中小银行能做的个人、小微（大零售）

客群。换言之，由于时代的技术进步，我国大型目前的战略转型的技术条件要

好于过去的美国，有可能出现兼具综合大行和零售特色的大型银行。 

工行的战略转型之路 

工商银行是我国最大的商业银行，是业内的“老大哥”，它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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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起到行业风向标作用，为各界所关注。此前，工商银行提出了“跨业、跨境、

跨界”的转型战略，与前述结构转型的时代背景高度吻合，有可能成为大型银行

战略转型的样本： 

 跨业即进入原本不是银行主阵地的资本市场业务，服务新老产业，也就是

“综合化”； 

 跨境即进军海外市场，有些市场发展阶段还更早，产业相对还较传统，有

利于传统银行业的发挥，也就是“国际化”； 

 跨界即利用金融科技等手段，为客户（主要是大零售客群）提供金融和非

金融服务，从而实现高效的获客、服务与授信，从而使大型银行可以高效

地从事小微等业务。这一点是我国现在比上世纪末的美国银行业更有利的

一点，即“零售化”。 

因此，上述“跨业、跨境、跨界”转型战略就是西方典型的综合化、国际化转型方

向，外加借助金融科技覆盖了原先大型银行不易参与的大零售客群，即零售化

（当然，金融科技不仅仅服务大零售，同样可服务各大客群）。随着上述战略的

推进，我们深信工商银行能够获得较好的经营效果，实现大象起舞。 

跨业：综合化服务新老产业 

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未来产业转型升级，原本适合用贷款服务的传统制造业式

微，传统产业在淘汰过程中通过产业整合，出现集中化趋势，有些产业将仅剩

几家大的巨头。这几乎是传统产业不可避免的宿命。这种情况下，这些产业，

要么是新投入的资本越来越少，要么是这些大巨头直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对

信贷的需求量将大幅减弱。 

从近几年市场表现来看，整体社融中债券（含企业债、专项债）及股票融资的

占比在持续提高，这几乎是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必然现象。 

图 6：社融中债券及股票融资占比提升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随着传统产业继续推进整合，业内大型巨头信息透明度较高，而银行提供信贷

的一大逻辑基础是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高，需要由银行挖掘企业的非公开信息

（即信息生产工作），并完成风险定价。如果企业本身信息较为透明，财报可信

度高，那么本身就无需银行进行很重的信息生产工作，更适合在市场上公开发

行证券来融资，成本一般会更低。因此，传统产业整合之后，龙头会更加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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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金融，银行信贷占比长期上继续下降的趋势依然还会延续。 

另一方面，代表着未来转型希望的各种新兴产业，风险较高、未来现金流不稳

定，不适合用贷款服务，国际通用的融资方式是股权融资，比如种子、VC、PE

等，不过社融统计时对这一块统计不全面。从其他数据上看，近几年 VC 及 PE

的投资额也在快速增长。 

图 7：国内近几年 VC 及 PE 的投资额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因此，不管是整合过程中的传统产业，还是方兴未艾的新兴产业，其信贷需求

均会减弱，这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趋势。但是，对其他金融服务依然有需求，

包括日常的资金管理与结算、财务咨询顾问、直接融资服务（多为资本市场业

务）、并购、业务资源整合引荐等。概括而言，这些企业对信贷融资的需求少，

但多元金融服务需求仍然是很多的。此时，如果银行仍然像过去一样仍然以存

贷款为主体，则必将丢失这些客户。 

为此，很多银行都开始向综合金融集团发展，成为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控股

集团，旗下拥有多种非银行金融牌照。目前，工商银行旗下拥有基金、投行（香

港）、保险等牌照，牌照种类较为齐全，尚缺内地证券、信托等少数牌照。 

表 5：六大行金融牌照对比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邮储银行 

银行 √ √ √ √ √ √ 

券商（内地）    √   

券商（香港） √ √ √ √ √   

保险 √ √ √ √ √   

信托   √     √   

基金 √ √ √ √ √   

金融租赁 √ √ √ √ √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六大行中横比来看，工商银行牌照种类并不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拥有数量庞

大、质量上乘的对公客群，因此其未来综合化发展空间巨大。 

牌照代表的是各银行拥有的“兵器”，但武艺再精湛也得有用武之地，就是得拥有

足够雄厚的客群。工商银行拥有最强的对公客群，对公客户数达到 762.8 万户，

是国内最大的对公银行。这一方面有历史原因，即工商银行成立之初便从人民

银行继承了当时的全部工商企业客户，同时也是由于工商银行强大的业务与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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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实力，使很多企业开户在工商银行最为便利。目前，国内大部分超大型企业

集团都是工商银行的客户，此外还覆盖了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同时，这 762.8

万户企业中的大部分，也是各自行业、各自地区的佼佼者，质地较为优良。而

且，值得一提的是，经历了上一轮不良资产周期之后，工商银行早在 2016 年

开始布局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新

能源新材料、互联网相关领域等，在行业内较为领先。 

展望未来，随着各类新兴产业的对公客户发展壮大，对综合金融服务的需求也

越会越来多，这才能使工商银行的各类金融牌照充分发挥其功能，用来服务好

客户，并且产生效益，而不是仅仅成为“牌照收集者”。 

跨境：加快国际化布局 

国际化是综合大型银行集团的必然选择，一般先服务走出去的本土客户（服务

“老乡”），然后再将业务逐步扩展至当地客户，最终充分融入当地。首要的动因，

是在本土产业升级转型中，随着传统产业向外转移，金融机构跟着走出去，继

续为这些企业提供全球化金融服务。由于银行对这些传统产业相对熟悉，对本

土企业也较熟悉，因此这种做法相对稳妥，起步风险较小。事实上，其他发达

经济体的银行国际化，基本上都是伴随自己的本土企业走出去，比如当年外资

产业进入我国时，他们本国的金融机构会随之而来（甚至在一国之内，某些城

商行跨区经营时，也是这一规律，起先服务“老乡”企业为主）。待到在海外展业

时间足够长了之后，对当地各方面相对熟悉之后，同时也获得了当地居民的认

可之后，才慢慢将业务覆盖至当地居民，日益融入。当然，这可能需要很多年

之后，因此，目前我国银行业的走出去仍然以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为主。 

工商银行布局海外，策应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同时也是服务自己的企业客

户走出去。根据 2019 年中报数据，工商银行已在境外 47 个国家或地区布局了

分支机构（分行或子行），海外资产布局已接近 10%。 

图 8：六大行境外业务占比 

 

资料来源：各银行 2019 年中报，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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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工行境外机构分布 

 

资料来源：工行 2019 年中报，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国际化布局并不是盲目出海，四处出击，而是有的放矢。工商银行的网点多为

新近几年开设，境内外协同水平可能还不如老牌全球化银行，但更加侧重于布

局于新兴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老牌全球化银行早期一般先进入西方发达

国家），而这些区域可能是我国传统产业转移出去的重点区域。这一点与美国银

行业全球化有些类似，本土传统产业转移至新兴国家，然后银行业跟随服务。

很显然，这一趋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然不可扭转，如果我国产业升级步伐加

快，那么传统产业转移至其他新兴国家的步伐也会加快，同时近年的贸易摩擦

也促使产业转移有所加快。因此，我们预计工商银行的海外布局更加契合产业

梯度转移规律，能够更好分享全球化成果。 

跨界：利用科技服务大零售 

随着对公部门的传统产业客户收缩，大零售的重要性开始突显，大大小小的银

行都开始陆续转向大零售，未来个人、小微客户会成为贷款的重点投向。但是，

某些标准化程度高的领域，可能很快就会呈现出较为激烈的竞争，比如个人住

房贷款，基本上就是价格取胜、大行通吃（但我国目前由于实施房地产调控，

有一些额外的价格或数量管控措施，因此该领域还未达到自由竞争状态）。反而

是在一些非标准化的领域，留给了不同银行的错位竞争空间。 

对于大型银行而言，用传统方式服务海量的个人、小微客户是不可想象的，这

已经超出了人类传统组织管理能力的边界。工商银行拥有高达 6.27 亿人的个人

客户，目前零售业务主体仍然是个人住房贷款、储蓄存款，工商银行也正在努

力拓展业务，包括财富管理、小微信贷等。目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处于

将个人客户的潜力、价值向更深处挖掘的阶段，而这需要现代金融科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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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大行的个人贷款以房贷为主 

 

资料来源：各银行 2019 年中报，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11：大行的存款中个人存款占比明显更高 

 

资料来源：各银行 2019 年中报，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金融科技泛指各种运用于金融服务中的现代科技手段，其中又主要以信息技术

为主。二战后，银行业大致经历了三次科技浪潮，即上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引

进计算机替代手工（金融电子化），2000 年前后的网络技术引进（金融网络化，

以在线金融服务为代表）以及此次金融科技变革（金融智能化），每次都使金融

服务效率大幅提升。最新这次浪潮发端于 2013 年前后，跟上一次浪潮的核心

差异，是互联网业经过 20 年左右的蓬勃发展，网络世界积累了海量数据，称大

数据，并开始挖掘其价值。民间称此次浪潮为“互联网金融”，其实并不准确，因

为此次浪潮的突破口并不是互联网，而是大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大型银行

可以分析、刻画大零售客户的行为和风险特征，从而能够自动决策向其推介什

么产品甚至为其定制产品（精准营销与智能金融），以及是否可以同意其贷款申

请（征信授信）。简言之，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现代金融科技，使银行从事高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房贷 信用卡 其他个人贷款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个人存款占比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全球视野  本土智慧 

 

Page  17 

度非标准化的大零售业务成为了可能，使以合理成本服务长尾客户成为了可能。 

工商银行于 2018 年整合了信息科技部和产品创新管理部，组建金融科技部；

整合了数据中心（北京）和产品研发中心，组建业务研发中心。2019 年 5 月，

又在前述部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工银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于雄安。目前，

国内银行业已成立不少类似的科技公司或事业部，但具体模式仍在探索之中，

效果还有待显现。 

但是，我们又不必过度拔高金融科技的意义，因为现在技术扩散较快，很多技

术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成熟、推广，并可轻易购得，成为各家银行的必备之器。

届时，比拼的又是对技术的整合应用水平、对需求的响应水平，以及对自身现

有客户的潜力价值挖掘。工商银行目前除拥有 6.27 亿人的个人客户之外，还有

40 万户的小微企业客户，从客户数量上看，无疑是全球最大的零售银行，未来

重点是利用金融科技，深度挖掘这些大零售客户的需求，为他们设计相应的产

品，以便创造更高价值。 

比如小微信贷（有些属于对公部门，在此一并讨论），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小型

银行的天下，它们利用天然亲近关系或人海战术（即紧密调研与跟踪），化解信

息不对称，因此实现了放贷。同时，由于银行整体规模小，团队管理半径有限，

也实现了良好的管理。我们有专门报告《小微信贷两大模式：水泥或鼠标》（2019

年 9 月 23 日）。这种模式若由大型银行来开展，其管理难度是超乎想象的，因

此过去大型银行一直很难深度涉水小微信贷。如今，在大数据技术等技术的支

持下，大型银行可能从银行内外采集客户数据，利用大数据征信、反欺诈、风

险管理等系统，综合评判小微企业的信贷需求与风险，实现业务开展。 

更进一步，为了掌握更多的大零售客户数据，工商银行等大型银行甚至还进一

步跨界至生活服务、电子商务等领域，推出相应 APP，招揽客户过来参与，从

而积累他们的大数据。虽然这些服务暂时无法实质性对抗各自领域的专业服务

商，但也已取得一定效果。2018 年，工商银行的融 e 行（手机银行 APP）活

跃用户数 3.13 亿户，“融 e 购”（品质电商平台）成交额达到 1.11 万亿元，“融 e

联”（工行的“微信”）注册用户 1.5 亿户。 

图 12：银行类 APP 月独立设备数前十（2019.9 数据）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因此，工商银行的“跨界”主要包括跨入金融科技、生活服务等非金融领域，其根

本目的还是为自己的金融业务导入客流、技术和数据。当然，对于工商银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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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全球第一大零售银行而言，存量客户庞大，导客流倒未必是最紧迫的，核

心还是引进技术以便进一步深挖存量客户的价值。 

盈利预测 

假设前提 

我们对工商银行盈利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假设如下： 

 总资产增长率：考虑到央行力图实现社融及 M2 增速与名义 GDP 增速的匹

配，我们预计未来几年银行业总资产增速大致在名义 GDP 增速附近波动，

从 Wind 一致预测的名义 GDP 增速来看，大致在 8 %上下。我们假设

2019-2021 年工商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速分别为 7.4/8.1/8.1%； 

 净息差：我们在未来利率保持稳定的假设下，通过资产负债到期日结构数

据测算未来净息差变化。我们预计工商银行 2019-2021 年净息差为

2.21/2.17/2.17%（将 FVPL 投资收益还原为利息收入后）。考虑到未来利

率变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以及重定价未考虑新投放资产收益率及新增负

债付息率情况，可能存在较大误差，我们在下表中对净息差做了敏感性分

析； 

 资产质量：我们假设公司整体不良生成率走势与行业一致，谨慎假设未来

不良生成率将有所上升，假设 2019-2021年不良生成率为 0.85/1.00/1.00%；

考虑到公司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非常低，难以继续下降，我们假设 2019-2021

年不良贷款率稳定在 1.44%；由于不良生成率增加，我们假设公司拨备覆

盖率略有下降，2019-2021 年分别为 189/188/190%； 

 分红率：假设未来分红率跟 2018 年一样，为 30%。 

未来三年盈利预测 

在上述关键假设下，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4.9/4.7/4.4%，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5.0/4.8/4.5%，两者均大致在 5%上下浮动；2019-2021 年

ROE 为 12.6/12.3/11.8%。 

表 6：盈利预测结果 

（百万元）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营业净收入 773,789 827,914 872,126 934,381 

(+/-%) 6.5% 7.0% 5.3% 7.1% 

营业成本 241,008 254,220 265,132 280,592 

利润总额 372,413 390,802 409,318 427,506 

减：所得税 73,690 77,329 80,992 84,591 

净利润 298,723 313,473 328,326 342,915 

(+/-%) 3.9% 4.9% 4.7% 4.4% 

摊薄每股收益(元) 0.82 0.86 0.91 0.95 

总资产收益率(ROA) 1.10% 1.09% 1.06% 1.02% 

净资产收益率(ROE) 13.4% 12.6% 12.3% 11.8%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盈利预测的敏感性分析 

由于市场利率波动频繁，因此净息差对预测影响不确定性最大，我们进行如下

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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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净利润增速及 ROE 对净息差的敏感性分析 

  净利润同比 ROE 

  2019E 2020E 2021E 2019E 2020E 2021E 

净息差（+5bps） 8.7% 8.6% 8.4% 13.2% 12.7% 12.2% 

基准情形 4.9% 4.7% 4.4% 12.8% 12.3% 11.8% 

净息差（-5bps） 1.2% 0.9% 0.5% 12.3% 11.8% 11.4%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风险提示 

估值的风险 

我们采取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方法计算得出公司的合理估值，但该估值是建立

在较多假设前提的基础上计算而来的，特别是对公司折现率的假设和永续期

ROE、永续增长率的假定，及其和可比公司的估值参数的选定，都加入了很多

个人的判断： 

（1）我们尽可能拉取了较长时间的回报率，以此作为我们所认为的大盘长期投

资收益率合理假设值。但市场上投资者众多，不同投资者的投资期限、资金成

本、机会成本等均不一致，因此每名投资者可能会有其自身对折现率的取值，

这可能导致市场对公司内在价值的一致判断跟我们所得到的结论不一致。为此

我们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但敏感性分析未必能够全面反映所有投资者对折现率

的取值； 

（2）我们直接假定公司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 ROE 相对行业的差值，从而

判断公司的 ROE。该假设所基于的前提，是全行业长期 ROE 在 10%左右，而

这一假设又进一步基于行业竞争充分，存在高效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但现实情

况是，目前行业准入难度较高，推出壁垒也很高。虽然监管当局推动民营银行

成立、研究银行业破产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助于增强行业准入退出效率，但未来

行业能否实现高效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在时间上存在不确定性。较高的退出壁垒

可能导致行业竞争过度，从而拉低公司估值水平； 

（3）我们假设公司永续增长率将收敛于长期名义 GDP 增速，但对名义 GDP

增速的假设比较主观。虽然有美国长达 90 年的名义 GDP 增速作为参考，但依

然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对此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但真实情况有可能落在敏感性

分析区间之外； 

（4）相对估值时我们选取了全部上市银行进行比较，选取了可比公司平均动态

PB 作为相对估值的参考，可能未充分考虑市场整体估值波动的风险，即贝塔的

变化。此外，相对估值法还存在行业整体被低估，从而导致公司横向对比得到

的估值亦被低估的风险。 

盈利预测的风险 

对公司未来盈利预测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由于市场利率变动

频繁，加上银行自身也会根据市场利率波动调整其资产负债的类别、期限等配

置，更加剧了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二是对于不良贷款的认定和相应的拨备计

提，银行自身主观调节空间较大，因此可能导致实际情况与我们假设情况差别

较大。 

对于净息差可能存在的偏离，我们在前面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对于资产质量可

能存在的偏离，我们采取了偏向保守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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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受到严格的监管，且所从事的业务受到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影响

很大。若未来行业监管、货币政策等发生较大调整，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

影响，正面和负面影响都有可能。 

财务风险 

公司权益乘数很高，若财务管理不当，未来存在短期流动性风险。 

市场风险 

银行所从事的业务均为高风险业务，包括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宏观环境、利率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其他风险 

工商银行资产规模很大，对金融系统影响举足轻重，因此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加

严格的监管，这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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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估值表 

收盘日: 
港元汇

率： 
收盘价 

（元） 

普通股 ROE 归母净利润同比 PB PE 

2019/10/27 0.9027 2018A 2019E 2020E 2018A 2019E 2020E 2018A 2019E 2020E 2018A 2019E 2020E 

601398.SH 工商银行 5.98  13.7% 13.0% 12.5% 4.1% 5.0% 4.8% 0.95 0.87 0.79 7.3 6.9 6.6 

601288.SH 农业银行 3.66  13.4% 12.7% 12.0% 5.1% 7.1% 2.5% 0.81 0.74 0.68 6.5 6.0 5.9 

601988.SH 中国银行 3.73  12.0% 11.4% 11.1% 4.5% 3.9% 4.9% 0.73 0.67 0.62 6.4 6.1 5.8 

601328.SH 交通银行 5.71  11.5% 11.2% 10.6% 4.9% 4.5% 2.8% 0.66 0.61 0.57 6.0 5.7 5.5 

                              

600036.SH 招商银行 36.40  16.6% 16.8% 16.9% 14.8% 14.3% 14.4% 1.81 1.60 1.41 11.6 10.2 8.9 

601166.SH 兴业银行 18.85  14.2% 13.9% 13.4% 6.0% 8.6% 8.2% 0.89 0.80 0.72 6.6 6.1 5.6 

600016.SH 民生银行 6.19  13.0% 12.3% 11.7% 1.0% 3.9% 4.8% 0.66 0.60 0.55 5.2 5.0 4.8 

600000.SH 浦发银行 12.90  13.0% 12.9% 12.4% 3.1% 10.7% 6.6% 0.86 0.77 0.70 7.0 6.3 5.9 

601998.SH 中信银行 6.27  11.2% 10.5% 10.1% 4.6% 4.2% 3.1% 0.76 0.70 0.65 7.1 6.8 6.6 

000001.SZ 平安银行 16.88  11.4% 11.3% 10.6% 7.0% 14.2% 10.1% 1.49 1.21 1.10 13.7 11.9 10.8 

601818.SH 光大银行 4.48  11.7% 11.5% 11.1% 6.7% 6.0% 5.6% 0.81 0.74 0.68 7.3 6.9 6.5 

600015.SH 华夏银行 7.66  12.3% 10.1% 9.1% 5.2% 0.9% 1.2% 0.60 0.55 0.51 5.9 5.8 5.8 

                              

601169.SH 北京银行 5.53  11.6% 11.3% 11.1% 6.8% 6.2% 6.9% 0.67 0.62 0.57 6.1 5.7 5.3 

601009.SH 南京银行 8.96  16.9% 16.7% 16.8% 14.5% 13.2% 13.0% 1.12 0.99 0.88 7.1 6.3 5.5 

002142.SZ 宁波银行 27.16  19.0% 17.7% 16.9% 19.9% 18.5% 16.4% 2.31 1.80 1.56 13.9 11.7 10.1 

600919.SH 江苏银行 7.13  12.4% 12.8% 12.8% 10.0% 11.9% 10.0% 0.80 0.73 0.67 6.8 6.1 5.5 

                              

601128.SH 常熟银行 8.68  13.3% 11.8% 12.3% 17.5% 18.6% 19.4% 1.85 1.44 1.32 16.0 13.5 11.3 

  平均   13.4% 12.8% 12.5% 7.9% 9.0% 8.1% 1.03 0.90 0.82 8.1 7.4 6.8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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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财务预测与估值 

 

价值评估（倍）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利润表（百万元）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P/E 7.3 6.9 6.6 6.3   净利息收入 572,518 616,410 651,855 705,944 

P/B 0.9 0.9 0.8 0.7     利息收入 948,094 996,445 1,055,741 1,141,535 

P/PPoP 4.0 3.7 3.5 3.3     利息支出 375,576 380,035 403,886 435,591 

市值/总资产(A 股) 7.4% 6.9% 6.4% 5.9%   资产准备支出 161,594 184,118 198,901 227,509 

股息收益率(税后) 4.2% 4.4% 4.6% 4.8%   拔备后净利息收入 410,924 432,291 452,954 478,435 

            手续费净收入 145,301 155,534 164,300 172,467 

每股指标（元）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其他经营净收益 55,970 55,970 55,970 55,970 

EPS 0.82 0.86 0.91 0.95   营业净收入 773,789 827,914 872,126 934,381 

BVPS 6.30 6.91 7.55 8.22   营业费用 241,008 254,220 265,132 280,592 

PPoPPS 1.49 1.61 1.70 1.83   营业外净收入 1,226 1,226 1,226 1,226 

DPS 0.25 0.26 0.28 0.29   拔备前利润 532,781 573,694 606,994 653,789 

盈利驱动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总利润 372,413 390,802 409,318 427,506 

  存款增长 11.4% 9.0% 9.0% 9.0%   所得税 73,690 77,329 80,992 84,591 

  贷款增长 8.3% 8.3% 8.3% 8.3%   少数股东利润 1,047 1,047 1,047 1,047 

 存贷比 72% 72% 71% 71%   净利润 298,723 313,473 328,326 342,915 

盈利资产增长 7.1% 7.4% 8.1% 8.1%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贷款收益率 4.30% 4.27% 4.23% 4.23%     现金及存放同业 1,526,848 1,805,355 1,887,100 1,971,648 

  债券收益率 3.18% 3.12% 2.97% 2.97%     央行准备金 3,372,576 3,676,108 4,006,958 4,367,584 

 资产生息率 3.63% 3.58% 3.52% 3.52%     拆放金融企业 169,650 200,595 209,678 219,072 

  存款成本率 1.36% 1.36% 1.36% 1.36%     贷款 15,046,132 16,250,504 17,609,006 19,069,781 

 负债付息率 3.53% 3.47% 3.29% 3.29%     贷款拨备 -373,773 -454,757 -488,755 -536,555 

净息差(NIM) 2.19% 2.21% 2.17% 2.17%     债券投资 6,754,692 6,926,072 7,488,234 8,093,080 

净利差(SPREAD) 2.06% 2.09% 2.05% 2.05%     固定资产 288,606 313,814 327,519 334,671 

非利息收入比重 26% 26% 25% 24%     递延税款净额 48,392 48,392 48,392 48,392 

费用收入比(含税金及附加) 31.1% 30.7% 30.4% 30.0%     其他资产 492,644 528,840 587,458 658,120 

拨备支出/平均贷款 1.12% 1.18% 1.17% 1.24%    盈利资产 26,869,898 28,858,634 31,200,976 33,721,165 

有效所得税率 20% 20% 20% 20%   总资产 27,699,540 29,749,680 32,164,345 34,762,348 

              金融企业存放 2,329,777 2,100,741 2,035,448 1,941,386 

收入盈利增长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存款 21,408,934 23,335,738 25,435,954 27,725,190 

净利息收入增长 9.7% 7.7% 5.8% 8.3%     应付款项 656,750 704,191 760,805 821,905 

手续费收入增长 4.1% 7.0% 5.6% 5.0%     发行债券 959,196 1,045,524 1,139,621 1,242,187 

营业净收入增长 6.5% 7.0% 5.3% 7.1%    付息负债 24,697,907 26,482,002 28,611,023 30,908,763 

拨备前利润增长 8.8% 7.7% 5.8% 7.7%   总负债 25,354,657 27,186,194 29,371,828 31,730,668 

净利润增长 3.9% 4.9% 4.7% 4.4%     实收资本 356,407 356,407 356,407 356,407 

资产盈利能力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公积金 151,968 151,968 151,968 151,968 

RoAE 13.4% 12.6% 12.3% 11.8%     一般准备 279,064 293,938 309,520 325,796 

RoAA 1.1% 1.1% 1.1% 1.0%     未分配利润 1,206,666 1,379,940 1,561,487 1,751,049 

RoAA(拨备前) 2.0% 2.0% 2.0% 2.0%     少数股东权益 14,882 14,882 14,882 14,882 

RoRWA 1.8% 1.8% 1.7% 1.7%   所有者权益 2,344,883 2,563,487 2,792,517 3,031,680 

资产质量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贷款结构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不良资产率 1.5% 1.4% 1.4% 1.4%   企业贷款 61%       

拨备覆盖率 176% 189% 188% 190%   票据贴现 2%       

拨备余额/全部贷款 2.4% 2.7% 2.7% 2.7%   个人贷款 37%       

资本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存款结构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资本充足率 15% 16% 16% 16%   企业活期 30%       

一级资本充足率 13% 14% 14% 14%   企业定期 24%       

财务杠杆(倍) 11.8 11.6 11.5 11.5   储蓄活期 18%       

风险加权资产比重 62% 61% 61% 61%   储蓄定期 26%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3.0% 13.6% 13.8% 13.9%   其他存款 2%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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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投资评级 

类别 级别 定义 

股票 

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20%之间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卖出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行业 

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低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分析师承诺 

作者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本人的职业理解，

通过合理判断并得出结论，力求客观、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

响，特此声明。 

风险提示 

本报告版权归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所有，仅供我公司

客户使用。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复制或传播。

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我公

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

但我公司不保证该资料及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

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我公司于本报告公开发布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我公司

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我公司或关联

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

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我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

及资料处于最新状态；我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不

保证及时公开发布。 

本报告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或邀请。在

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

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投

资者应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自行判断是否采用本报告所载内容和

信息并自行承担风险，我公司及雇员对投资者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

切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说明 

本公司具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

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及其咨询人员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

券投资的相关信息、分析、预测或建议，并直接或间接收取服务费用的活动。 

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

询机构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客户发布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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