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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数据回顾 

市场表现 近五个交易日（1.7-1.13），沪深 300 上涨 2.96%，银行业（中信）

上涨 4.14%，跑赢大盘 1.19 个百分点，在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分类中排名第

3 位。分机构看，国有大行整体上涨 1.64%，股份制银行整体上涨 6.45%，

城商行整体上涨 1.51%，农商行整体下跌 2.34%。分个股看，招商银行

（11.89%）、杭州银行（9.73%）、兴业银行（6.94%）表现居前，青农商行

（-5.75%）、青岛银行（-7.51%）、厦门银行（-9.99%）表现居后。 

利率与流动性 上周（1.4.-1.8，下同）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资金 4650

亿元；隔夜、一周、两周、一个月 SHIBOR 分别为 0.97%、2.14%、1.79%

和 2.47%，较前周波动-12.8bp、-24bp、-123.2bp 和-23.4bp；1 年期、5 年

期和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分别波动-11.71bp、-0.41bp和0.27bp至2.36%、

2.95%和 3.15%。 

理财市场 据Wind不完全统计，1月 4日至 1月 10日共计发行理财产品 1156

款，到期 952 款，净发行 204 款。新发行的理财产品中保本固定型、保本浮

动型、非保本型产品占比分别为 0.00%、3.89%、96.11%。从不同期限产品

看，1 周、1 个月以及 4 个月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率较前周有所下降，分别下

降 2.15bp、41.56bp 和 0.67bp，其余期限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率均呈上升

趋势。 

同业存单市场 上周，同业存单净融资规模为 247.30 亿元。发行总额达

1755.00 亿元，平均发行利率为 2.7515%，到期量为 1507.70 亿元。 

 行业要闻 

银保监会公布多起违法违规案件 国开行等多家机构合遭罚近 2 亿；央行行长

易纲谈 2021 年金融热点问题：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央行取消信用卡

透支利率上下限管理 银行能否夺回“失地”？；央行就征信业务管理公开征

求意见；银行不良处置试点新政：提供政策保障 银行不良资产压降提速。 

 公司公告 

民生银行：关于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获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公告；南京

银行：关于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情况的公告；江苏银行：发布配

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邮储银行：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

中国银保监会核准的公告；上海银行：发布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投资建议 

1 月 4 日，财政部印发《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此次《办法》的修订，将原评价体系盈利能力（25%）、经营增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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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质量（25%）、偿付能力（30%）四类指标，调整为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

实体经济、发展质量、风险防控、经营效益四类，每类权重均为 25%，兼顾

了考核重点和平衡关系。综合来看，《办法》依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新形势，

对原办法考核指标范围以及权重设置两方面进行了完善；弱化盈利增长和偿

付能力指标的权重、将服务实体经济以及发展质量纳入评价范围，均有助于

推动商业银行加快业务结构调整和经营模式转型，引导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

中注重增长与质效、收益与风险等多重目标之间相权衡，从而实现银行业未

来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上周，上海银行发布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司营收和盈利实现稳健增长，

资产质量持续保持良好。2020 全年上海银行实现营业收入和拨备前营业利润

507.46 亿元和 405.9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0%和 3.09%。四季度公司业

绩明显改善，20Q4 单季度公司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0.84%和

48.11%，推动公司全年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转正，由前三季度同比增

速-0.91%和-7.99%增长为 1.90%和 2.89%。资产质量方面，2020 年末上海

银行不良贷款率 1.22%，与三季度持平，较 2019 年末上升 0.06 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 321.38%，较三季度小幅下降 6.69 个百分点，较 2019 年同比下

降 15.77 个百分点，整体资产质量表现相对稳定。目前，银行板块（中信）

估值约为 0.74xPB，处于历史低位，预计随着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银行

经营压力将得到一定的缓解，推动银行股估值修复，同时上海银行业绩趋势

转好释放一定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改善对银行业盈利能力恢复程度的悲观预

期，但行业整体表现后续仍需关注其他银行披露的业绩情况。个股方面建议

关注基本面稳健、零售化转型的行业龙头以及资产质量优异、估值弹性较大

的中小行，推荐招商银行（600036.SH）、平安银行（000001.SZ）、宁波银

行（002142.SZ）。 

风险提示：疫情不确定性影响，经济下行压力，银行资产质量恶化风险，政

策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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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期重点事件点评 

财政部印发《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 

1 月 4 日，财政部印发《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简称《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现行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建立于 2009 年，2016 年进行修订出

台《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对商业银行提升经营效益、提高资产质量、坚持稳

健经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财政部负责人答记者问表示，此次《办法》

修订是由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现行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局限

性逐渐凸显，有必要根据新形势需要进行修改完善。 

具体来看，《办法》较 2016 年总体考核指标设置降低了盈利增长和偿付能力的权

重，新增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创新发展以及引导银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相关指标，将原来的盈利能力（25%）、经营增长（20%）、资产质量（25%）、

偿付能力（30%）四类指标，调整为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发展质量、

风险防控、经营效益四类，每类权重均为 25%，兼顾了考核重点和平衡关系。《办

法》的修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动： 

顺应国家战略导向，继续引导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 《办法》的改革顺应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导思想，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

服务创新发展的新理念，大力发展高质量绿色金融，增设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

体经济相关指标考核，将绿色信贷占比、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占比以及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两增”“两控”相关指标纳入考核范围，并明确指出将积极有力部署、

精准贯彻落实相关政策作为加分项，均对推动商业银行切实有效的贯彻国家政策，

优化信贷结构，引导信贷资金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微观经济起到了激励作用。 

弱化资本充足率要求，保障银行信贷投放能力的需要 风险防控方面，《办法》降

低了偿付能力的考核权重，删除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两个考核

指标，并将资本充足率考核权重由 10%降低到 5%；资产质量方面删除了对流动

性的考核，将不良贷款率权重由 10%降为 5%，同时新增不良贷款增速指标，可

以更具体地反映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变动情况。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

主，现行办法针对资本充足率相关三项考核指标权重较高，不利于发挥资本对于

信贷的撬动作用，弱化相关指标权重，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同时，

《办法》也加大了对违规“黑名单”的处罚力度和范围，不仅扩大负面清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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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针对风险事件以及信息质量问题引入了降级处罚机制，扣分项的变动符合中国

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持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目标。 

增加发展质量评价维度，注重规模增长与提高质效协同发展 党的十九大和五中

全会都进一步明确，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

《办法》对原评价方法盈利能力和经营增长状况做出了调整，删除了资产利润率、

成本收入比、利润增长率及经济利润率，将净资产收益率权重由 10%下调至 8%，

均体现出对银行依靠规模增长带来的短期盈利的模式的弱化。新增发展质量评价

指标，首次从“人均”角度评价效能，引导银行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提升投入产

出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 

《办法》的修订旨在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励商业银行更加有效贯彻落实

国家宏观政策，更好服务微观经济、实体经济，为商业银行稳健运行、高质量发

展和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保障支撑。综合来看，《办法》依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新形

势，对原办法从考核指标范围以及权重设置两方面进行了完善。弱化盈利增长指

标和偿付能力指标的权重、将服务实体经济以及发展质量纳入评价范围，均有助

于推动商业银行加快业务结构调整和经营模式转型，引导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

注重增长与质效、收益与风险等多重目标之间相权衡，从而实现银行业未来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表 1：《办法》与 2016 年《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银行类）考核指标体系对比 

《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 《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银行类） 

考核方面 具体指标及权重 指标定义/计算方法 考核方面 具体指标及权重 

服务国家发展目

标和实体经济 

(25%) 

（新增） 

服务生态文明战略情况

（6%） 

绿色信贷占比:年末绿色信贷贷款余额/年末各项贷款余额×100% 

- 

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情况

（6%） 

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占比:年末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年末各项

贷款余额×100%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

增”完成情况（7%）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情况:全年完成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较年

初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较年初增速;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有余额户数:有贷款余额户数不低于年初水平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两

控”完成情况（6%） 

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情况: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

良率控制在不高于自身各项贷款不良率 3 个百分点;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成本(包括利率和贷款相关的银行服务收

费)水平:小微企业贷款综合成本符合年度监管要求。 

发展质量 

（25%） 

（新增） 

经济增加值（7%） 利润总额-平均权益回报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人工成本利润率（6%） 利润总额/人员费用×100% 

人均净利润（6%） 净利润/平均在岗职工人数 

人均上缴利税（6%） 年度分红及缴税/平均在岗职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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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控 

（25%） 

不良贷款率（5%） (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年末各项贷款余额×100% 

资产质量状况

（25%） 

不良贷款率（10%） 

拨备覆盖率（5%） 

不良贷款增速-还原核销耗

用拨备（5%）（新增） 

(当年新增不良贷款额+当年冲销或卖出资产耗用的减值准备)/上年

末不良贷款余额×100% 

流动性比例（5%） 

杠杆率（5%） 

拨备覆盖水平（5%） 实际计提损失准备/应计提损失准备×100% 

偿付能力状况

（30%） 

资本充足率（10%） 

流动性比例（5%） 流动性资产余额/流动性负债余额×100% 一级资本充足率（10%） 

资本充足率（5%） 总资本净额/应用资本底线之后的风险加权资产合计×100%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0%） 

经营效益 

（25%）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

（10%） 

[(年末国有资本±客观增减因素影响额)÷年初国有资本]×100% 盈利能力状况

（25%） 

资本利润率（10%） 

资产利润率（5%） 

净资产收益率（8%） 净利润/净资产平均余额×100% 

成本收入比（10%） 

经营增长状况

（20%）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10%） 

分红上缴比例（7%） 

（新增） 

分红金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00% 

利润增长率（5%） 

经济利润率（5%） 

加分项 
商业银行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相关政策和

部署积极有力、精准到位、措施得当 

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农业保险、不良资产主业集中度 

扣分项 
发生风险事件降级、违规受罚扣分、出现信息质量问题扣分或降级、无序设立子公司扣分、落实

国家政策不利扣分 

重大损失、信息质量、其他事项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渤海证券研究所 

 

2.数据回顾 

2.1 近五个交易日市场表现（2021.1.7-2021.1.13） 

近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上涨 2.96%，银行业（中信）上涨 4.14%，跑赢大盘

1.19 个百分点，在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分类中排名第 3 位。 

分机构看，国有大行整体上涨1.64%，股份制银行整体上涨6.45%，城商行整体

上涨1.51%，农商行整体下跌2.34%，股份行跑赢银行业平均指数，国有大行和

城、农商行均跑输银行业平均指数。 

分个股看，招商银行（11.89%）、杭州银行（9.73%）、兴业银行（6.94%）表

现居前，青农商行（-5.75%）、青岛银行（-7.51%）、厦门银行（-9.99%）表

现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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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近五个交易日 A 股银行指数（中信）跑赢沪深 300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图 2：近五个交易日各板块（中信）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表 2：近五个交易日银行股市场表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A股市值含限售股

（亿元） 

本周三收盘

价（元） 

近五个交易

日涨跌幅% 
PE(TTM) PB (LF) 

CI005163.WI 国有大型银行Ⅱ(中信)  1929.92  1.64%   

601398.SH 工商银行 13642.38  5.06  1.81% 6.24  0.70  

601939.SH 建设银行 631.26  6.58  5.11% 6.65  0.75  

601288.SH 农业银行 10088.12  3.16  0.96% 5.62  0.60  

601988.SH 中国银行 6744.50  3.20  0.63% 5.43  0.55  

601328.SH 交通银行 1766.29  4.50  0.00% 4.78  0.47  

601658.SH 邮储银行 3289.00  4.90  4.03% 7.16  0.81  

CI005343.WI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Ⅲ(中信)  12192.44  6.45%   

600036.SH 招商银行 10190.70  49.40  11.89% 13.51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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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998.SH 中信银行 1740.09  5.11  0.39% 5.66  0.55  

600000.SH 浦发银行 2888.25  9.84  0.20% 5.22  0.57  

600016.SH 民生银行 1840.48  5.19  0.00% 4.98  0.49  

601166.SH 兴业银行 4383.35  21.10  6.94% 6.98  0.86  

601818.SH 光大银行 1645.86  3.98  1.53% 6.05  0.64  

000001.SZ 平安银行 4017.03  20.70  5.83% 14.89  1.39  

600015.SH 华夏银行 947.85  6.16  -1.75% 4.56  0.44  

601916.SH 浙商银行 678.62  4.06  0.50% 7.30  0.76  

CI005344.WI 城商行(中信)  1193.73  1.51%   

600919.SH 江苏银行 794.60  5.38  -0.74% 5.41  0.67  

601169.SH 北京银行 1019.09  4.82  -0.62% 5.11  0.52  

601229.SH 上海银行 1150.73  8.10  3.58% 5.51  0.68  

601009.SH 南京银行 802.56  8.02  -0.37% 6.34  0.86  

601187.SH 厦门银行 294.79  11.17  -9.99% 16.37  1.67  

002142.SZ 宁波银行 2294.46  38.19  3.19% 16.08  2.28  

600926.SH 杭州银行 909.69  15.34  9.73% 13.24  1.46  

601577.SH 长沙银行 308.28  9.01  -1.64% 5.95  0.82  

601838.SH 成都银行 330.88  9.16  -4.78% 5.76  0.87  

601997.SH 贵阳银行 247.79  7.70  -0.26% 4.30  0.68  

002936.SZ 郑州银行 223.84  3.83  -2.79% 9.63  0.76  

002948.SZ 青岛银行 142.00  5.17  -7.51% 9.94  1.06  

002966.SZ 苏州银行 256.67  7.70  -1.66% 10.19  0.88  

600928.SH 西安银行 232.89  5.24  -2.60% 8.77  0.94  

CI005524.WI 农商行(中信)  892.24  -2.34%   

601128.SH 常熟银行 196.79  7.18  0.98% 10.88  1.12  

600908.SH 无锡银行 105.72  5.72  -2.72% 8.19  0.92  

002839.SZ 张家港行 103.42  5.72  -4.67% 10.45  0.98  

002807.SZ 江阴银行 89.49  4.12  -1.44% 8.74  0.79  

603323.SH 苏农银行 85.65  4.75  -3.06% 8.84  0.72  

002958.SZ 青农商行 263.89  4.75  -5.75% 8.97  1.02  

601860.SH 紫金银行 148.63  4.06  -3.33% 10.34  1.05  

601077.SH 渝农商行 381.16  4.31  -2.05% 5.50  0.53  

CI005021.WI 银行(中信)  8302.23  4.14%   

000300.SH 沪深 300  5577.97  2.96%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2.2 利率与流动性 

公开市场操作 上周（1.4-1.8，下同）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资金 4650 亿

元：其中逆回购投放 550 亿元，到期 5200 亿元。 

SHIBOR 上周 SHIBOR 整体呈下行趋势，隔夜、一周、两周、一个月 SHI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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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0.97%、2.14%、1.79%和 2.47%，较前周波动 -12.8bp、 -24bp、

-123.2bp 和-23.4bp。 

国债到期收益率 上周短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下行趋势明显，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分别波动-11.71bp、-0.41bp 和 0.27bp 至 2.36%、2.95%和

3.15%。 

 

 

 

 

 

 

 

 

 

 

 

 

 

 

 

 

 

 

 

 

2.3 理财市场 

据 Wind 不完全统计，1 月 4 日-1 月 10 日共计发行理财产品 1156 款，到期 952

款，净发行 204 款。新发行的理财产品中保本固定型、保本浮动型、非保本型产

品占比分别为 0.00%、3.89%、96.11%。 

图 3：SHIBOR 利率 图 4：公开市场操作（亿元）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图 5：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 图 6：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银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11 of 21 

 

从不同期限产品来看， 1 周、1 个月以及 4 个月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率较前周有

所下降，分别下降 2.15bp、41.56bp 和 0.67bp，其余期限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

率均呈上升趋势，其中 2 周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率上升最多，上升 10.00bp。 

 

表 3：不同期限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率 

 2021-01-10 2021-01-03 周涨跌幅(bp) 

1 周 2.83% 2.85% -2.15 

2 周 3.07% 2.97% 10.00 

1 个月 3.33% 3.75% -41.56 

2 个月 3.70% 3.58% 12.71 

3 个月 3.78% 3.72% 5.34 

4 个月 3.73% 3.74% -0.67 

6 个月 3.70% 3.69% 0.49 

9 个月 3.99% 3.94% 4.40 

1 年 3.50% 3.45% 5.00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2.4 同业存单市场 

上周，同业存单净融资规模为 247.30 亿元。发行总额达 1755.00 亿元，平均发

行利率为 2.7515%，到期量为 1507.70 亿元。1 个月、3 个月和 6 个月的同业存

单发行利率分别波动 -28.07bp、 -43.69bp 和 -48.62bp 至 2.28%、2.64%和

2.78%；1 个月、3 个月和 6 个月 AAA+级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分别波动

-72.97bp、-47.78bp 和-36.52bp 至 1.87%、2.16%和 2.43%。 

 

图 7：同业存单发行利率 图 8：AAA+级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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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业要闻 

3.1 银保监会公布多起违法违规案件 国开行等多家机构

合遭罚近 2 亿 

1 月 8 日晚间，银保监会发布一则公告指出，近期严肃查处一批违法违规案件，

对多家金融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处以合计 1.995 亿元的罚款。 

中国银保监会表示，将继续大力整治各种金融乱象，营造风清气正的金融环境，

强化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

线。 

资料来源：

https://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hydt/2021-01-08/doc-iiznezxt12

86109.shtml 

3.2 央行行长易纲谈2021年金融热点问题：货币政策要

“稳”字当头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就 2021 年金融领域热点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 易纲表示，在总量方面，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

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

增速基本匹配。在结构方面，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作用，加大对科技创

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重点任务的金融支持。同时，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

革，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宏观杠杆率增速预计今年回到基本稳定轨道 易纲表示，2020 年，疫情冲击使

GDP 增长率较低，使得我国宏观杠杆率，也就是总负债和 GDP 之比明显上升。

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放慢，预计今年可以回到基本稳定的轨

道。易纲强调，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要稳妥

处置个体机构风险和重点领域风险，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

体系，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补齐监管制度短板。风险处置过程坚持依法合规、

稳妥有序。完善风险处置长效机制，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加强行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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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支持好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 易纲表示，金融系统将进一步强化金融有

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

适应性、竞争力、普惠型的现代金融体系，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和创新结构

性货币政策工具，继续支持好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今年将重点做好

四方面工作：（一）继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

贷款支持计划，两个工具支持力度保持不变；（二）持续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支持商业银行扩大“三农”、小微企业、制造业贷款投放；

（三）继续发挥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引领作用，支持银行发行小微专项金

融债券，推广供应链票据和应收账款确权，促进企业发债融资；（四）健全农村金

融服务体系。 

继续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 易纲介绍，2021 年人民银行将进一步疏通 LPR 向

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通过深化 LPR 改革推动存款利率的逐步市场化。加强对互

联网平台存款和异地存款的管理，维护存款市场秩序，稳定银行负债成本。进一

步健全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和货币市场基准利率。 

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 易纲表示，下一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切实转变开放理念，推动系统化、制度化开放。进一步完善

金融领域各项配套制度，促进监管模式和制度体系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统筹推

进金融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扩大开放之后，相应

的金融监管必须跟上。易纲强调，要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和风

险防控体系。加强监管协调，形成监管合力。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提高金融

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维护好金融稳定。 

发挥好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三大功能 易纲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

味着我国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投资结构、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将发生深刻

转变。服务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是今年和未来一段时期金融工作的重

点之一。为此，他提出，要逐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的五大支柱。一是健全绿色金

融标准体系，做好统计、评估和监督等工作；二是完善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

要求，对社会公开披露碳排放信息；三是构建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增加碳减排的

优惠贷款投放，科学设置绿色资产风险权重等；四是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

场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产品，建设碳市场，发展碳期货；

五是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绿色金融标准要“国内统一、国际接轨”，争取年内

完成《中欧绿色金融共同分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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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1-01-08/doc-iiznctkf0906420.shtml 

3.3 央行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上下限管理 银行能否夺回

“失地”？ 

日前央行下发《关于推进信用卡透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银发〔2020〕327

号（下称《通知》），决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信用卡透支利率由发卡机构与

持卡人自主协商确定，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上限和下限管理（即上限为日利率万

分之五、下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的 0.7 倍）。该举措为 2017 年起央行设置信用卡

透支利率上限和下限后的政策延续，即全面实施信用卡利率市场化发展，以进一

步完善利率市场化机制。 

信用卡资深专家董铮表示，此次《通知》的出台，反映了央行重塑信用卡业务在

消费金融领域中地位的强烈决心。不过，信用卡业务能否借助《通知》重整旗鼓，

重新夺回业已失去的市场位置和空间，更多地还是取决于发卡银行在信用卡业务

经营策略实现与时俱进的调整，提升自身业务实力，以及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在信用卡产业发展初期，政府规定统一固定利率，有利于形成标准化、规范化信

用卡产品和服务。考虑到近年来信用卡市场逐渐成熟，风险管理体系日趋完善，

信用卡分期付款自主定价已为利率市场化作出尝试并积累了一定经验，推进信用

卡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成熟，央行充分听取有关各方意见，确立了分步推进信

用卡利率市场化的总体思路。 

央行进一步表示，对信用卡利率设置上限和下限，待时机成熟再全面实施市场定

价，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实施分步走、渐进式改革，有利于发卡机构在过渡

期内进一步积累定价数据和经验，引导其完善信用卡利率定价机制；二是目前各

发卡机构信用卡风控能力和定价能力参差不齐，进行利率上限和下限指导，有利

于避免个别发卡机构盲目降价打价格战，导致不公平竞争和高风险客户过度举债，

从而增加信用风险，引发市场局部混乱；三是在目前信息披露机制有待加强的情

况下，设置透支利率上限有利于防止个别发卡机构不合理收取过高利息，保障持

卡人合法权益。 

央行还表示，推动信用卡产业发展对满足居民日常消费支付和个人消费信贷需求

具有重要作用。《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作为完善信用卡业务监管政策

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激发信用卡市场活力，促进市场充分竞争，推动信用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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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升级，对鼓励消费、扩大内需和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积极作用。 

资料来源：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1-01-09/doc-iiznezxt1436186.shtml  

3.4 央行就征信业务管理公开征求意见 

1月11日，央行发布公告称，为坚持征信为民，规范征信业务及其相关活动，加

强征信监督管理，促进征信业健康发展，央行草拟了《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10 日。 

央行在《办法》起草说明中表示，《征信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征信

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数字征信时代，征信新的业态不断涌现，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征

信业务规则，导致征信边界不清，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不断出

现。为提高征信业务活动的透明度，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推动信用信息在信

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和信息使用者之间依法合规使用，人民银行依据《征信业管

理条例》并结合征信业务发展的实际，起草了《办法》。 

《办法》的制定原则有三条：一是，坚持征信为民的工作理念。充分保障信息主

体在征信业务活动中的知情权、同意权、异议权、投诉权等各项合法权益，满足

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征信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防范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滥采滥用，

保障征信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二是，兼顾信息安全和信息合规使用。在做

好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前提下，促进征信业规范发展，明确信息提供者、征信机

构、信息使用者各方的义务，鼓励征信机构在安全规范的前提下，提供多样化征

信产品和服务，增加征信有效供给。三是，与现行法律法规相衔接。充分吸收

《民法典》《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现行法律法规有关个人信息保

护的内容，充分考虑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衔接工作，吸收相关立法原

则和精神，细化个人信息保护力度。 

从主要内容来看，一是对信用信息和征信业务做了明确规定。使征信监管有法可

依。二是从保护个人和企业合法权益角度对信用信息采集、整理、保存和加工进

行了规定。三是规范信用信息的使用，保障用于合法目的。四是对信用信息安全

和跨境流动进行了规定。 

资料来源： 

https://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hydt/2021-01-12/doc-iiznctkf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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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9.shtml  

3.5 银行不良处置试点新政：提供政策保障 银行不良资

产压降提速 

1 月 11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银保监会办公厅于日前下发《关于开展

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批复同意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

流转中心试点开展单户对公和个人批量不良资产转让。《通知》显示，首批参与

试点银行包括 6 大行、12 家股份行；参与试点的不良贷款收购机构包括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符合条件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及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对比此前征求意见稿，《通知》对于批量个人不良贷款处置实现“一增一减”：

“一增”为，对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而言，批量收购个人不良贷款也不受区域限

制；“一减”为，参与试点的个人贷款范围为已经纳入不良分类的个人消费信用

贷款、信用卡透支和个人经营类信用贷款为主，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被

删除。 

此次《通知》放开了对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让的限制，进一

步扩充了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渠道。中国银行业协会法律顾问卜祥瑞表示，《通

知》以试点方式拓宽了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处置渠道和方式，对防范化解金融系统

性风险，提升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效能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卜祥瑞同时强调，

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是一项全新的风险化解工作，个人不良贷款具有数量大、

客户群体复杂、处置工作难等特点，各相关主体应特别注意保护贷款客户包括担

保人的合法权益。 

此次《通知》放开了对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让的限制，进一

步扩充了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渠道。同时，《通知》明确参与试点的个人贷款范

围为个人消费信用贷款、信用卡透支和个人经营类信用贷款为主，个人住房按揭

贷款、个人经营性抵押贷款等抵（质）押物清晰的个人贷款，应当以银行自行清

收为主，原则上不纳入对外批量转让范围。 

《通知》对于坚持真实洁净整体转让、强化不良贷款转让风险控制、严格受让个

人贷款清收要求、规范转让信息披露、依法保护有关贷款主体信息等多方面也提

出明确要求。其中，规范转让信息披露、依法保护有关贷款主体信息两方面在此

前征求意见稿中未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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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1-01-12/doc-iiznctkf1763327.shtml 

4. 公司公告 

表 4：重点公司公告概览 

证券简称 公告日期 主要内容 

民生银行 1 月 7 日 关于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获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公告：本公司近日收到批复，

中国银保监会同意本公司发行不超过 800 亿元人民币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南京银行 1 月 7 日 关于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情况的公告：自 2020 年 6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 月 5 日，公司大股东紫金集团、一致行动人南京高科合计增持股份 101,686,587

股，占公司总股本 1.016%。 

江苏银行 1 月 9 日 发布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配售增加股份总数为

3,225,083,672 股，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1 年 1 月 14 日。 

邮储银行 1 月 9 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中国银保监会核准的公告：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保监

会批复》同意本行非公开发行 A 股方案，非公开发行 A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300 亿元，用于补充本行资本金。 

上海银行 1 月 9 日 发布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2020 年，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507.46 亿元，同比

增长 1.9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85 亿元，同比增长 2.89%；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9%。2020年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24,621.44亿元，较上年末

增长 10.06%。本集团不良贷款率 1.22%，拨备覆盖率 321.38%；贷款拨备率

3.92%，较上年末提高 0.02 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Wind 渤海证券研究所 

5. 投资建议 

上周，上海银行发布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司营收和盈利实现稳健增长，资产

质量持续保持良好。2020 全年上海银行实现营业收入和拨备前营业利润 507.46

亿元和 405.9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0%和 3.09%；ROE 为 12.09%,较 2019

年下降 0.85 个百分点。四季度公司业绩明显改善，20Q4 单季度公司营收和归母

净利润同比增长 10.84%和 48.11%，推动公司全年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转

正，由前三季度同比增速-0.91%和-7.99%增长为 1.90%和 2.89%。资产质量方

面，2020 年末上海银行不良贷款率 1.22%，与三季度持平，较 2019 年末上升

0.06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321.38%，较三季度小幅下降 6.69 个百分点，较 2019

年同比下降 15.77 个百分点，整体资产质量表现相对稳定。目前，银行板块（中

信）估值约为 0.74xPB，处于历史低位，预计随着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银行

经营压力将得到一定的缓解，推动银行股估值修复，同时上海银行业绩趋势转好

释放一定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改善对银行业盈利能力恢复程度的悲观预期，但行

业整体表现后续仍需关注其他银行披露的业绩情况。个股方面建议关注基本面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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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零售化转型的行业龙头以及资产质量优异、估值弹性较大的中小行，推荐招

商银行（600036.SH）、平安银行（000001.SZ）、宁波银行（002142.SZ）。 

6. 风险提示 

疫情不确定性影响，经济下行压力，银行资产质量恶化风险，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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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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