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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与金融科技 

风险化解显成效，支持实体多策并举               

--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点评 

事项： 

2021年3月2日，国新办就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会上银

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总结了2020年银保监会的主要工作，并部署了2021年的重点工作

任务。 

平安观点: 

 化解风险取得阶段性成就，21 年继续夯实成果。此次会议围绕促进银行业、保

险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首先肯定了 2020 年在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尤其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1）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得到控制，2017-2020 银行业、保险业总资产年均

增速控制为 2009-2016 年均增速的一半；2）加大不良认定和处置力度，2017

年至 2020 年累计处置不良贷款 8.8 万亿，超过之前 12 年总和；3）拆解影子银

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 20 万亿；4）遏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2020

年房地产贷款增速 8 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5）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风

险已基本控制；6）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的平稳处置。会议同时明确了 21 年银

保监会的工作重点和规划，与 20 年的基调基本保持一致，提出：1）完善金融

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聚焦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

2）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发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银行产品，规范发展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等保险服务；3）继续化解存量金融风险，夯实已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21 年加大不良处置力度；4）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强化反垄断和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5）实施更深层次的市场和机构改革，推进更高水平的金融

开放；6）加强内部管理和自身建设。 

 贷款利率存上行空间，息差有望进入回升通道。根据此次会议上郭主席的表述，

“今年整个市场利率在回升，估计贷款利率会有回升和调整”，结合银行业 20Q4

经营数据以及 4 季度货币执行报告可以看到，银行息差开始企稳回升，虽然资产

端下行的趋势仍未改变，但我们看到一般贷款、企业贷款定价利率的降幅在逐渐

收窄。考虑到 21 年经济持续稳定修复，货币政策相对收敛，银行通过定价让利

的压力将逐步减轻，预计行业资产端利率有望在 1 季度贷款重定价后筑底回升，

支撑行业息差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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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质量持续夯实，21年不良生成压力可控。根据此次会议上郭主席的表述，20 年全年不良贷款处

置规模达到 3.02 万亿，21 年将保持处置力度不减。结合银行业经营数据来看，我们看到 20Q4 行业

不良率大幅改善，主要系不良处置力度的加大所致，随着不良的加速出清，将使得银行业存量资产

质量持续夯实。我们认为随着经济改善的持续，行业资产质量的压力峰值已过，虽然从上半年来看，

仍需要关注 3 月末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到期，短期可能对银行的资产质量产生扰动，但站在 21 年全

年的角度来看，考虑到经济的稳步修复，预计整体压力可控。  

 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等保险服务，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可期。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十

九届五中全会、银保监会吹风会、国新办发布会等对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讨论不断增加。目前，第

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基本健全，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目前已覆盖近 10 亿人，但

潜在空账问题凸显；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制度初步建立，且逐步完善，但目前仅覆盖 5800

余万人，覆盖面有限。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尚未出台，商业养老年金保险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 20Q3 的保费收入仅 551 亿元，在人身保险原保费收入仅占 2.1%，远不及海外发达保险市场。

2018 年起，我国已在上海、福建和苏州等试点开展税优商业养老险。根据银保监会，未来或将开展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创新养老金积累和领取服务、发展提供具备长期直至终身领取功能的养老

年金保险等。根据人社部，未来或建立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

持，投资运营市场化的个人养老金制度。第三支柱将形成第一、二支柱的有利补充，同时也将补足

高收入阶层和新兴业态从业人员的个人养老渠道。 

 加快数字化转型，创新服务能力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近几年我们看到银行业保险业持续加快科技

投入以及在产品服务的创新，2020 年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资金总投入分别为 2078 亿元和

35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0%和 27%，我们看到包括建行、招行在内的传统金融机构发力线上渠道

建设，并在服务小微企业等方面加快服务方式的创新。目前国内电子支付、数字信贷、线上保险处

于全球领先地位，随着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对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未来服务创新能力仍是金融机构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金融科技严监管常态化，行业迎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20 年 10 月外滩金融峰会以来，针对金融科

技的监管全面趋严，与此前几轮互联网金融严监管不同的是，此轮旨在建立完善的监管框架，我们

看到此后在互联网贷款、反垄断等方面陆续出台了监管新规。此次会议上郭主席的表述与此前监管

部门的表态基调一致，未来金融科技趋同传统金融业务将全面纳入监管体系，考虑到金融科技对政

策的敏感性，短期监管边际的收紧，可能深刻影响行业的业务模式，需密切关注后续相关业务的监

管动向。但从郭主席的表述中，我们也看到了对金融科技在赋能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上的

肯定，我们认为随着监管体系的完善，金融科技行业有望迎来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投资建议：1）银行：宏观数据来看，国内经济仍在展现出良好的复苏势头，预计 2021 年国内经济

将会延续恢复的态势，货币政策方面，结合近期监管的表态，我们认为 21 年流动性环境趋于收敛，

经济改善与货币政策收敛的宏观环境，有利于银行股获取超额收益。目前板块静态估值水平仍处在

历史 15%，基金持仓比例处在历史低位，随着国内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经济改善预期逐步强化，

对于行业的悲观预期修复会推动板块估值的抬升，我们看好行业持续修复的机会。2）保险：长端利

率回升，2021 年“开门红”确定性改善；政策规范行业竞争、支持商业健康险和商业养老险发展，

继续看好保险行业的长期配置价值，关注资负双驱下的估值修复。 

 风险提示：1）宏观经济下行导致行业资产质量压力超预期抬升；2）金融监管力度抬升超预期；3）

中美摩擦升级导致外部风险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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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行业息差企稳回升 

 

图表2 行业不良率改善，拨备覆盖率上行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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