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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点评（2021 年 03 月 04 日） 

银行业不良“双降”可期，房地产与金融走向解绑 

——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点评 

国务院新闻办于 2021年 3月 2日举行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

展新闻发布会，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以及部分金融央企董事长介绍了有

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郭主席对银行业经营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重要表

态，透露了明确的政策信号。 

一、不良资产处置力度不减，行业性“双降”可期 

郭主席指出，新冠疫情使得银行业不良贷款上升是必然趋势，所以

从 2020 年开始加大了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全年处置不良资产 3.02 万

亿元），2021 年将保持力度不减预计 2021 年处置不良贷款仍会增长，

甚至持续到明年。也就是说 2020-2022年是不良资产处置的高峰期。 

银行业在 2020年底的不良贷款余额为 3.5万亿元，较年初增加了

2879 亿元，则 2020 年全年新生成了 3.3 万亿元不良贷款。这部分新

生成的不良贷款不可能全部由于新冠疫情冲击而产生，很大一部分来自

于往年积累的问题贷款，以及提高不良认定标准（比如从逾期 90天以

上改为逾期 60天以上）导致的。 

展望 2021年，新增的不良贷款可能来自于以下几类资产。一是受

疫情冲击而生成不良资产，主要是延期还本付息的 6.6万亿元，假设不

良率高达 10%，可以产生不良 6600亿。二是房地产“灰犀牛”可能带

来的信用风险爆发，2020年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 11.9万亿元，假设

由于房地产金融新政导致不良率提高到 3%，则产生不良贷款 3570亿

元。三是理财新规过渡期内，非标问题资产转入表内导致新增不良贷款。

2020 年 6 月底的理财规模是 22.1 万亿元，假设不良率为 4.65%（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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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某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披露的理财回表不良资产 315.76亿元及理财余

额 6,481.85亿元简单推算），则可产生不良贷款约 1万亿元。以上三类

不良资产合计约 2 万亿元。当然，上面的估算都是以压力情景下的不

良率假设为依据，实际的不良生成空间大概率小于 2万亿元。 

不良贷款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以往积累，但是以各种手段隐匿起来的

问题贷款。但是这部分历史包袱在 2020年也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释

放，而且主要银行的不良认定标准在近几年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更加没

有继续藏匿不良的必要。农行已经将逾期超过 20天的法人贷款就分类

为不良，几乎没有进一步“挤压”不良的空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

良贷款的“质量”也较以往有很大的提升。 

综合上述因素，如果 2021年的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保持在 3万亿元

以上，那么处置规模可能会大于新生成不良规模。那么，银行业有可能

在 2021 年出现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的“双降”。即便“双降”

不是行业性的，预计也会出现在更多的银行身上。按照郭主席的三年不

良处置计划，2022年很有可能迎来银行业不良出清周期的尾声。 

二、房地产与金融走向解绑，迎接真正的供给侧改革 

郭主席重申了对房地产的“灰犀牛”表述，指出房地产的金融化、

泡沫化倾向还比较强；强调了把房地产贷款增速压降到平均贷款增速以

下，是防风险攻坚战“来之不易的成绩”。郭主席曾在 2020 年两次提

到“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随后监管部门

就分别出台了房企融资“三条红线”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的政策。

根据郭主席的言论以及最新的这两项政策，预计房地产贷款增速，以及

在整个贷款当中的占比都将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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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房地产的去金融、去泡沫可能是主要的政

策导向。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金融和房地产在过去二十多年形成的高

度捆绑的关系将被逐步拆解，而房地产在金融系统性风险当中的比重也

将逐渐降低。 

回顾 2015 年以来的房地产政策，从“去库存”到“房住不炒”，

政策着力点从面向居民的“限购限贷”更多转向了针对房企的“三道红

线”，针对银行的贷款集中度管理，以及针对政府的土地集中出让制度。

这意味着房地产行业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来临。而银行业作为房地产

供给侧的重要主体，必须准确把握好政策导向，及时调整资产配置结构。 

三、利率回升的政策压力缓解，贷款定价有更多自主权  

郭主席预判在整个市场利率在回升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利率也将有

所回升。这一判断符合市场规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银行利率

上行在政策及舆论上的压力。 

从市场的角度，2021 年的利率环境可能和 2017 年较为相似，在

降息周期的影响消化完毕、经济出现阶段性复苏的情况下，贷款加权平

均利率进入上行周期。2017 年-2018 年上半年，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

率一路上行，回升幅度达到 79BPs。展望 2021年，即便在 LPR水平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依然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驱动银行贷款利率的上升。

一是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占比提升，获得更高的利率水平；二是银行在经

济复苏环境下风险偏好有所修复，客户下沉可以获得更高的信用利差；

三是去年银行因为金融支持抗疫而有很多免息减息政策，拉低了基数，

今年定价则回归常态；四是在社融增速下行的情况下，定价较高的信贷

资产增长由于需求旺盛可以保持相对刚性，使得资产收益率可以有所上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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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主席的表态代表着监管层默许银行在2021年的贷款定价上发挥

更多的自主权，银行可以在继续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上，随行就市地争

取更高的贷款收益。 

四、互联网贷款实现一致性监管，自营模式将成主流 

郭主席互联网平台参与金融的积极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同

时强调要按照相应的规则、法律法规来管理；还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接受

相应的资本约束。互联网平台只要做同样的金融业务，就要有同样的资

本充足率。 

综合考虑系列互联网贷款新规的要求，预计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

互联网银行以及互联网平台所受影响各有不同。其中，地方中小银行受

挤出，全国性大型银行相对受益。不少中小银行对互联网贷款的依赖度

较高，超额放贷、多头放贷比较多，需要压缩网贷规模。而大型银行的

参与度不高，因此调整压力不大，反而还可以承接从中小银行挤出的互

联网贷款需求。互联网银行受影响差异较大，其中网商银行的自有出资

比例是低于 30%的，需要进行整改。互联网平台开始受到资本约束。

现在的联合贷款模式中，互联网平台的出资比例普遍在 1%到 20%之间，

明显低于相关监管要求，必须大幅补充资本金，互联网贷款的商业模式

由“轻”变“重”。 

银行要发展自己的互联网贷款产品和开拓自己的流量渠道，其中独

立的直销银行法人可能是不错的选择。一是直销银行不设营业网点，无

区域限制，可在全国范围经营。二是直销银行法人作为独立机构，在风

险偏好、风控模式等方面可以不受传统银行的掣肘，更能满足互联网贷

款的要求。 

（评论员：李关政、邵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