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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1]■ 澳大利亚信贷市场稳健有序，利率逐步走低，银团贷款逆势上扬。银行不良率

相对较低。澳大利亚贷款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匹配，以基建及房地产、农业及资源

类行业以及大消费批发零售行业为主。澳大利亚商业贷款利率在近十年出现逐步

下行的趋势。银团贷款是澳大利亚信贷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历年来，澳洲银行

不良贷款率以及余额相对较低，但 2020年受到全球疫情影响，不良率接近 1%。

■ 银行业占澳大利亚国民经济比重较大，规模逐年增长。银行业主要由以四大银

行为主的本地银行和在澳经营的外资银行构成，市场集中度高。金融监管体系成

熟完善。澳大利亚金融与保险业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最大，2019年占 GDP比

重超 9%。截至 2020年 9月，澳大利亚银行业总资产高达 5.3万亿澳元，占整个

金融行业资产总额的 93%，过去十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7%。澳大利亚银行类机构

主要分为以四大银行为主的本地银行和在澳经营的外资银行。澳大利亚银行业的

市场集中度高，四大行持有的资产占全行业 73.8%。APRA、ASIC、RBA、

Treasury等政府机构共同组成金融监管理事会，行使监管职责。

■ 过去五年，受澳大利亚强劲经济增长的吸引，外资银行在澳大利亚市场发展迅

速。截至 2020年 12月末，中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央行在澳机构共 11家，

其中商业银行分行 7家。中资商业银行在澳分行全部拥有本地批发业务牌照，中

国银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获得本地零售业务执业牌照。随着监管对银行业整

体要求日趋严格，本地银行退出或剥离一部分业务的同时也给外资行带来一定差

异化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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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分行成立三年多以来，立足“三个服务于”定位，聚焦跨境服务“两战”
客群构建服务生态和提升服务能力，植根澳新市场不断拓宽视野和加深认知，

在“打基础、做特色”的道路上坚持积累。站在悉尼分行迈入成长期的重要时点

上，我们联合招商银行研究院，将前期对澳大利亚银行业和信贷市场的观察和

分析汇总成文，供全行有兴趣了解澳大利亚相关市场情况的领导和同事们参阅。

1．澳大利亚信贷市场发展情况

澳大利亚联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简称“澳大利亚”(Australia)，
其领土面积约 769 万平方公里，人口逾 2570 万，2019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总量达到 1.4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 13位，人均 GDP为 6.1万美元，

排名全球第 10位1。澳大利亚 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2.9%，是同类发达国家

的两倍。在新冠疫情之前，澳大利亚连续 28年未出现技术性衰退。即便受到

疫情影响，2020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出现 GDP下降，但在第四季度迅速反弹，

显示出较强的经济韧性。

1.1澳大利亚信贷市场总量

澳大利亚 2020年末的社会融资整体规模约 3.3万亿澳元（约 17万亿人民

币），较我国同期存量 284.83万亿人民币的整体规模相对较小，但得益于澳

洲强大的制度体系以及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澳洲信贷市场发展稳健有序，

世界三大评级公司长期给与澳大利亚 AAA的评级，即使在 2020年全球疫情爆

发的情况下其评级依然维持 AAA水平（惠誉及标普于 2020年上半年将 AAA
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上述评级有利于澳大利亚金融机构的资金拆借成本维

持低廉稳定状态，使实体经济和居民直接受益。

截至 2020年 11月末，澳大利亚政府及公共事业贷款余额为 3956亿澳元，

个人贷款余额为 1.8618万亿澳元，其中住房贷款 1.7547万亿澳元，占比

94.2%；而商业贷款为 1.0257万亿澳元。本地四大银行总贷款余额为 2.1万亿

澳元，占全澳总贷款约 63.96%。其中，选择固定利率的企业平均贷款利息为

年化 2.72%，选择浮动利率的企业平均贷款利息为年化 1.56%。

澳大利亚各行业存量商业贷款总余额为 9393.3亿澳元（银行同业拆借除

外），在存量贷款余额中，房地产开发和租赁行业占比最高，达 25.22%；其

次为金融保险行业，占比达到 11.61%；再次是农业、森林和渔业行业，占比

9.04%。存量贷款的行业结构基本反映澳大利亚本地经济结构的实际情况，即

基建及房地产、农业及资源类行业以及大消费批发零售行业在整个澳大利亚国

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1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全球精选国家年度数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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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经济普遍疲软以及 2020年疫情冲击，澳大利亚商业贷款利率在

近十年出现逐步下行的趋势，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从年化 8%以上逐步下降到

4%以下，而大企业及集团贷款利率也从年化 7%下降到 2%。2020年澳大利亚

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三次降息应对疫情，基准利率由 0.75%
降到历史最低的 0.1%，预计信贷市场后续收益空间将进一步收窄。近十年个

人贷款和房屋贷款的信贷增长率也在逐步下降，2020年受疫情影响个人贷款

负增长超过 10%，为近 20年历史最低点，房屋贷款增长率在 2020年也接近于

零增长。

图 2：澳大利亚银行本地不良贷款 图 3：澳大利亚银行全球不良资产

注：*包括对金融业务的贷款、票据、短期和长期债务证券以及

其他非家庭贷款；**括号中显示的是每个类别在 2020年 9月国

内贷款总额中的份额；由于四舍五入的关系，总计的股份总数可

能不超过 100%

注：包括逾期 90天以上安全可靠的资产

资料来源：APRA、RBA、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APRA、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1：2020年 11月末澳大利亚商业贷款余额行业占比（亿澳元）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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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商业银团贷款

银团贷款是澳大利亚信贷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亚太区（除日本

外）最具活力的信贷市场之一。2020年，受疫情影响，整个亚太区银团规模

较上一年收缩 14.2%，市场规模仅有 3390亿美元，全年交易 857笔。其中，

澳大利亚银团市场逆势上涨，银团市场总规模提高 1.1%，全年录得 974亿美

元，全年交易 240笔2。澳洲银团市场具备以下特点：

（1）银团贷款是澳洲企业主要融资手段

在过去十年中，澳大利亚银团市场发展明显优于本地公司债券市场。根据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数据，澳大利亚公司债券的发行量不到澳大利亚 GDP的
1%（约 140亿美元），其中仅有三分之一发生在澳大利亚本地市场，其余发

生在离岸债券市场。

（2）平均贷款期限短，二级市场交易欠活跃

与其他发达国家市场相比，澳洲银团二级市场交易缺乏活跃度，本地银行

大多采取长期自持份额策略而非采取二级市场交易。反观澳洲银团贷款期限相

对较短，为客户提供了灵活的再融资选择。根据 Bloomberg统计，美国银团贷

款平均贷款期限为 7.2年，英国 9年，澳洲仅为 5.2年。以 2020年为例，澳大

利亚银团市场规模中约 62%为存量再融资项目，新项目仅占 38%。

（3）牵头行去“集中化”

澳洲银团市场发展较为成熟，澳洲本地四大银行牵头的银团贷款约占市场

份额的 70%。澳洲联邦银行、澳新银行以及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分列本地银团贷

款安排行前三位，第二梯队牵头行大部分为日本在澳银行，如瑞穗银行、三井

住友等3。由于 2020年全球疫情影响，本土四大银行牵头市场份额由之前的约

70%下降到 2020年的 50%左右，侧面反映其牵头行市场份额逐步被其他银行

抢夺，也反映了客户的选择面和接受度更加广泛。

（4）行业投向

银团贷款投向前三位为金融行业（34.99%）、工业（15.93%）以及消费

行业（11.49%），行业投向符合澳洲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

（5）银团价格

根据 Loan Connector数据，55%左右的银团贷款价格集中在 100bps到
225bps，价格在 350bps以上的银团贷款占比 24%；而在穆迪对借款人的评级

情况显示，51%的银团借款人评级在 Baa2，A3以上评级的借款人占比 22%。

由此可见，澳洲信贷市场借款人平均资质较为优良，属于借款人市场，龙头企

2数据来源：Debtwire Asia Pacific (ex-Japan) Loan Table Report 2020
3信息来源：Refinitiv LPC、APAC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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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话语权较大，银行之间竞争较为激烈，贷款利润空间有限。但在 2020年市

场受多重因素调整影响，银团贷款价格在原有基础上上浮。根据 Bloomberg数
据，2020年 12月份澳洲银团市场加权平均利差为 251点，银行议价能力有所

提升。另外，由于疫情影响，澳洲龙头企业借贷需求有从银团贷款方式转向与

关系紧密的银行开展双边贷款方式的趋势。

1.4不良资产

由于澳大利亚信贷市场整体发展较为平稳谨慎，历年来银行不良贷款率以

及不良贷款余额相对较低。根据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数据，2020年
受到全球疫情影响，澳大利亚银行不良资产率（含逾期超过 90天的担保贷款）

出现抬头趋势，不良率接近 1%。其中，个人贷款不良率超过 1.5%，住房贷款

不良率突破 1%，而占比过半的企业商业贷款不良率相对稳定。由此可见澳洲

企业借款人抗风险和应对极端情况的能力较强，而疫情对个人及家庭金融规划

的平均影响高于疫情对澳洲企业的影响4。

2．澳大利亚主要银行经营情况

澳大利亚金融与保险业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最大，超过 2019年澳大利

亚国内生产总值的 9%（实际产业附加值约 1670亿澳元5）。截至 2020年 9月，

澳大利亚银行业6的总资产高达 5.3万亿澳元，占整个金融行业资产总额 5.8万
亿澳元的 93%，过去十年间复合增长率高达 7%7。

2.1澳大利亚金融监管框架

澳大利亚有三个不同的政府机构负责对澳大利亚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进行

执法监督，另有一个政府部门对整个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进行日常管理，具体

如下：

1.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简称

“APRA”）：主要负责监管和监督授权存款机构、退休金机构和各类保险公司，

职能类似于中国的银保监会；

2.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简称 “ASIC”）：主要负责监管企业、市场和金融服务，职能类

似于中国的证监会；

4信息来源：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APRA
5数据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澳大利亚国民核算：国家收入、开支和产品，行业附加价值。
6 这里指所有授权存款机构（ADIs）,其中包括银行、信用合作社和房屋互助协会
7数据来源：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金融机构资产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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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简称 “RBA”）：主要负

责制定货币政策、监督维稳金融体系和监管支付体系，职能类似于中国人民银

行；

4.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简称 “Treasury”）：

主要负责制定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市场监管和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案。

上述政府机构共同组成金融监管理事会，进行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此

外，在必要情况下，澳大利亚政府还会成立临时公共问询机构“皇家委员会

（Royal Commission）”8作为日常法制体系外的一个司法补充机制，针对特别

重要或有争议的事件进行专项调查，例如政府结构、少数群体待遇、公众关注

的重大事件或经济问题等。

2.2澳大利亚银行业金融机构分类

澳大利亚银行业共有 146家授权存款机构（ADIs）9，如按持有牌照的维

度划分，主要包含银行类机构10、房屋互助协会、信用合作社等，合计总资产

超过 5.3万亿澳元（约合 25.9万亿人民币11，同期中国商业银行业总资产为

257.5万亿元人民币12，规模相差 10倍）。与银行类机构相比，后两类机构的

业务主要集中于零售板块，例如存款吸收和住房贷款融资等，涉及商业领域的

业务占比不到 10%，故不做深入讨论。澳大利亚银行类机构主要分为以四大银

行为主的本地银行和在澳经营的外资银行，具体如下：

（1）澳大利亚本地银行

澳大利亚共有 43家本地银行，其中以澳新银行（ANZ）、澳洲联邦银行

（CBA）、澳大利亚国民银行（NAB）以及西太平洋银行（WBC）为主的四

大银行在整个零售和商业银行业务中所占的份额最大，且每家银行都拥有 AA-
级信用等级（标准普尔评级），在全球 100强银行中处于领先地位13。除四大

银行外，其它比较大型的本地零售银行还包括托普美特威银行（Suncorp-
Metway）、麦格理银行（Macquarie Bank）、本迪戈阿德莱德银行（Bendigo
Adelaide Bank）以及昆士兰银行（Queensland Bank）等。

（2）外资（含中资）银行在澳分行或子公司

澳大利亚共有 48家外资银行分行和 7家外资银行子公司，另外还有 14家
外资银行代表处，其中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信银行三家

8在澳大利亚现有政府体系中，皇家委员会是对公众重要性问题进行调查的最高形式
9数据来源：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2020 年第三季度授权存款机构数据与统计报告》
10银行”在澳大利亚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根据 APRA 和澳大利亚银行法，自称为“银行”的授权存款机构就可以被认为是银

行
11澳元/人民币汇率取值：4.98
12数据来源：毕马威中国：《2020 年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表 1.1：中国商业银行资产及负债规模
13《银行家》排名：2020 年 7 月 1 日，“2020 年度全球银行 100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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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机构代表处。在持有子公司或分行牌照的外资银行中，荷兰安智银行

（ING Direct）、汇丰银行（HSBC）、花旗银行（Citi）和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是在澳银行资产份额最大的几家。此外，还有众多规模相对

较小的外资银行定位于服务特定的移民客户群体，其中包括阿拉伯银行（Arab
Bank）、印度国家银行（State Bank of India）等。

2.3澳大利亚四大本地银行概况

（1）基本概况

澳大利亚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非常高，尽管在数量上四大银行只占整体14的

2.7%，但四大银行持有的资产总和却占总体的 73.8%（约 3.8万亿澳元）。再看

市值规模，四大银行都位列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市值最大的上市企业前 20强
（ASX20），其市值总和约占前 20强总和的 31.4%15。四大银行最近两年的财务

表现概览如下：

表 1：澳大利亚四大行基本概况（亿澳元）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始创年份 地址 税前

利润

总资产 市值

澳洲联邦银行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1911 悉尼 104.8 10,140.6 1,502.1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1858 墨尔本 51.6 8,665.7 779.8

西太平洋银行 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1817 悉尼 42.7 9,119.5 777.4

澳新银行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1835 墨尔本 55.2 10,422.9 690.9

资料来源：APRA、招商银行研究院

受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连续降息以及银行间竞争加剧的影响，近年来四大银

行的财务表现均出现一定下滑，间接反映了利润率、治理和监管合规成本的压

力。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财年内四大银行的信贷损失准备金高达 248亿澳元，

总贷款减值支出为 112亿澳元、同比增长 201％。其中，与疫情相关的减值约为

69亿澳元，亦从侧面反映了本地零售抵押信贷市场的信用恶化和增长乏力。

（2）财富管理业务

澳大利亚本地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主要包括向客户提供养老金、投资、退

休及保险等金融产品以及理财规划的服务。在 2017年以前，四大行主要通过

旗下全资子公司开展财富管理业务，规模较大，截至 2016年末概况如下：

14这里指 146 家授权存款机构（ADIs），其中包括银行、信用合作社和房屋互助协会
15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2021 年 1 月 19 日公开市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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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7年前澳大利亚四大行财富管理业务规模

资料来源：四大银行 2016年年报、招商银行研究院

2017年后，澳大利亚成立皇家委员会对银行业的财富管理业务开展调查，

调查结果对四大行的财富管理业务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应对日益收紧的监管要

求，四大行均对财富管理业务进行了剥离。其中，CBA将财富管理业务出售给

美国的 KKR，NAB和 ANZ的财富管理业务都出售给了澳洲当地的财富管理机

构 IOOF，WBC则出售给了 Viridian。截至 2020年 10月，澳大利亚财富管理行

业市场份额最大的是安保（AMP）和 IOOF，市场占比分别为 19.4%和 6.8%16。

（3）金融科技革新

金融科技以数据和创新服务为核心驱动力，结合传统金融业中的支付清算、

借贷融资、财富管理等服务，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产

生重大影响。澳大利亚银行类机构在金融科技参与、合作和创新方面均处于全

球领先位置。从整体上看，无论是早期的“闪付”、“无卡取款”等技术，到“数
字银行”开放式平台17的推广和发行“区块链债券”，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市场均能

够较快地适应颠覆性创新和技术趋势。为了让银行的主营业务更加灵活，近年

来四大银行一直致力于投资和收购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并与其深度融合，

主要亮点包括：

16 IBISWorld行业报告：《2020 年澳大利亚财富管理行业概况》

17为打破传统银行的行业垄断，澳大利亚实行了开放银行（open banking）政策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增加竞争。澳大利亚审慎

监管局于 2018 年 5 月针对数字银行推出了限制性银行牌照（RADI），Volt Bank 成为首家获批的数字银行。2019 年初，该银行

已获得完全银行牌照（ADI），成为全澳第一家获得全牌照的数字银行。截至 2020 年 6 月，目前澳大利亚共有 10 家数字银行，

其中拥有全牌照资质的有 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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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澳大利亚银行业金融科技革新历程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表 3：澳大利亚四大行金融科技合作亮点

四大银行 金融科技合作亮点

澳洲联邦银行

 与世界银行合作，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批使用区块链技术发型和交易的“bond-i”债

券。

 成立名为“X15 Ventures”的风投基金，并计划在未来 5 年内通过该创新型金融平台

创立 25个新的金融科技业务。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收购澳大利亚本地数字银行代表“86400”并整合至其现有在线银行平台 Ubank，发展

数字银行业务。

西太平洋银行
 与本地支付巨头 Afterpay 达成合作协议，为其 330 万澳大利亚客户引入储蓄账户和现

金流工具，并通过金融科技合作伙伴向其客户分销银行产品。

澳新银行
 在新加坡成立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ANZ BlueSpace”，与行业、学术界和政府的金融

科技参与者合作。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4）国家、地区总收入与非流动性资产分布占比

如图所示，如将四大银行的总收入和非流动资产分布按地区划分，超过

95%以上的收入和资产均来源和分布于澳大利亚本地和新西兰，其中澳新银行

的“国际化”表现相对占比较高，2020财年非澳新地区总收入和非流动性资产

占比约为 11.2%和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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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澳大利亚四大行国家/地区总收入占比（2020财年） 图 6：澳大利亚四大行国家/地区非流动性资产占比（2020财年）

资料来源：四大银行 2020年年报、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四大银行 2020年年报、招商银行研究院

2.4澳大利亚四大本地银行经营数据对比18

下表为近年本地四大银行的主要数据对比：

18注：澳大利亚银行数据来自毕马威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主要银行 2020 财年全年分析报告》，其中除澳联邦银行（CBA）的财

年截止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其余三家的财年截止日均为 2020 年 9 月 30 日。排名来自《银行家 2020 年 7 月 1 日，“2020
年度全球银行 1000 强”数据。市值来自雅虎金融 2021 年 1 月 19 日公开市场数据。澳大利亚本地银行计算不良贷款率的口径为

“实际不良资产总额/贷款和垫款总额”，逾期超过 90 天部分未涵盖在“不良资产”计算口径内，故导致本地银行不良贷款率整

体偏低。

表 4：澳大利亚四大行经营指标对比

单位:亿
澳元

ANZ CBA NAB WBC

FY20 FY19 FY20 FY19 FY20 FY19 FY20 FY19
营业收
入

177.52 190.29 237.58 235.77 171.90 174.34 206.26 206.55

利润总
额

55.16 89.20 104.79 113.76 51.63 83.45 42.66 97.49

归属本
行股东
净利润

36.76 63.11 74.59 81.01 34.98 59.05 22.92 67.90

总资产 10,422.86 9,811.37 10,140.60 9,765.02 8,665.65 8,471.24 9,119.46 9,066.26

总负债 9,809.89 9,203.43 9,420.47 9,068.53 8,052.72 7,915.20 8,438.72 8,411.19

净资产 612.97 607.94 720.13 696.49 612.93 556.04 680.74 655.07

排名 52 49 55 53

市值 690.9 1,502.1 779.8 777.4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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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资银行在澳经营情况

3.1外资银行在澳经营概述

外资银行（含中资银行）在澳大利亚的经营机构（按持有牌照维度，即包

括外资及中资银行的澳洲分行及澳洲子公司）共有 55家，包括 47家外资银行

和 8家中资银行，其中中国银行在澳同时设有分行和子公司。2020财年内在

澳外资银行整体经营概况20如下：

（1）在澳雇佣员工

总数约 1.3万人，过往五年复合增长率小于 1%，预计未来五年内总体数

量仍将保持稳定。

（2）主要服务客群

企业类客户、个人客户、政府或其他金融机构等，其中金融机构类和企业

类客户之和约为总客群的 57.8%。

19
澳大利亚本地银行计算不良贷款率的口径为“实际不良资产总额/贷款和垫款总额”，逾期超过 90 天部分未涵盖在“不良资产”

计算口径内，故导致本地银行不良贷款率整体偏低

20 IBISWorld行业报告：《2020 年在澳外资银行经营概况》

表 5：澳大利亚四大行财务指标对比

单位:亿澳元
ANZ CBA NAB WBC

FY20 FY19 FY20 FY19 FY20 FY19 FY20 FY19
净利息收益
率（bps）

163 176 207 209 177 178 208 212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6.2 10.9 10.3 12.1 6.5 11.4 3.8 10.8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表 6：澳大利亚四大行资产质量对比
单位:
亿澳元

ANZ CBA NAB WBC
FY20 FY19 FY20 FY19 FY20 FY19 FY20 FY19

不良贷
款率

(%)19

0.40 0.33 0.46 0.48 0.31 0.33 0.40 0.25

贷款拨
备率

(%)

0.95 0.68 0.82 0.63 1.07 0.69 0.88 0.54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表 7：澳大利亚四大行资产充足率对比

单位:亿澳元
ANZ CBA NAB WBC

FY20 FY19 FY20 FY19 FY20 FY19 FY20 FY19
净利息收益
率（bps）

163 176 207 209 177 178 208 212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6.2 10.9 10.3 12.1 6.5 11.4 3.8 10.8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研究院·悉尼分行 [Table_Yemei1]行内偕作·银行业专题

11 / 22

（3）财务表现

主营收入 198亿澳元，过往五年复合增长率为 2.8％；净利润 41亿澳元，

过往五年复合增长率为 2.6%。

（4）产品与收入占比

外资银行在澳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定期贷款、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及个

人信贷和信用卡类产品等，其中定期贷款收入约占主营收入的 37.9%，住房抵

押贷款收入占比为 13.9%。

过去五年中，受澳大利亚强劲经济增长的吸引，外资银行在澳大利亚市场

发展迅速。虽然连续降息在一定程度上对银行业的利息收入有所挤压，但随着

澳大利亚市场日益全球化和跨境交易量的增加，近年来仍有许多外资银行在澳

大利亚设立分支机构，并加速扩张信贷业务。受本地监管机构对零售贷款业务

要求的影响，外资银行的产品与服务较本地银行仍有所限制，但随着监管对银

行业整体要求日趋严格，本地银行退出或剥离一部分业务的同时也给外资行带

来一定差异化发展空间。

3.2在澳主要外资银行比较

目前，在澳外资银行中最具综合代表性的银行包括荷兰安智银行澳大利亚

有限公司、汇丰银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花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智”、
“汇丰”、“花旗”），按照收入占比分别为 12.0%、8.5%和 7.9%21。从业务分类

来看，安智在零售抵押类贷款领域遥遥领先，汇丰的业务发展较全面均衡，花

旗则侧重投行和个人零售，特别是信用卡业务。

（1）荷兰安智银行

荷兰安智银行于 1999年在澳大利亚成立并率先建成银行网点，现已发展

成为澳大利亚零售银行业中第五大和最大的外资银行。凭借全牌照优势，安智

在本地有近 140万客户，吸收本地存款 448亿澳元，发放贷款（含垫款）超过

629亿澳元22。安智在澳采用直销经营模式，不设现金网点，这样使得其较其

他外资银行更节约成本。同时，安智又凭借该优势为客户提供更优惠的贷款利

率或更大的借款额度，从而使客户能够从中获益。

（2）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于 1965年首次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并成立金融公司，并于 1986年
取得完整的银行牌照，目前在澳共有 40家分支行23。汇丰在澳可提供综合性金

融服务，包括个人银行业务、财富管理、商业信贷、交易银行、贸易融资、证

21 IBISWorld行业报告：《2020 年在澳外资银行经营概况》
22安智澳大利亚 2019 财年年报数据披露
23汇丰澳大利亚官网:在澳分行分布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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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托管等。截至 2019年末，汇丰银行吸收本地存款 196亿澳元，发放各类贷

款（含垫款）约 292亿澳元24，是澳大利亚零售银行业中第二大外资银行。

（3）花旗银行

花旗银行于 1971年首次进入澳大利亚，并于 1985年成为第一家在澳获取

银行执照的外资银行。如今，花旗亦向本地消费者、企业、政府和机构提供完

整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相较安智和汇丰在澳的发展策略，花旗更侧重于推广信

用卡业务，其未偿还的信用卡金额仅次于四大本地银行，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信

用卡发行机构之一。同时，作为老牌投行，其投行业务在本地市场上亦处于领

先地位，2020财年投行业务总收入 1.11亿澳元，排名本地市场第 4位，涉及

并购和私有化的交易总额为 9.52亿澳元，排名本地市场第 6位25。

表 8：在澳主要外资银行比较分析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在澳总

部地址
员工人数

税前利润
（亿澳
元）

总资产
（亿澳
元）

资本充足率

荷兰安智银行 ING Direct 悉尼 1,766 6.32 699.51 13.6%

汇丰银行 HSBC 悉尼 1,850 4.74 435.73 13.7%

花旗银行 Citibank 悉尼 1,172 2.88 184.43 31.7%
资料来源：外资行 2019年年报、招商银行研究院

3.3主要中资银行概况

截至 2020年 12月末，中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央行在澳机构共 11
家，其中商业银行分行 7家，包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

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及光大银行悉尼分行；商业银行全资子公司 1家，

系中国银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央行、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在悉尼代

表处 3家，为中国人民银行驻南太平洋代表处、国家开发银行悉尼代表处和

中信银行悉尼代表处。中资商业银行在澳分行全部拥有本地批发业务牌照

（Wholesale Banking），中国银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获得本地零售业务执

业牌照（Retail Banking）。根据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公布数据26，

截至 2020年底，126家授权存款机构的居民27存款总额约为 2.38万亿澳元，

占比最高的分别为家庭存款（占比 47%）、企业存款（29%）和金融机构存款

（19%）。其中澳洲四大本地银行得益于扎实的客群基础、完善的存款及结算

产品体系、便捷的网银服务等优势，存款总额高达 1.77万亿澳元，在整个居

24汇丰澳大利亚 2019 财年年报披露

25 Dealogic:公开市场数据披露

26 数据来源为 APRA 官方网站：https://www.apra.gov.au/monthly-authorised-deposit-taking-institution-statistics

27居民概念为主经营地或居住地位于澳大利亚的主体，包括外资企业的澳大利亚机构与澳大利亚企业的境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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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存款市场中占比约 74%。中资银行 7家分行与 1家子公司居民存款总额约

212亿澳元，在整个存款市场中占比不足 1%。其中，仅中国银行（澳大利亚）

有限公司吸纳有家庭存款。

表 9：在澳中资行情况概览（截至 2020年 12月末）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表 10：2020年末澳大利亚授权存款机构居民存款业务情况

（招商银行各部如需本部分内容，请参照文末方式联系研究院）

4．澳大利亚投资银行和证券经纪行业整体情况

2020年澳大利亚投行和证券经纪行业总收入约为 62亿澳元，整体利润约

为 14亿澳元，整个行业的从业总人数约 2.6万人。过去 10年，虽然投行和证

券经纪行业的整体收入情况有升有降，但并购和私有化服务收入占全行业收入

的比重持续提高28，这一趋势也为中资银行切入澳大利亚并购和私有化服务，

延伸“投商行一体化”经营理念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

28数据来源：IBI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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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澳大利亚投行和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IBIS World、招商银行研究院

4.1澳洲投行并购和私有化服务

过去五年（2016-2020），澳大利亚投行并购和私有化服务的整体规模和

总交易笔数在 2017年达到峰值后略有回落29。无论是引入新的股东还是通过资

本市场集资，都是不可持续的。

图 8：近五年澳大利亚投行并购和私有化服务的整体规模和总交易笔数统计图

资料来源：Bloomberg、招商银行研究院

4.2澳洲投行并购和私有化服务的主要提供方

瑞信、麦格里和高盛三家投行在澳洲并购和私有化服务的行业排名常年维

持前列。过去五年（2016-2020），上述三家投行在市场参与率、交易规模和

交易笔数的合并数据排名都位列市场前三30。

29数据来源：Bloomberg
30某些并购和私有化项目三家投行或有共同参与，因此这些项目数据或有被重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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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澳洲投行并购和私有化服务市场参与率

资料来源：Bloomberg、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10：澳洲投行并购和私有化服务交易规模

单位：亿澳元
资料来源：Bloomberg、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11：近五年澳大利亚投行并购和私有化服务交易笔数

资料来源：Bloomberg、招商银行研究院

4.3澳洲接受外国投资概况

自 2013年至 2017年，中国（含香港）一直是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委员会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简称 FIRB）当年审批通过的最大资金来源

国，但在 2016至 2017年达到峰值后便开始大幅下降，美国从 2018年起替代

中国成为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委员会当年审批通过的最大资金来源国。长期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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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仍为世界主要国家境外投资较为理想的投资目的地国家，这也为招商

银行在澳大利亚持续提供跨境综合服务提供了较广阔的潜在机会。

图 12：历年获批投资澳洲的主要国家及金额

单位：亿澳元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简称 FIRB）、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13：澳洲历年外国投资申请数量情况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简称
FIRB）、招商银行研究院

澳大利亚 FIRB当年通过审批的外国投资总金额在 2016年达到峰值后逐年

下降，虽然在 2019年有明显回升迹象，但外国投资的申请数量却持续下降。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越来越受到外国投资者的喜爱，并在

2019年首次超过服务业或其它行业成为澳大利亚 FIRB通过审批的投资最多的

行业。审批通过的房地产行业整体投资规模达到 878亿澳元，当中又以商业地

产投资为主，其规模达到 730亿澳元，占审批通过的外国投资房地产行业的

83%，占审批通过的外国投资整体规模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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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019年获批的外国投资澳大利亚各行业规模对比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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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过去近三十年里，除 2020年的疫情影响带来经济下行以外，澳大利亚维

持了连续 28年经济增长，其金融业总体稳健，信贷市场总量保持平稳，银行

业集中度相对较高。外资银行在澳大利亚市场的发展依据各自禀赋和经营策略

呈现不同特点、各有侧重，中资银行大部分赴澳经营发展时间不长，多处于摸

索和积累阶段。在疫情影响下，个人及房屋贷款相较澳洲企业融资受冲击更大，

顺周期特征明显，而澳洲企业基于其多年的稳健经营，抗风险能力及韧性相对

更强。同时，由于澳大利亚较好地控制了疫情在本地的蔓延，“封国令”也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了外来输入病例在本地的传播和影响，防疫效果和经济韧性都显

著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加之澳大利亚本身的经济基础长期以来较为稳固，

预计经济在“后疫情”时代的多重利好政策刺激下有望进入恢复性增长，潜在信

贷需求将不断提升，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本地业务开展提供较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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