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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租赁行业 2025 年信用风险展望 

严监管趋势推动行业持续转型 主体信用资质差异或将

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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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监管政策引导金融租赁公司回归“融物”本

源，金融租赁公司业务结构持续优化转型。预计 2025年，

金融租赁公司经营规范性和风险防控能力有望进一步提

升，同时将继续提升直租和经营性租赁业务占比，资产质

量将整体保持稳定，租赁资产减值对利润的侵蚀或将进一

步下降，资本水平整体将保持充裕，行业整体信用质量将

维持稳定。但未来随着业务转型，各金融租赁公司的信用

资质差异或将逐步显现；同时需关注前期弱资质城投的租

赁资产到期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及租赁物相关的风险。 

 监管政策：预计 2025年，金融租赁公司将继续回归“融

物”本源，优化调整业务结构，金融租赁行业的经营规

范性和风险防控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资产规模：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稳健发展，租

赁业务规模及资产规模增速或将放缓；同时，直租和经

营性租赁业务占比将继续提升，但部分金融租赁公司仍

面临较大业务转型压力。 

 资产质量：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资产质量将整

体保持稳定，但仍需关注前期弱资质城投的租赁资产陆

续到期等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及租赁物相关的风险。 

 盈利能力：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减

值对利润的侵蚀或将进一步下降，但受监管政策导向的

影响，业务模式的调整或将使部分金融租赁公司盈利水

平短期承压。 

 资本充足水平：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业务规模

适度增长，股东在必要时仍能够提供增资支持，同时金

融租赁公司也将继续通过留存收益积累内生资本，资本

水平将整体保持充裕。 

 债务融资：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的融资渠道仍

保持多元畅通，在低利率市场环境下，金融租赁公司将

继续探索中长期融资渠道。 

 信用质量：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整体信用质量

将维持稳定，但未来随着业务持续转型，各金融租赁公

司的信用资质差异或将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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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政策 

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将继续回归“融物”本源，优化调整业务结构，金融租赁行

业的经营规范性和风险防控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2024 年 8 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印发金融租赁公司业务发展鼓励清单、

负面清单和项目公司业务正面清单的通知》（金办发〔2024〕91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

了金融租赁业务发展鼓励清单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将农林牧渔、新能源、医药、船舶和海

洋工程等 27 个产业中的农业机械、风电光伏及光热发电设备、医药研发生产设备、船舶等重

要设备和重大技术装备纳入鼓励范围，负面清单包括构筑物、古玩玉石、字画、办公桌椅、报

刊书架、低值易耗品和消费车（不含乘用车），金融租赁公司项目公司业务正面清单在《金融

租赁公司项目公司管理办法》（银保监办发〔2021〕143号）第三条规定的租赁物范围基础上新

增了算力中心设备和集成电路，提出金融租赁公司要按照清单内容，结合实际，完善业务准入

相关制度，充分发挥鼓励清单和负面清单的导向作用。《通知》的发布有利于金融租赁公司优

化业务方向和业务结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2024年 9 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修订发布《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令 2024 年第 6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主要修订内容包括修改完善主要出资人

制度、优化调整业务范围、加强公司治理监管、完善监管指标和业务经营规则以及强化租赁物

适格性监管等方面，《管理办法》自 2024年 11月 1日起施行。《管理办法》的修订有利于进一

步加强金融租赁公司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引导金融租赁公司专注主责主业，促进金融租赁行

业高质量发展。 

预计 2025 年，在新的监管政策的引导下，金融租赁公司将继续回归“融物”本源，优化

调整业务范围，金融租赁行业的经营规范性和风险防控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资产规模 

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稳健发展，租赁业务规模及资产规模增速或将放缓；同时，

金融租赁公司将回归租赁本源，继续提升直租和经营性租赁业务占比，但部分金融租赁公司距

监管目标仍有一定差距，面临较大业务转型压力。 

截至 2023 年末，32 家样本金融租赁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长 11.63%，增速同比增加 4.99 个

百分点，一方面是受益于企业生产活动复苏，金融租赁公司资产投放节奏加快，另一方面是为

响应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行业监管政策，金融租赁公司向经营租赁和直租业务转型，一定程度

上扩大了业务规模。 

我国金融租赁行业机构数量较多，其中，头部金融租赁公司资产规模及市场份额相对较高。

大公国际选取 2023年末可获取公开数据的 32家金融租赁公司，按金融租赁公司的控股股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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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划分为全国性银行系、地方性银行系和非银行系三类1，并据此对其资产质量、盈利及资本充

足水平等变化情况开展分类分析。 

截至 2023 年末，资产规模呈现正增长的金融租赁公司共 29家，其中增速超过 10%的金融

租赁公司 20 家，增速超过 20%的金融租赁公司 7 家，整体来看，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资产扩

张平均速度略优于非银行系租赁公司。同期末，增幅排名前三的金融租赁公司依次为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和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一方面是受益

于控股股东的协同效应，能够获取更多业务资源，另一方面是上述公司业务结构调整和转型效

果较为显著，重点拓展新能源、高端制造、“三农”、小微企业等国家战略支持领域，同时直租

业务和经营性租赁业务实现了较快增长。但同时，3 家金融租赁公司资产规模出现小幅下降，

分别为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四川天府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和中铁建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图 1  2019～2023年末我国主要金融租赁公司总资

产规模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图 2  2023年末我国主要金融租赁公司总资产同比

变化情况（单位：家）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2023年，金融租赁行业租赁资产规模整体有所增长，在监管引导下加大转型发展力度，直

租业务投放同比增长较快，同时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拓展飞机、船舶等重点领域的租赁业务，

并支持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领域和中小微企业。截至 2023 年末，金融租赁公司租

赁资产余额 3.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9.27%。2023年，金融租赁公司直接租赁业务投放 2,814.87

亿元，同比增长 63.39%，占租赁业务投放总额的 16.42%，同比上升 4.31 个百分点，但大部分

金融租赁公司距监管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同年，在航空业务方面，金融租赁公司总机队规模达

1,873架，占中国租赁机队总规模的近 80%，在当年新增航空租赁业务中，境外业务占比达 58%，

同时金融租赁公司已成为 C919 和 ARJ21 的最大订单客户，有力支持了国产飞机制造产业；在

航运业务方面，金融租赁公司船舶总量达 2,047艘，共计 1.2亿总吨，在中国租赁船队中占比

78.8%。2023年，金融租赁公司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领域分别新增投放 1,452.51

                                                             
1
 全国性银行系包括控股股东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在内的共 12 家金融租赁公司；地方性银行系包括控股股东为城市

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在内的共 10 家金融租赁公司；非银行系包括控股股东为资产管理公司、非金融企业在内的共 10 家

金融租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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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5,712.33亿元和 1,233.68 亿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43.40%、75.47%和 32.20%;

面向中小微企业新增投放 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36.07%2。 

预计 2025 年，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金融租赁公司稳健发展，租赁业务及资产规模增速

或将放缓；同时，金融租赁公司将回归租赁本源，提升直租和经营性租赁业务占比，但部分金

融租赁公司距监管目标仍有一定差距，面临较大业务转型压力。 

资产质量 

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将继续推进业务转型，压降平台类信贷业务、加大对特定产

业的设备租赁投放力度，资产质量将整体保持稳定，但仍需关注前期弱资质城投的租赁资产陆

续到期等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及租赁物相关的风险。 

2023 年末，我国主要金融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不良率平均值为 0.89%，同比下降 0.01 个

百分点，整体保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同期末，我国主要金融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关注类占比

平均值为 2.02%，同比下降 0.10个百分点。 

从不同类型的金融租赁来看，全国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的不良率及关注类租赁资产占比高

于地方银行系和非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这主要是由于全国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规模较大，在

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存量债务风险攀升的背景下，部分弱资质租赁资

产存在逾期、展期情形，进而影响其资产质量。2023 年末，非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关注类资产

占比有所提升，需关注其资产质量的迁徙趋势；地方银行系金融租赁的不良率和关注类租赁资

产占比仍相对较低，资产质量较好。 

  
图 3  我国主要金融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不良率和关注类占比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不同于银行信贷，金融租赁公司除了承担与债权相关的风险外，还承担着与租赁物相关的

风险。一是租赁物权属纠纷难以避免。金融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时享有合同上的所有权，

但实际上不占有和使用租赁物，仅成为名义上的所有权，且部分租赁物如道路、桥梁等所有权

归属问题法律未有明确界定。此外，除机动车、船舶、汽车等租赁物外，很多动产租赁物的登

                                                             
2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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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和公示制度尚不完善，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和资金投放风险。二是租赁物处置风险。飞机、

船舶等大型租赁设备往往租赁周期较长，市场供需的变化、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可能导致租赁物

价值下滑和运营成本的增加等，一旦承租人违约，租赁物难以有效回收和合理处置。三是租赁

物价值难以审慎评估。目前金融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的租赁物价值主要按照固定资产账

面净值确定，部分金融租赁公司缺乏专业评估能力，租赁物真实价值难以审慎评估，目前随着

金融租赁公司逐步向经营租赁转型，对金融租赁公司的设备识别和定价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将继续推进业务转型，压降平台类信贷业务、加大对特定产

业的设备租赁投放力度，资产质量将整体保持稳定，但仍需关注弱资质城投的租赁资产陆续到

期等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及租赁物相关的风险。 

盈利能力 

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减值对利润的侵蚀或将进一步下降，但受监管政

策导向的影响，部分金融租赁公司仍面临业务转型和行业竞争的压力，业务模式的调整使得盈

利水平短期承压。 

2023 年，得益于业务的拓展带来租金收益的增加以及低利率环境下融资成本的下降，28

家金融租赁公司的净利润实现正增长，年化总资产收益率整体保持稳定。 

分类型来看，全国性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的资产端收益率相对较低，加之开展海外业务的

美元融资成本高企，其盈利水平低于地方银行系和非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2023年，全国银行

系金融租赁公司的盈利水平有所回升，这主要是得益于业务规模的扩张以及拨备计提的减少。

2023 年，地方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的盈利水平也有所增长，这可能与股东支持力度加大以及

地方性银行在本地市场的深耕细作有关；非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盈利水平有所下降，意味着非

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在面临市场环境变化时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弱。 

  
图 4  2020～2023年我国主要金融租赁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及当期计提拨备/拨备前营业利润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减值方面，2023年金融租赁公司的拨备计提力度整体有所下降。其中，全国银行系金融租

赁公司的拨备计提比例出现大幅下降，主要是部分头部金融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质量改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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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等经营性租赁资产价值趋于稳定，租赁资产存在一定规模的减值转回。地方银行系金融租

赁公司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增长承压、租赁业务规模增长等因素，拨备计提力度整体加大，控制

资产质量的同时也实现了较高的盈利性。非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资产质量有所改善，拨备计提

力度下降。 

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的资产质量整体保持稳定，租赁资产减值对利润的侵蚀或将

进一步下降，但受监管政策导向的影响，部分金融租赁公司仍面临业务转型和行业竞争的压力，

业务模式的调整使得盈利水平短期承压。 

资本充足水平 

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业务规模适度增长，股东在必要时仍能够提供增资支持，有

助于支撑其业务拓展，同时金融租赁公司也将继续通过留存收益积累内生资本，资本水平将整

体保持充裕。 

2023年以来，金融租赁公司的整体资本实力有所提升，其中，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苏

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等 5 家金融租赁公司合计获得股东增资

140.80 亿元，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可转债转股 15.95亿股。截至 2023年末，金融

租赁公司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 14.68%，同比下降 0.02个百分点，资本充足水平整体保持充裕。

截至 2024年 6 月末，样本金融租赁公司中能够获取资本充足率3数据的共 18家，其中 13家资

本充足率较 2023 年末有所上升。整体看，我国金融租赁公司的资本水平保持充裕。 

分类型看，非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的资本充足水平明显高于地方性银行系和全国性银行系

金融租赁公司，主要是由于部分非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业务规模较小，同时依托于股东的产业

背景资源等开展业务，资产质量较好，对资本的消耗较少；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由于业务拓展

对资本消耗较大，部分头部金融租赁公司风险敞口也相对较大，加之审慎的拨备计提政策影响

其盈利水平，由此导致其资本充足水平相对较低，但始终高于监管要求。 

 

图 5  2021～2023年末我国主要金融租赁公司资本充足率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3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2023 年 10 月 26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 号）口径计算。 

13.97 
13.68 

14.01 

17.53 17.75 17.68 

13.38 13.56 13.33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地方性银行系 非银行系 全国性银行系



                                                  信用风险展望 |金融租赁行业 

7 

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业务规模适度增长，股东在必要时仍能够提供增资支持，有

助于支撑其业务拓展，同时金融租赁公司也将继续通过留存收益积累内生资本，资本水平将整

体保持充裕。 

债务融资 

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的融资渠道仍保持多元畅通，在低利率市场环境下，金融租

赁公司将继续探索中长期融资渠道，有利于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改善资产负债结构。 

金融租赁公司的主要融资来源有银行借款、同业拆借和债券融资等，其中，银行借款和同

业拆借期限以短期为主，债券融资是其获取中长期资金的重要补充渠道。截至 2023 年末，可

获得数据的 20 家金融租赁公司中，短期借款、拆入资金、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在总有息债务

中的占比分别为 54.52%、20.78%、15.69%和 8.12%；同期末，金融租赁公司的短期有息债务占

比为 75.44%，部分发债主体短期有息债务占比超过 80%，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错

配，需关注由此带来的流动性管理压力。 

债券发行方面，受债券发行审批程序简化、市场利率下行以及金融租赁公司中长期资金需

求加大等因素影响，2023 年以来，金融租赁公司金融债发行放量；2024 年 1～11 月，在资本

市场发行信用债的金融租赁公司数量为 19 家，发债规模较 2023 年显著增长。其中，2024 年

1～11 月，金融租赁公司发行绿色信用债的金额合计为 118.00 亿元，占金融债发行规模的

12.67%。 

表 1  2021～2023年及 2024年 1～11月我国金融租赁公司信用债发行情况（单位：只，亿元） 

债券类型 
2024年 1～11 月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金融债 42 931.00 12 305.00 5 74.00 30 650.50 

可转债 0 0.00 0 0.00 0 0.00 1 50.00 

境外债（亿美元） 2 5.15 0 0.00 2 12.00 31 91.88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债券期限方面，金融租赁公司信用债发行以 3 年期金融债为主，主要用于补充中长期稳定

资金，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改善期限错配。融资成本方面，在利率持续走低及“资产荒”加剧

的背景下，金融租赁行业信用质量稳定的优势凸显，金融租赁公司的债券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从 3 年期信用债发行利率来看，2024 年 1～11 月，金融租赁公司发行信用债的加权平均利率

为 2.33%，较 2023年全年的加权平均利率下降 0.61 个百分点。 

受发债审批简化及债券临近到期影响，2024 年 1～11 月，金融租赁公司信用债发行的净

融资额转为正值。 



                                                  信用风险展望 |金融租赁行业 

8 

 
图 6  2021～2023年及 2024 年 1～11月我国主要金融租赁公司债券偿还及净融资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的融资渠道仍保持多元畅通，在低利率市场环境下，金融租

赁公司将继续探索中长期融资渠道，有利于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改善资产负债结构。 

信用质量 

预计 2025 年，金融租赁公司资本水平将保持充裕，风险抵御能力仍较强，整体信用质量

将维持稳定，但未来随着业务持续转型，各金融租赁公司的信用资质差异或将逐步显现。 

截至 2024 年 11 月末，我国 27 家主要金融租赁公司中公开评级且在有效期内的共 22 家，

其中 AAA 级别 20 家，AA+级别 2 家。按控股股东类型来看，AA+级别分布在地方性银行系和非

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全国性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整体股东实力更强，业务规模更大，具有更

显著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公开评级均为 AAA 级别，信用质量整体优于其他类别的金融租赁公

司。总体而言，有公开级别的金融租赁公司整体信用水平较高。2024年 1～11月，我国金融租

赁公司信用质量保持稳定，未发生级别变动。 

预计 2025 年，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继续向好以及金融租赁公司持续转型发展，金融租

赁公司资本水平将保持充裕，风险抵御能力仍较强；但在监管引导回归租赁本源的背景下，各

金融租赁公司在业务转型拓展和风控能力上存在一定差异，全国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凭借自身

资源禀赋在开展直租业务方面存在明显优势，相比之下，部分中小型金融租赁公司将面临更为

严峻的挑战和压力。整体来看，我国金融租赁公司整体信用质量将维持稳定，但未来随着业务

持续转型，各金融租赁公司的信用资质差异或将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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