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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十年来，全球银行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具有低增

长、低利率、低通胀、高风险、高约束、高竞争等重要

特征。在此背景下，银行业发展业绩受到了持续的影

响，回报率下降，市场估值低迷。 

● 展望未来，银行业发展环境依然复杂，面对新的发

展变局和竞争压力，银行业需要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估

框架，推动组织变革和战略转型，以谋求发展突破。 

● 本期报告专题分析区块链技术的内在特征及其在全

球银行业的应用情况。结论表明，区块链技术为金融行

业构筑全新的信用机制带来了可能。商业银行应采取

相应发展策略，拓展区块链技术应用场景。 

● 本期报告还专题分析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变化情况

及未来发展趋势。结论表明，未来 2-3 年内只要内外部

经济环境不出现剧烈变动，银行业不良资产集中爆发、

不良大幅攀升的可能性较低。 

银行业估值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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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银行业敏捷转型新征程 

——中国银行全球银行业展望报告（2020 年度） 

 

过去 10 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银行业总体上处于一个经济低

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金融高约束、高风险、高成本的发展环境之中，从而

导致经营绩效低增长、低回报和低估值的困境。短期内，这个局面依然较难摆

脱和取得突破。但是，市场态势在长期的量变发展中积累新的质变动力和能量，

特别是全球化推动力量、私人财富积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在更多地转向

亚太地区，为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布局、重组与转型视角，通过插上

金融科技的翅膀，推进敏捷化行动，可望迎来新的发展生机。本期报告对上述

形势进行分析和展望，对区块链技术在全球银行业的应用、中国银行业资产质

量变化趋势进行专题分析。 

一、宏观环境：巨变蓄能 

2008-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银行业带来的冲击是深远的，从发展环境来

看，最重要的特征可以从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和监管政策等方面来回顾和总结。

同时，金融科技成为一股新生的力量，加上产品创新和客户投融资行为的转变，

对整个行业的竞争态势和发展模式都带来深刻的影响。经过十年的发展积累，

银行业正在面临环境重构续集巨变动能的前夜。 

（一）实体经济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银行业增长动能不足 

金融危机发生前的 10 年中，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大约为 3.1%，而危机后

10 年里，平均增长率降至 2.5%。劳动生产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金融危机冲击、

地缘政局动荡、全球经贸摩擦等因素扰动下，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经济低

增长局面很难发生根本性改观。其中，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从接近 10%以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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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到 8%以下，未来几年或进一步放缓到 6%甚至更低；美国、欧元区、日本经

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从 2.6%、2.1%和 1.0%下降到 1.8%、1.5%和 0.6%（表 1）。伴

随经济低增长的是低通胀、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全球五大经济体平均通货

膨胀率、央行基准利率、10 年期国债利率水平在两个十年间平均下降了 1.1 个

百分点、2.0 个百分点和 1.0 个百分点（图 1、图 2），在未来数年中预计仍将维

持这种低通胀、低利率格局。银行业的资产、业务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通胀

和利率水平高度相关，上述变化将直接导致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增长缓慢、信用

风险上升和利差收窄、收入增长率下行。 

表 1：1999-2024 年全球 GDP 增长率、CPI 增长率变化 

  GDP年均增速（%） CPI年均涨幅（%） 

  1999-2008 2009-2018 2019-2024f 1999-2008 2009-2018 2019-2024f 

全球 3.1 2.5 2.7 4.6 3.5 3.5 

中国 10.1 7.9 5.8 1.8 2.2 2.7 

美国 2.6 1.8 1.8 2.8 1.6 2.2 

日本 1.0 0.7 0.6 -0.2 0.3 1.1 

欧元区 2.1 0.8 1.3 2.2 1.3 1.6 

英国 2.6 1.3 1.5 1.8 2.3 2.0 

资料来源：IMF，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1：五大经济体央行基准利率（%）  图 2：五大经济体 10 年期国债利率（%）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剧、流动频繁，市场风险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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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10 年中，受到危机冲击、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非预期因素增多的影响，

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显著要高于危机前 10 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

场、大宗商品市场均出现了价格、利率、汇率和指数等大起大落的波动。受各

国央行货币政策极度宽松的影响，跨境资本流动频繁，在实体经济体外循环，

追逐虚拟经济利润，资源配置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扭曲。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

和地区，出现了融资成本上升、资本大幅外流和货币贬值等现象。以美国标普

500 股票市场波动性指数（VIX）衡量，危机后至今 10 年的平均波动水平比危

机前高出 20%（图 3）。特别地，2015 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全球原油市场的波

动性要显著高于欧美市场的波动性，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加大。高度的市场波

动使得银行业经营管理面临的市场风险激增，在未来几年中国扩大金融开放的

背景下，需给以特别关注。 

图 3：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指数（VIX，月均值）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三）监管政策强约束，客户高要求，银行经营成本上升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监管框架持续改革，旨在提升高质量的资本和流动性，

增强金融机构应对不利冲击的韧性；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减少

隐性公共补贴；强化金融机构出问题时的有效处置能力，显著提高金融体系承

0

20

40

60

80

100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标准普尔500波动率指数(VIX)

欧洲货币ETF波动率率指数

原油ETF波动率指数

中国ETF波动率指数



 
 

全球银行业展望报告                                                            

中国银行研究院                                4                                  2020 年 

受重大风险冲击的能力；完善金融稳定风险的宏观审慎体系。其中，对银行业

的监管主要包括：（1）通过更严格的风险权重要求增加资本的数量和质量，限

制杠杆率，强化宏观审慎的逆周期资本缓冲；（2）强化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

SIBs）监管：更高的资本缓冲、大额风险敞口和披露的额外要求、压力测试要

求等。（3）针对流动性风险引入审慎监管，核心为两个量化工具：流动性覆盖

比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以提高银行流动性状况的短期韧性，

确保银行维持稳定的融资结构。（4）建立银行恢复和处置的全球框架，G-SIBs

需要充足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包括在破产时可以“紧急纾困”的债务

比例。（5）强化更多监管措施，例如美国限制自营交易和引入中间控股公司规

则；英国将交易账户与其它银行业务“隔离”；大幅强化反洗钱、反欺诈、反恐

怖融资等的合规监管及其处罚力度，不断提高针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标准，针对

影子银行、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等业态监管措施逐步规范（表 2）。 

表 2：近年来全球重要金融监管政策 

重要监管政策 主要内容 

2017 年 12月，《巴塞尔协

议Ⅲ（最终版）》实施 

强化信用风险暴露分类，丰富风险加权资产风险驱动因素，优化信

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计量办法，提出 G-SIBs 附加杠杆率以及内评法

风险权重输出下限等监管要求。 

大型金融机构监管压力持

续上升 

2018年 7月，金融稳定委员会修订 G-SIBs评估办法；完善 G-SIBs

自救和可处置融资计划措施框架 

金融基础设施监管改革持

续推进 

2018年 1月，IFRS9正式推出并实施；基准利率改革取得进展；场

外衍生品交易改革制度落地。 

欧美针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态度日趋分化 

美国强化对在美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监管。2016年 11

月，欧盟规定，对在欧总资产超过 300亿欧元的非欧盟金融集团要

求设立中间母公司（IPU）。 

金融科技、数字货币、影子

银行等监管持续完善和强

化 

2017 年 10 月，FSB 提出强化网络安全监管的若干实践建议。对比

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发布公告提示风险。在影子银行监管方面，

2018年 4月，中国资管新规面世，银行体系表外融资收缩。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实施

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 

TLAC 政策在发达国家 G-SIBs 实施。2019 年 1 月，G-SIBs 持有的

TLAC资本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 16%，2022年 1月 1日，不得低

于风险加权资产的 18%。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从我国来看，金融监管持续强化。2018 年以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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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出台多项措施整治各类金融乱象，压降金融杠杆，指导和规范商业银行经

营，更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协同打好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自资管新规、

理财新规、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监管文件发布后（表3），在严防风险底线，

控制金融机构资产无序扩张和跨界经营等方面已取得实际成效。 

表 3：近年来中国重要金融监管政策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中国银行研究院 

与此同时，客户服务要求提升。高价值对公客户对专业化服务需求不断提

升，需要银行聚焦和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策略，提供更高的交易效率、更广

泛的资产选择，提供对公司、投行以及零售业务的一站式服务。在个人业务方

面，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针对财富管理、交易支付便利化提出更高要求，

需要银行在资产管理定制化服务等方面做出突破；互联网、金融科技等发展驱

动了不同以往的需求模式，对商业银行场景化、便捷化、专业化、精细化、数

字化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重要监管政策 目的 

2018年 3月，银保监会合并 
顺应机构改革需要，解决金融监管交叉和空白、

逐步建立现代金融监管框架 

2018年 4月，实施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

管理办法 

防控集中度风险，统一、规范大额风险暴露监管

规则 

2018年 4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

业务的指导意见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统一同类资产管理

产品监管标准 

2018年 4月，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

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 

规范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行为，促进金融更

好支持实体经济 

2018年 7月，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 

规范理财业务，强化投资者管理和信息披露机

制。 

2018 年 11 月，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管理

办法 

拟出台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并对D-SIBs实

施更为严格的监管 

2019年 3月，商业银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信

息披露办法 

要求商业银行重视流动性风险管理工作，强化信

息披露，及时准确披露净稳定资金比率情况。 

2019年 7月，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从资本来源、业务行为以及关联交易等方面对金

融控股公司进行穿透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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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管政策和客户要求强化的背景下，全球银行业经营成本大幅上升，特

别是在夯实资本、合规经营、科技研发等方面投入大幅攀升，遭受监管处罚成

本持续增加，不少欧美大银行甚至因此遭受巨大亏损。以监管处罚为例，2019

年 4 月，美联储、美国司法部、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等机构先后对渣打银行处

罚罚金累计 10.6 亿美元；美国司法部、财政部等向意大利裕信银行判罚 13 亿

美元罚金。在我国，2017 年至 2019 年一季度，银保监会系统共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11735 份，罚没总计 59.41 亿元人民币，超过之前 10 年的总和。 

（四）危机冲击、科技变革、开放政策等加剧竞争，行业格局面临调整 

一方面是危机冲击下的银行业竞争格局深刻调整。作为金融体系核心，商

业银行在金融体系占比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但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

体系受到严重影响，大量欧美银行破产倒闭，全球商业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

的资产占比由 2008 年的 50%下降至 2017 年的 42.8%，出现明显萎缩。从银行

业内部看，行业竞争分化态势明显。根据《银行家（The Banker）》杂志公布的

1000 家大银行数据，受金融危机拖累，欧美银行业资产占比由 2007 年的 59.0%

持续下降至 2017 年的 32.5%。亚太地区占比则由 22.0%上升至 44.7%，增长态

势明显。北美地区占比则相对稳定，由 14.7%小幅上升至 16.4%（图 4）。 

图 4：全球 1000 大银行资产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The Banker，中国银行研究院 

另一方面是金融科技不断向银行领域渗透。在数字化经济席卷全球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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