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行业周报：本周聚焦-贷款

利率升、存款利率降 地产政策

纠偏趋势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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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再现积极信号，整体纠偏和维稳的方向较为明确：地产风险一直

是当前银行股最大的扰动项，本周继续发生一些积极的信号，对银行板块

形成一定利好。 

1、银保监会：多次强调要满足房地产合理信贷需求，并提到 1-10 月

个人住房贷款中 90%以上用于支持首套房，投向住房租赁市场的贷款同比

增长 61.5%。 

2、央行 Q3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相比 Q2 报告，本次专门强调坚持稳

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

配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维护住房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之前房地产金融形势会议确定的基调一致。总的来

说，我国未来“房住不炒”的总思路不会有改变，但当下纠偏和维稳的大

方向是相对明确的，这有利于相关风险的缓释，对 22Q1 的社融、信贷数

据形成支撑，利好银行股的估值修复。 

Q3 货币政策报告关注点：贷款利率升+存款利率降，政策更注重“稳

增长”。 

1、21Q3 各类贷款利率均有所回升。9 月新发放贷款整体加权利率为

5.00%，较 6 月末回升 7bps，其中一般贷款利率、企业贷款利率、个人住

房贷款利率分别环比提升 10bps、1bp、12bps 至 5.30%、4.59%、5.54%。

Q3 市场利率下行环境下，票据利率下降 29bps 至 2.65%。此外，普惠型

小微贷款利率 4.89%，较上一次公开披露的 5 月的 4.93%仅下降 4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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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小微价格竞争或已进入“平衡点”。 

此外，本次报告央行继续强调“要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潜力”，

但删除了 Q2“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的表述。 

2、存款自律机制成效显著，存款利率明显下降。 

1）长期存款利率明显下降，期限越长下降越明显。9 月新发生定期存

款利率为 2.21%，同比下降了 0.17pc，较 5 月（自律机制优化前）下降

0.28pc。其中，1 年、2 年、3 年和 5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较 5 月分别下降

0.04pc、0.25pc、0.43pc 和 0.45pc。 

2）长期限存款利率下降后，长期存款占比下降，存款期限结构优化。

9 月新发生定期存款中 2 年期以上存款占比为 26.4%，同比下降 5.9pc，

较 5 月末下降 10.6pc。 

3）存款分布保持基本稳定，其中大行优势更凸显。全国性银行定期存

款市占率提升的同时，结构优化更明显：A、市占率提升：大行定期存款新

发生额 3.7 万亿元，占全市场比重约 66%，同比上升 0.7pc，较 5 月上升

3.2pc。B、结构优化： 

9 月全国性银行新发生 2 年期以上长期定期存款 7842 亿元，占全市

场比重 53.3%，同比下降 1.4pc，较 5 月下降 0.9pc。 

Q3 贷款利率升+存款利率降对银行业息差稳定形成了有效支撑，根据

银保监会数据，Q3 商业银行净息差较 Q2 回升 1bp 至 2.07%。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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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存款自律机制的红利还将不断释放。随着存量存款不断到期，存

款自律机制对成本的效益将继续显现，对息差形成支撑，其中存款期限较

长的银行将更为受益。以目前 2 年、3 年和 5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较 5 月分

别下降 0.25pc、0.43pc 和 0.45pc 为基础，根据上市银行 2021H 的存款

期限结构测算，若重定价全部完成后，且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市银

行存款成本率将受益下降 7bps，提升息差 5bps，提升利润 5.1%。但值得

注意的是由于成本下降主要集中在 1 年期（或以上）基准利率定价的存款

中，而测算这部分存款的平均久期约 22 个月，因此预计这一红利将在未来

几年逐步体现。分银行来看，定期存款占比较高的城商行、农商行相对受

益，测算全部重定价后存款成本率均将下降 9bps。 

B、贷款端，当前新发放贷款收益率回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随着重定价的进行，存量贷款整体利率也将逐步企稳，未来还需重点关注

实体经济需求恢复的情况，以及新发放贷款收益率提升的趋势能否延续。 

3、Q3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表述：更注重“防风险”、“稳增长”。 

1）对经济形势的展望：经济保持恢复态势，发展韧性显现（相比 Q2

略显谨慎，此前为“经济持续恢复增长，发展动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

时也关注到了一些潜在的问题：A、全球经济复苏动能趋缓；B、发达经济

体通胀走高，政策调整可能带来波动；C、提出 PPI 短期内可能维持高位。 

2）货币政策基调更注重“稳增长”：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

合理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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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贯表述外，强调了“以我为主”，删除了 Q2“坚持实施正常的

货币政策”的同时，提出：A、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与 8 月信贷总量

会议要求一致）；B、统筹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放

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完成今年经济发展主要目标任务。C、此外以专栏

的形式分析了国外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影响有限，我国将继续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 

3）新增对房地产问题的政策定调：配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维护

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与之前房地产金融形势会议基调一致）。 

4）进一步强调防风险与“底线思维”。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

底线，要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同时删除

Q2“推动做好重点省份高风险机构数量压降工作”的表述）。 

5）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且具体提出要加大对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

等资本工具支持力度（21Q2 为分类施策补充中小银行资本）。 

4、其他关注点包括：1）强调超储率下降不代表货币政策方向，市场

利率的走势才是；2）继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除了此前直达实体的

货币政策工具外，还强调了要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碳清洁专项再贷款。 

定期数据跟踪：1）同业存单：A、量：根据 Wind 数据，本周同业存

单发行规模为 5393.60 亿元，环比上周减少 1063.5 亿元；11 月至今同业

存单发行规模为 11850.7 亿元，余额环比上月末增加了 3414.7 亿元；B、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9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