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如何理解降低拨备率、

降准、合理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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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4 月 13 日，国常会指出，针对当前形势变化，鼓励拨备水平较

高的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覆盖率，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推动

银行增强信贷投放能力，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受疫情严重影

响行业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降

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我们点评如下： 

会议的核心诉求是支持实体经济，并合理让利。考虑到近期国内外环

境出现超预期变化、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督促银行增强对实体经济

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行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必要性明显提升，从而避免市场主

体预期进一步转弱。 

而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偏好也会降低，所以国常

会提及运用降准等政策工具，先改善银行负债成本，再激励银行降低企业

综合融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净息差、中收或许还会有压力，但对

比前几年银行向实体经济单边让利的阶段，当下银行基本面的压力或许比

前些年小一些，因此，国常会对让利的诉求是“合理让利”，语气相对温

和，对银行股并不构成明显利空，只是短期有情绪上的波动。 

鼓励银行降低拨备率是手段，核心是推动银行增强信贷投放能力。 

①降低拨备率并不是要求银行增加坏账，因为这与 2021 年底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并不一致。“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核心任务”，如果贸然要求银行主动增加

坏账，从而降低拨备率，实际上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会迅速下降，过去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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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规模处置不良驱动银行资产负债表变得更干净、高风险金融机构逐季

下降的成果将不复存在，所以从监管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角度来看，我

们认为并不是监管层希望银行坏账增加。 

②这里提到的拨备率，应该是指贷款拨备率，其计算公式为贷款损失

准备金余额/各项贷款余额。鼓励银行有序降低拨备率，实际上意味着监管

层希望银行贷款增速超过拨备增长的速度。 

早在 2018 年银保监会曾下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

要求的通知》，明确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 150%调整为 120%至 150%，

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 2.5%调整为 1.5%至 2.5%。并且当时银保监会表示

“近期调整拨备覆盖率是由于过去几年银行经营状况较好，所以银行提了

很多贷款损失的拨备，目前全行业拨备水平达到 180%多，远超国际水平。

因此，能够适当地降低拨备要求。这有利于加快处置不良贷款，同时也使

银行有更多资金实力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不良贷款会占用有限的信贷资源，导致实体经济无法获得有效的信贷

支持，因此，监管层鼓励银行降低拨备率，实际上是希望银行将不良贷款

加速核销处置，在这个过程中会消耗拨备，降低贷款拨备率，将不良贷款

处置后腾挪出的信贷资源再投向实体经济，银行信贷投放能力也会明显增

强。 

降准的核心目的是释放长线资金，让银行有动力放贷。银行存款成本

居高不下，资产端收益率存在压力的环境下，希望银行主动增加信贷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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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先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因此降准释放的中长期限低成本资金，有助于改

善银行负债压力，让银行有动力发放贷款。 

虽然当前的核心矛盾在于疫情影响下，实体经济需求偏弱，市场会担

心即便降准，银行贷款也没法投放、降准短期很难解决问题，但我们认为

降准至少表明了监管层稳定经济的决心与态度，有助于改善市场较为悲观

的预期。 

总体来看，虽然当前实体经济需求仍偏弱，但监管层稳信用、稳预期

的意图明显增强。稳增长仍是市场的主线，配置银行股是性价非常高的选

择。 

①当前聚焦一季报业绩，可挑选信贷投放较快的区域性银行以及部分

具备成长性的国有大行； 

②而从稳增长的视角看，年初以来基建发力，受益于基建类信贷增长

的银行明显上涨；后续地产政策进一步放松，预计前期受地产风险暴露对

股价拖累的银行，其估值有望上行。 

③重点推荐标的：短期（1-2 个月），宁波银行、邮储银行、常熟银行

确定性较高。中期（地产政策若进一步大幅放松），招商银行、平安银行、

兴业银行。 

风险提示：稳增长政策不及预期、地产行业风险加速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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