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业国常会点评：如何降
低拨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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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4 月 13 日,总理召开国常会,提出“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

有序降低拨备率,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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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支持力度,向实体

经济合理让利,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先了解下银行的拨备前利润怎么分配,去到 4 个方向:所得税、计提拨备、

股利支付,其余留存到核心一级资本。拨备计提少了,净利润就会多。 

拨备率=拨备额/不良额。为使拨备率下降,拨备额增速慢于不良额的增

速即可。存在这样几种实现路径:1)减少当期计提,释放更多利润,既可有更多

股利支付,用于补充财政,也有更多的资本留存,增强放贷能力;2)适度放宽对

不良的容忍度,扭转银行在经济下行期不愿下沉投放的现状,使信贷扩张得

以覆盖偏弱的地区和行业;3)加快核销,以拖低拨备额的增速,核销意味着银

行对坏账暂时放弃追索,也能减轻实体经济的偿债压力。当然,以上推演仅作

为参考,影响取决于具体实现路径,而这还有待监管部门进一步明确。 

“大型银行”之外的银行将如何选择?会议仅提到“大型银行”,按央

行标准,是 6 大行+国开行。按这个表述,应该不涉及其他银行。但其他银行

在倡导拨备率下降的大环境下,也可能在拨备率提升上有所节制。这种节制

可能表现为 2 个方面:1)压实不良认定,适度加快不良生成;2)减少拨备计提,

释放业绩,以增厚资本。无论是对于压实资产质量,还是提升业绩释放,或都偏

正面。 

这是一种让利吗?基本面指标怎么走?大行的不良率的下降速度可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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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而利润中枢则可能略微提高;如果走适度放宽不良容忍度去下沉放贷的

路线,则可以覆盖疫情之下经济的薄弱环节,也相当于一种让利。此外,为了看

到拨备率有序下降,大行也可以通过做实不良认定来实现,也能提升报表透

明度。 

投资建议:一季报“稳稳的”,降拨备未必坏 

引导大行降低拨备率,并提出“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意在

呵护疫情下经济薄弱环节,有利于压实资产质量,且存在使业绩中枢略有抬

高的可能性,继续推荐两条主线:高扩张城农商南京银行、成都银行、宁波银

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优质股份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 

风险提示:稳增长政策不及预期;资产质量恶化;疫情冲击使经济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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