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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是充满机遇又迎来多方面挑战的一年，经济下行，
银行净利润增速放缓，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大额存单发行，利率市场化逐渐推进。
金融业的发展，向来只有不断变化。接下来的2016年，中国银行业将会发生哪些变
化？本报记者整理了多家银行业机构和业内人士对明年银行业发展形势的预测。

1步入净利增速“零时代”

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影子银行重新萎缩，实体贷款需求不振，中间业务收入渠道
枯竭，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因素无一不在迫使中国银行业从2016年开始进入利润零
增长时代。

上市银行三季报显示，五大国有银行的业绩不够亮丽，今年前3季度，五大行净利
润总和超7000亿元，其中，工商银行实现净利润最多，达到2217.61亿元；建设银
行以1915.57亿元净利润紧随其后；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净利润分别为1532.10
亿元和1378.74亿元，五大行中，净利增速超过1%的为交通银行，其余四大行均跌
破1%，国有银行净利增速“零时代”正在逼近。

而以往业绩增长较快的中小银行，也表现乏力。股份制银行中，平安银行(000001,
股吧)以13.04%的净利增幅居首，成为惟一一家实现两位数增长的股份行。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近日曾在公开场合预测称，2015年银行业可能
出现约3%的账面利润增速，“之后2—3年中银行业的大致格局是，整体利润零增
速，业绩分化加剧，不良资产双升，资本补充困难，行业并购重组提速，银行控股
渐成主流。”钟伟表示，如果说产能过剩行业大多属于政府干预下在次贷危机后三
年扩张过快的行业，那么符合政府干预和急剧扩张的银行，主要是中小城商行。

分析师毛军华认为，盈利的巨大差异表现在地方性城商行生息资产增速维持在20%
以上，大行则停留在个位数；股份行、城商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增速高达30%
以上，而国有大行仅为个位增幅，甚至出现负增长。

2城商行上市潮来袭

受经济“三期叠加”影响，商业银行目前普遍处于收入结构调整、不良资产激增的
情况，对于体量较小、业务模式单一的城商行而言，资本补充压力更是不言而喻，
种种迹象表明，2016年，选择IPO成为城商行补充资本的首选。

实际上，2015年以来，已经有多家城商行陆续公布了A股上市意图。江苏银行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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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在7月获得通过，已经登陆H股的徽商银行、哈尔滨银行也重新计划A股上市。
随着IPO的重启，城商行上市潮也再次汹涌来袭。

证监会此前公开发行的股票信息披露系统显示，除江苏银行外，目前有包括徽商银
行、贵阳银行、成都银行、杭州银行、上海银行和盛京银行6家城商行，常熟农商
行、江阴农商行、吴江农商行、张家港农商行和无锡农商行5家农商行都在排队等I
PO上市。

而谋求A股上市的银行还远不止这些。除近期宣布谋求IPO 的西安银行，河北银行
在今年8月的股东大会上宣布，将今年3月制定的H股上市计划转为A股上市。

证监会于今年5月底发布了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发行上市的指导，被看做是城商行IPO
的“窗口指导”。此后的7月1日，江苏银行首发申请获得通过，成为8年来最接近
登陆A股的城商行。

城商行都在集体谋求通过IPO 缓解资本压力，并希望借助上市来度过资产质量加速
下行的“寒冬”。一位券商投行人士此前接受北京一媒体采访时就表示，随着IPO 
发行新规的调整与注册制改革的推进，2016年或将成为城商行集中冲刺A股的一年
。

不过也有专家坦言，地方银行上市很紧迫，但是这么多银行都指望上市救急也是不
现实的，目前的行情下，排队的城商行还需要做“持久战”的准备。

利润增速下滑、资产质量恶化，已是银行业不可避免的趋势，由此带来城商行上市
后的估值自然很难提升。以在港股上市的重庆银行、哈尔滨银行、徽商银行为例，
3家银行H股截至11月16日收盘价分别为5.7港元、2.34港元和3.41港元，分别破发
5%、19%和3.7%。其中重庆银行上市后便破发，一度跌至4.65港元。

3银行或收紧信用卡业务

2016年，各银行信用卡跑马圈地时代成为历史，将逐渐步入提升“服务和质量”的
良性发展阶段。

2015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和国内经济形势持续下行，截至第三季度，G
DP同比增速破7，仅为6.9%。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各行各业自然受到牵连，银
行业也不例外。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累积的风险正逐渐凸显。银监会披露的前三季度监管
数据显示，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第9个季度”攀升至1.59%。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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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银行的不良数据比发布的数据要高得多，出于自身排名、监管、评级考虑，银
行通过表外资金投资等方式把不良贷款从表内转到表外去。

央行发布的“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信用卡逾期环比增长13.93%。
由于银行信用卡不良率持续恶化，为了防范风险，商业银行必定加大监管力度狠抓
风控。有金融网站就预测，接下来的一年，各银行将提高发卡门槛和降低授信额度
来收紧信用卡业务，完成信用卡发卡“由量到质”的转变。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
，有些信用卡发行量达到一定规模的大银行，在布局信用卡业务时就较之前更理性
了，有的银行甚至从2013年开始，就紧缩信用卡的发卡力度，并通过降低额度或者
停卡等方式，清理不良资产客户。

业内人士表示，出于风险监控，银行将收紧信用卡业务，但这并不代表不发卡，而
是“发卡将变理性”，而且也不代表所有银行都会收紧信用卡业务，有些信用卡体
量较大的银行，在前两年已经开始收缩，个别小银行，因为信用卡体量较小，或许
能会以较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4低利率时代仍持续

2015年，央行5次降准降息，2016年，这样的态势会结束吗？专家的答案是，NO
！

在经过了2015年“狂轰滥炸”式的降息降准之后，2016年货币政策看什么就成为
市场及机构预测的焦点问题。其中，降准降息仍是机构预测的主要项目。

业内人士认为，2016年，央行降息的空间还有，在通胀温和可控的状态下，在经济
转型升级的特殊时期，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负利率状态是比较好的选择，这既可以让
企业获得较低的融资成本，也有利于促进民间在创业、创新上的资金投入。

专家表示，降准等数量型工具仍会在2016年被频繁使用，在存款准备金考核标准改
革之后，当前的存准率仍处于较高水准，为了给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
境，适时适度降准仍有必要。

中国银行12月7日发布的“2016年经济金融展望报告”也支持这一观点，报告中也
称该行预计2016年中国低利率时代将持续，货币供应保持总体充裕。

出于对市场情绪的回应，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预计，在货币政策方面，
2016年央行将2次下调基准利率，同时4次降低准备金比率，也有分析人士预计201
6年将会出现1次25个基点的降息和4次50个基点的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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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预计的降息和降准的次数不同，但是无论如何，2016年低利率时代仍将持续。

花旗利率分析师此前也预测称，明年的全球经济前景正变得愈发黯淡，美国有可能
陷入衰退，中国亦可能成为首个把利率降至“零”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零利率
时代或许将进一步刺激内需和消费，也将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储蓄习惯提出挑战。

无独有偶，瑞银近日也发布研报，透露中国央行在2016年将进一步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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