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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 2005 年以来，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

银行先后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并在香港和国内证券市场公开上市。本文分析了四

大银行 2007 年财务状况，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措施：1、完善和强化风险控制体

系；  

2、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推进金融产品创新；3、继续加强风险管理，保持低不良

贷款率水平；4、保持适度流动性，稳步提高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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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国有上市银行基本情况介绍  

  截至 2008 年 4 月 11 日，四家上市银行都已经公布了 2007 年报，纵览 4 份

年报，营业利润、股东权益、净利润等多项重要财务指标均出现全体增长，其中，

四家银行 2007 年净利润总和比 2006 年增长约 49.63%。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四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29655.90 亿元，较上年底增长

16.68%，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 44.47%；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18336.15 亿元，较

上年底增长了 16.76%，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 44.05%。   

  二、中国国有上市银行财务指标分析  

  1、成长能力分析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四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29655.90 亿元，较上年底增长 16.68%，各项存款总额为 181944.39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0.38%。贷款较之存款更快的增长使得银行利润大幅增加，各家银行的

拨备力度与往年大幅增加的情况相反，今年各家银行拨备力度相对平缓，使得净

利润的增长相对快速，平均增长 49.63%。  

  2007 年，工行和交行 2007 年净利润分别为 65.85%和 66.29%，分别高出上

市国有商业银行平均水平的 15 个百分点以上，而拨备前利润的增幅更分别高出

16 和 20 个百分点。并且交行的总资产、存款、贷款、拨备前利润和净利润均高

于其他银行。在各家银行拨备力度普遍平缓的情况下，建行的拨备力度仍然高居

不下，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受美国次级贷款的影响，使得其减值准备金大幅度上升。  

  2、偿债能力分析  

  2007 年各家银行坚持稳健经营，各行的资本充足率均达到 8%以上，符合监

管要求。中行和工行 2007 年的资本充足率比 2006 年均有所下降，但仍符合 8%

以上的监管指标。建行的资本充足率较上年约有上升，虽符合 8%以上的监管指

标，但与其他三家银行横向比较 2007 年的资本充足率仍为四家最低。交行 2007

年的资本充足率比 2006 年的上升了 3.61 的百分点，远高于其他三家银行，主要

是交行 2007 年上半年成功发行次级债人民币 250 亿元，通过 A 股筹资人民币

247.50 亿元，对其资本进行了有效补充，因此 2007 年资产充足率较年初有明显

的提升并且从年初的最低提升到现在的远高于其他三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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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盈利能力分析  

  2007 年上市国有商业银行净利息收入水平较 2006 年有所提升，较 2006 年

上升了 0.36 个百分点。中行、工行、和建行的净利差由其年报上直接获得，交

行净利差由其报表上数据计算所的。具体来看，建行净利差达到 3.07%，为上市

国有商业银行中最好水平。中行 2007 年净利差较上年上升百分比仅 0.31%，为

四家银行中最低，且 2007 年的净利差为 2.59%同样低于其他三家银行，致使中

行 2007 年的净利息收入排于四家国有上市银行的末尾。2007 年四家上市国有商业

银行平均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4.51%，较 2007 年上升了 0.52 个百分点，其中手

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为 13.58%，比 2006 年提高了 4.9 个百分点，但占比仍然很小，利息收

入仍然是我们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中行的得中间业务优势明显，在 2006 年手续

费及佣金收入占比以 9.81%居四家银行之首之后，2007 年再创新高，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有

增幅为高于 50%的显著提高，占比也远远高于其他三家银行，达到 15.21%。交行近几年资

产负债业务的发展引人瞩目，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有增幅为高于 65.62%的超额提高，但中间

业务仍然为薄弱环节。虽增幅第一，但由 2006 年时本身基础原因，2007 年其手续费及佣金

收入占比仍为各上市国有商业银行最低，仅为 11.30%。  
  四、中外银行业積分析  
  加入 WTO 后的五年间，中国金融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更

是进一步深化。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资金实力和盈利能力与外资银行的差距正

在逐渐缩小，改革的成果开始显现。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四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29655.90 亿元，

较上年底增长 16.68%，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 44.47%；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18336.15 亿元，

较上年底增长了 16.76%，实现净利润 2335.51 亿元，较上年上升了 44.05%；不良贷款率持

续下降，取得的成绩是相当可喜的。但与发达国家世界一流银行相比，无论是资产规模、业

务结构、收益率等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第一，从不良资产比率来看，近年来在降低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中行、工行、建行和交行的不良资产率在 2006 年已经分别下降到了 3.84%、4.69%和

3.84%，与往年 20%左右的不良率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而国际一流银行基本将不良贷款

率控制在 1%左右，若以此作为参照标准，中国上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显过

高，还要继续努力控制不良贷款率以保证银行的安全性。  
  第二，与花旗银行公司和汇丰控股相比，我国四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成本利润率已经

接近国际一流银行的水平，在成本得到控制的情况下，银行平均资本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显

著上升。  
  第三，与国际一流银行横向比较，虽然我国四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与世界大银行的规模

差别不大，但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较弱，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在平均资本利润率上，我国四

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水平处于 25%左右，而国际活跃银行的这一数值则达到了 30%以上。

若以人均指标来计，盈利能力差距更加显著，两者还不时同一重量级的竞争对手，我国四家

上市国有商业银行庞大的员工队伍对其人均盈利能力构成了极大负面影响。  
  第四，近年来，我国银行金融创新成效显著，使得我国上市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基

本都呈上升趋势。例如，建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从去年的 6.57%上升至 8.95%，中行在剔出

外汇敞口估值损失因素后，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 18.14%。但是，与花旗银行中间业务收入

占比的 55.90%、汇丰银行的 41.61%相比，我国四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还有不小的差距，并

且由于中间业务模式单一，结构不够合理，中间业务尚属于我国银行的“软肋”之一。  
  第五，由另外的数据来看，外资银行的存贷比非常高，如花旗银行达到了 94.10%，而

国内列举的四家上市商业银行存贷比指标明显低于外资银行。这表明，我国银行在流动性上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占据优势，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强。当然，这种差距出现的原因之一是由我国的政策发挥

所限。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外资银行贷款来源多样，而不时单纯地依赖存款增长，因此并未

因存贷比居高而随之增加流动性风险。以花旗银行为例，除了吸收存款。他们还可以通过其

他各种渠道获得资金。相对而言，我国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比较单一，自然不能过多提高存

贷比，以防清偿力不足额发生。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流动性是一把双刃剑：一个流动性

强的银行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流动性风险，但流动性过剩也会带来其资产的闲置，从而又会降

低其回报和削弱其核心竞争力。  
  五、进一步完善我国银行的对策和建议  
  1、完善和强化风险控制体系  
  风险控制能力代表着银行经营管理的水平，是其核心竞争力的突出表现，展望未来一段

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和银行信贷风险管理体制的缺陷对银行整体风险管理能力形成较大

压力，银行信贷的行业信用风险加剧和不良贷款率反弹的压力增大；利率、汇率市场化与银

行市场风险的不断加剧，加之银行治理结构改进与操作风险、道德风险缓解的进展过于缓慢，

将可能对中国银行未来发展也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中国银行也需要按照建立良好公司治理

结构的基本要求，借鉴现代银行管理经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科学的风险管理体系，其核心

内容是全面风险管理和全员风险管理。在风险构架方面，从单纯的信贷风险管理机构逐步过

渡到全面的风险管理机构。  
  2、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推进金融产品创新  
  对中外资银行盈利能力的比较发现，我国四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领域与外资

银行有较大的差距。随着利差缺口的逐渐缩小，中间业务将成为银行利润的新增长点。因此，

中国银行应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进行金融产品创新来掌握竞争的主动权，提高核心竞争力，

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变劣势为优势。例如，银行可以建立以咨询服务为核心的咨询中心，为企

业和个人开展有关资产负债管理、风险管理、并购咨询等多种咨询业务。  
  3、继续加强风险管理，保持低不良贷款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