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銀系列文章之銀行貸款質素 

 

眾所周知銀行賴以為生的是放貸的利息收入。然而放貸少不免要面對信貸風險，即是銀行總會有部份貸款是無法

收回的。銀行無論利息收入有多高，如果最終連本都收不回，只會得不償失，因此貸款質素對銀行的盈利是至關

重要。然而，我們亦可以換個角度看，貸款減值損失本就是銀行這個生意的正常成本。 

 

通常我們會以不良貸款率去衡量一家銀行的貸款質素，再以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及貸款撥備率來衡量一家銀行有

否為它的潛在信貸損失作好足夠撥備。下文我們會一一探討。 

 

不良貸款率 

根據原銀監會於 2007 年發布的《貸款風險分類指引》(《指引》)，中國的商業銀行須對貸款進行五級分類，分別

為「正常類」、「關注類」、「次級類」、「可疑類」及「損失類」。所謂的不良貸款正是「次級類」、「可疑類」及「損

失類」的總和。而不良貸款率則為不良貸款餘額除以貸款和墊款總額。 

 

招行 2018 年年報內的五級分類： 

 

 

圖表 1：不良貸款率 

 

資料來源：銀保監會、公司年報、致富集團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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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內銀不良貸款率的變化過程，我們知道 2008 年金融海嘯爆發之後，中央政府鼓勵銀行大幅增加信貸以對抗

經濟衰退。由於政府的擴張性政策，初期不良貸款餘額追不上貸款總額的上升速度，內銀的不良貸款率持續了數

年的下降周期。然而產能過盛的惡果早已埋藏，不良貸款率要直至 2013 年才開始掉頭向上，明顯滯後於現實。 

 

2015 年底，供給側改革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被提出，產能過盛情況得到舒緩。從圖表 1 可見，全國商業銀行

的不良貸款率於 2017 年暫停向上，可惜於 2018 年卻再次向上。然而四大國有銀行及招行的不良貸款率於 2017

年及 2018 年已連續兩年錄得下降，拐點初現，情況審慎看好。當然中美貿易戰的發展及剛出爐的《商業銀行金

融資產風險分類暫行辦法》(下文再述)都會影響內銀的不良貸款率。 

 

逾期貸款 

雖然不良貸款率是行內最常用的檢測貸款質素的指標，可是由於五級分類中，各類別貸款的劃分某程度上涉及到

銀行的主觀成份，因此我們可以利用另一個相對客觀的指標—逾期貸款佔比，去衡量銀行的貸款質素，以及用逾

期 90 天以上貸款與不良貸款餘額的比例(或稱不良貸款偏離度)來衡量銀行對於定義不良貸款的嚴謹程度，比例

愈低代表嚴謹程度愈高，不良貸款率愈可靠。 

 

招行 2018 年年報內的按逾期期限劃分的貸款分佈情況： 

 

 

圖表 2： 逾期貸款對貸款和墊款總額比例  圖表 3：不良貸款偏離度 

 

 

 

資料來源：公司年報、致富集團研究部  資料來源：公司年報、致富集團研究部 

   

由於銀保監會並未有公布逾期貸款的數據，我們以國有四大行及招行為分析對象。從圖表 2 可見，5 家銀行的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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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貸款佔比都不約而同地於 2016 年由升轉跌，而且一直持續至 2018 年，趨勢符合不良貸款率，而且更提早一

年由升轉跌。至於不良貸款偏離度，由圖表 3 可見，5 家銀行均低於 100%，簡單可以理解為 5 家銀行的不良貸

款均包括了逾期 90 天以上貸款，而且整體趨勢向下，表示 5 家銀行提升了定義不良貸款的嚴謹程度，當中建行

最為嚴格，逾期 90 天以上貸款只佔了其不良貸款的約 60%。 

 

當然上述 5 家均為國內質素較高的銀行，而國內並不是所有的商業銀行的偏離度均能低於 100%。有鑑於此，中

國銀保監會於今年 4 月 30 日發布實施《商業銀行金融資產風險分類暫行辦法》(《暫行辦法》)，其中提到由於現

行《指引》對逾期天數與分類等級關係的規定不夠清晰，未將全部逾期 90 天以上的債權納入不良。《暫行辦法》

明確規定，金融資產逾期 90 天以上應至少歸為次級類，亦即歸為不良資產。銀保監會更鼓勵有條件的銀行可更

加審慎地把逾期 60 天以上的金融資產也納入不良，但這不是硬性要求。估計今年整體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勢必

上升，可是對於已嚴格執行五級分類的銀行則影響較少。 

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及貸款撥備率 

國內商業銀行必須根據可能損失的合理估算計提準備，亦即貸款減值準備。而我們衡量一家銀行的貸款減值準備

是否充足，則根據貸款撥備率及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兩項指標釐定。其中貸款撥備率等於貸款減值準備除以貸款

和墊款總額；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等於貸款減值準備除以不良貸款餘額。根據銀保監會於 2018 年發布的《關於

調整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的通知》，商業銀行的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由 150%調整為 120%至 150%，

貸款撥備率監管要求由 2.5%調整為 1.5%至 2.5%。 

 

圖表 4： 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  圖表 5： 貸款撥備率 

 

 

 

資料來源：銀保監會、公司年報、致富集團研究部  資料來源：銀保監會、公司年報、致富集團研究部 

   

市場一般較注重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因為另一指標貸款撥備率可以由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乘以不良貸款率得出。

事實上，當不良貸款率低於 1.67%時，只要貸款撥備率高於 2.5%，則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必然高於 150%；相

反，當不良貸款率高於 1.67%時，只要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高於 150%，則貸款撥備率必然高於 2.5%。從圖表

4 可見，國內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整體上由 2016 年起由跌轉升，而四大國有銀行及招行的向上趨勢

則更加明顯，主要原因是前述的不良貸款率於 2016 年開始有放緩或下降趨勢，以及銀行增加了年度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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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留意的是，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可以作為銀行平滑或調節利潤的工具。以招行為例，其 2018 年不良貸

款撥備覆蓋率高達 358.2%，遠高於監管要求及行業均值。這麼高的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令到招行於未來不景氣

時有空間降低貸款減值損失來平滑利潤，從另一個角度看，可以說招行是隱藏了部份利潤。 

客戶貸款及墊款減值損失 

上文提到的不良貸款餘額、貸款減值準備都是存量概念，是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項目。至於貸款質素如何影響銀行

的年度盈利則是通過客戶貸款及墊款的減值損失。資產減值損失是銀行損益表內的一項重要支出，而客戶貸款及

墊款的減值損失則差不多是資產減值損失的全部，因此很大程度地影響著銀行的盈利。 

 

至於客戶貸款及墊款的減值損失與貸款減值準備的關係是如何呢？於貸款減值準備的年度變化當中，有兩項重要

的項目，分別為本年計提及本年轉回/回撥，就是我們一般提及銀行的年度計提撥備及回撥，而客戶貸款及墊款的

減值損失正是本年計提減去回撥的結果。 

 

招行 2018 年年報內的貸款減值準備變化： 

 

 

上表的本期計提是 1,362 億元人民幣，而本期轉回則是 769 億元人民幣，本年計提減去本期轉回的結果是 593

億元人民幣，正是招行 2018 年於損益表中的貸款和墊款減值損失，佔招行扣除減值損失前的營業利潤 35.7%。 

 

圖表 6：客戶貸款及墊款減值損失佔營業收入  圖表 7： 銀行信用成本 

 

 

 

資料來源：公司年報、致富集團研究部  資料來源：公司年報、致富集團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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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們衡量銀行的計提力度可以參考銀行的信用成本(客戶貸款及墊款的減值損失除以貸款和墊款總額均值)。

圖表 7 所示，四大國有銀行最近五年整體上逐步提升信用成本，這亦是先前提到的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近兩年轉

跌為升的其中一個原因。至於招行的信用成本大幅高於四大國有銀行，是導致招行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高達

358.2%的重要原因，縱使計提力度近年逐步放緩，但仍高於四大國有銀行。 

 

如果我們要了解貸款減值損失對銀行盈利的影響，我們可以計算其佔銀行營業收入的比例。圖表 6 顯示，四大國

有銀行的貸款減值損失佔營業收入比例逐步向上，符合其信用成本向上的趨勢，極大地限制了他們的盈利增長，

於 2018 年，四大國有銀行的貸款減值損失佔營業收入比例高達 20%以上。而招行的貸款減值損失佔營業收入比

例近年則有回落趨勢，但仍屬於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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