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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导读：17 年 12 月信贷利率属季节性回落，预计 18 年信贷利率大 

概率上行，驱动息差企稳回升，推荐平安银行、南京银行、工商银行等 

摘要： 

[Table_Summary]  事件：2017 年 12 月信贷利率季节性下滑 

央行披露的 2017 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12 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5.74%，比 9 月下降 0.02 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贷

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5.80%，比 9 月下降 0.06 个百分点；票据融资加权平

均利率为 5.23%，比 9 月上升 0.25 个百分点。由此引发市场对 2018 年

贷款收益率上行判断的困扰。 

 季节性因素：年末投放更多集中优质客户 

每年年末信贷供给会因为额度即将用尽而明显收紧，导致：（1）年末剩余

额度更多在大行手中。而大行的客群质量更优，利率水平也就较低；（2）

银行为维护客户关系，争取来年业务，会将年末剩余额度优先供应给战略

优质客户。因此，年末信贷投放向大客户集中，利率定价会下调。从数据

看，自 2011 年至今，每年四季度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比例环比均有下降。 

 结构性因素：监管引致居民短贷占比下降 

对于一般贷款，2017 年四季度，受现金贷行业监管及严查现金贷流入房

市政策影响，高收益的居民短贷仅为三季度的 52%。而利率低于平均的

居民中长贷占比增加。低收益贷款占比增加拉低了一般贷款利率。对于票

据融资，受 2017 年上半年监管冲击，前三季度规模大幅度缩减，而四季

度规模开始增加时，利率已走完快速上升期，对加权平均利率的拉抬作用

明显不及以往。 

 数据趋势：12 月数据已显露利率上行端倪 

2017 年 12 月贷款利率季节性下降幅度远低于可比历史平均降幅。2012

年四季度为降息周期后转向平稳周期，一般贷款利率环比下降 11bp；2016

年四季度货币政策转向为稳健中性（边际收紧），一般贷款利率环比下行

21bp。2017 年 12 月仅下行 6bp，下降程度小于两个可比年份。 

 研判未来：正常季节性回落不改上行趋势 

短期的季节性和结构性因素将消除，2018 年贷款收益率大概率上行。理

由：（1）表外融资需求将挤向表内；（2）债券利率向信贷利率传导；（3）

1 月贷款收益率上行印证；（4）存量资产到期续作收益升。 

 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 

利率上行趋势下，选股逻辑建议转向兼顾银行资产端。继续推荐平安银行、

南京银行、工商银行与招商银行。需留意违规性存量资产处置引发的踩踏

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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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17 年四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12 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为 5.74%，较 9 月下降 2bp。其中，一般贷款利率较 9 月

下降 6bp，票据融资利率较 9 月上升 25bp，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较 9 月上

升 25bp。 

 

此前市场普遍预期 2018 年信贷利率将逐步上行，而 2017 年年末的信贷

数据却与预期相反，造成困惑。据此，本报告重点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 哪些因素导致了年末贷款利率的下滑？ 

 

（2） 如何判断 2018 年信贷利率走势？ 

 

我们判断，2017 年 12 月利率下滑有季节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双重作

用。季节性因素是信贷额度不足时，年末贷款优先投向大客户，致使定

价相应下滑；结构性因素是受监管影响，2017 年末低利率贷款占比提升，

且票融拉抬作用不及以往。2018 年信贷供给将继续从紧，信贷需求却在

向银行表内集中，供不应求情况下利率将继续上行。 

 

1. 数据挖掘：季节和结构因素影响年末利率 

 

从长期数据看，在加息周期（2009-2011），每年 12 月信贷利率环比抬升。

而在平稳和降息周期中（2011-至今），12 月一般贷款利率均为下降，这

说明，存在季节性因素影响年末信贷利率。 

 

图 1：2011年至今，每年 12月一般贷款利率都有下滑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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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横向比较，可以部分剔除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当前货币政策环境

与 2013 及 2016 年四季度可比，均处于平稳周期中。 

 

（1）与 2013 年四季度比较 

 

2013 年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均无变化，M2 呈下行趋势，货币政策

稳健略紧，12 月一般贷款利率环比下降 2bp，但票据融资上升 93bp，使

得 12 月加权平均利率环比上升 15bp。 

 

2017 年货币政策及流动性环境相似，但一般贷款利率下滑略高于 2013

年，票据融资利率上升则不及 2013 年。排除季节性因素影响后，监管

因素导致的低利率信贷占比增加以及票融拉抬作用下降，也拖累了整体

利率，2013 年四季度中高利率贷款投放占比为 72%，远高于 2017 年四

季度的 48%。需要注意，季节性因素及结构性因素均为短期因素，并不

改变利率长期趋势。 

 

图 2： 2013 年四季度中高利率贷款投放占比高于 2017 年四季度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注：高利率贷款指居民短贷+企业中长贷，中

利率贷款指企业短贷，低利率贷款指居民中长贷。 

 

（2）与 2016 年四季度比较 

 

2017 年开始，货币政策转向稳健中性，边际上收紧。因此 2016 年四季

度可视为收紧前的情况。2016 年 12 月，一般贷款利率环比下滑 21bp，

超过 2017 年 12 月的 6bp，说明货币政策收紧后，利率同比下滑幅度减

少，利率水平确实在抬升。 

 

表 1：每年 12 月信贷利率环比变动情况 

  加权平均利率 加权平均利率：一般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票据融资 加权平均利率：个人住房贷款 

2009 0.20  0.14  0.26  0.04  

2010 0.60  0.25  1.63  0.31  

2011 -0.05  0.00  -0.49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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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0.19  -0.11  -0.59  0.02  

2013 0.15  -0.02  0.93  0.14  

2014 -0.20  -0.41  0.45  -0.71  

2015 -0.43  -0.37  -0.96  -0.32  

2016 0.05  -0.21  0.85  0.00  

2017 -0.02  -0.06  0.25  0.25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初步考察可得出两个结论：（1）信贷利率水平整体仍在抬升；（2）存在

短期的季节性因素及结构性因素影响年末利率，需要具体分析。 

 

2. 季节性因素：年末投放更多集中优质客户 

 

每年年末，信贷需求无明显变化，但供给会因为额度即将用尽而明显收

紧，历史上 12 月均为信贷小月。额度受限将导致以下两种现象： 

 

（1） 中小银行在年中利率高点突击放款，大行额度相对宽裕且全年规

划到位，年末剩余额度更多在大行手中。而大行的客群质量更优，

利率水平也就较低； 

 

（2） 银行为维护客户关系，争取来年开年的业务，会将年末剩余额度

优先供应给自己的大客户。 

 

因此，年末信贷投放向大客户集中，利率定价会有下调。从基准利率上

浮贷款占比看，自 2012 年至今，每年 12 月的上浮比例都是环比下降的。 

 

图 3： 2012 年来每年四季度基准利率上浮贷款占比均下降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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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性因素：监管引致居民短贷占比减少 

 

先看一般贷款情况。2017 年四季度，受现金贷行业监管及严查现金贷流

入房市政策影响，高收益的居民短贷共新增 3000 亿元，仅为三季度的

52%，其中 12 月更是只投放了 181 亿元。而利率低于平均的居民中长贷

占比增加。低利率贷款占比增加拉低了一般贷款利率。 

 

图 4： 2017 年四季度高利率贷款占比下降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注：高利率贷款指居民短贷+企业中长贷，

中利率贷款指企业短贷，低利率贷款指居民中长贷。 

 

再看票据融资情况。今年上半年，监管部门针对票据业务重点查办，银

行相应收紧票据融资,2017 年前三季度票融规模处于大规模缩减状态，

直到 11 月才开始净增加。而票据融资利率的快速上升期是 2016 年四季

度至 2017 年二季度，三季度后已有调整。 

 

因此，往年票融利率环比上升时，对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有拉抬作用（如

2013 及 2016 年四季度），但 2017 年票融利率上行时规模在下降，规模

转正时利率上行节奏已放缓，量价变动节奏相斥，拉抬作用明显不及以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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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7年前三季度票融规模大幅度缩减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注：高利率贷款指居民短贷+企业中长贷，

中利率贷款指企业短贷，低利率贷款指居民中长贷。 

 

4. 研判未来：正常季节性回落不改上行趋势 

 

我们判断，2017 年 12 月的信贷利率属于正常季节性回落，不改长期向

上趋势。有如下四个理由： 

 

（1）表外融资需求将挤向表内。金融去杠杆使得表外融资需求挤向表

内，使得信贷成为稀缺资源，银行议价能力提升。 

 

（2）债券利率向信贷利率传导。2018 年金融去杠杆将促使中小金融机

构尤其农村金融机构缩表，债券利率持续高位将成为常态。目前同等级

债券与信贷利率已经倒挂，债券利率上行必然会在 2018年传导至信贷。 

 

（3）1 月贷款收益率上行印证。抽样调研发现，2018 年很多银行的信

贷收益率已经开始上行，例如：南京银行（显著）、国有行等。 

 

（4）存量资产到期续作收益升。银行是“长资产+短负债”组合，利率

上行会率先反应在负债上，而资产端需要在到期续作才能享受利率上行

带来的收益。市场利率大概率高位震荡，但在资产端的受益效应会在

2018年陆续显现出来。 

 

综上，2018 年贷款收益率大概率上行，对于负债成本控制良好的银行，

2018年息差将有可能超预期回升。 

 

5. 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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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投资建议 

 

利率上行趋势下，选股逻辑建议侧重考察银行资产端。继续推荐平安银

行、南京银行、工商银行与招商银行。 

 

5.2. 风险提示 

 

需留意违规性存量资产处置引发的踩踏式风险。 

 

表 2：上市银行最新盈利预测及估值水平 

 净利润增速 EPS（元） BVPS（元） 市盈率 PE 市净率 PB 评级 

 18 年 19 年 18 年 19 年 18 年 19 年 18 年 19 年 18 年 19 年 

 

兴业银行 8.1% 11.6% 2.99 3.33 20.09 22.72 5.94 5.32 0.88 0.78 增持 

民生银行 3.9% 5.9% 1.41 1.50 11.32 12.51 5.97 5.63 0.74 0.67 增持 

平安银行 9.8% 17.5% 1.49 1.75 13.18 14.78 8.08 6.88 0.91 0.81 增持 

招商银行 12.5% 14.0% 3.13 3.57 20.29 22.92 10.02 8.79 1.55 1.37 谨慎增持 

中信银行 2.3% 5.1% 0.89 0.94 8.36 9.07 7.57 7.20 0.81 0.74 谨慎增持 

光大银行 4.6% 5.8% 0.63 0.66 5.24 5.80 6.90 6.53 0.82 0.74 谨慎增持 

华夏银行 4.9% 7.2% 1.68 1.80 13.28 14.91 5.53 5.16 0.70 0.62 增持 

股份制 6.9% 9.7% 

    

7.05 6.43 0.91 0.81 

 

            
工商银行 1.9% 6.1% 0.81 0.86 6.42 7.03 8.52 8.03 1.07 0.98 增持 

农业银行 3.1% 9.4% 0.60 0.65 4.65 5.12 6.96 6.37 0.90 0.81 谨慎增持 

中国银行 2.8% 8.6% 0.58 0.63 5.27 5.73 7.32 6.74 0.81 0.75 谨慎增持 

建设银行 3.6% 7.8% 0.98 1.06 7.59 8.36 8.64 8.02 1.12 1.01 增持 

交通银行 2.2% 8.5% 0.94 1.02 8.98 9.71 6.98 6.43 0.73 0.67 增持 

国有行 2.7% 7.8% 

    

7.68 7.12 0.92 0.85 

 

            
北京银行 6.5% 8.0% 0.95 1.03 7.35 8.17 7.71 7.14 1.00 0.90 增持 

南京银行 17.5% 13.7% 1.34 1.52 8.21 9.48 6.73 5.92 1.10 0.95 增持 

宁波银行 14.5% 17.4% 2.11 2.48 12.31 14.40 9.44 8.04 1.62 1.38 谨慎增持 

贵阳银行 17.2% 22.1% 2.31 2.82 12.54 12.54 6.50 5.32 1.20 1.20 增持 

城商行 11.9% 13.1% 

    

7.60 6.61 1.23 1.11 

 

            
常熟银行 12.1% 17.2% 0.64 0.75 5.16 5.16 11.24 9.60 1.39 1.39 增持 

江阴银行 7.2% 12.0% 0.49 0.55 5.57 5.57 15.45 13.80 1.36 1.36 增持 

无锡银行 10.2% 13.6% 0.60 0.68 5.51 5.51 12.82 11.28 1.39 1.39 增持 

吴江银行 10.3% 13.0% 0.69 0.69 8.10 8.10 12.00 12.00 1.02 1.02 增持 

张家港行 7.4% 15.5% 0.45 0.52 5.03 5.03 19.77 17.13 1.78 1.78 增持 

农商行 9.7% 14.5% 

    

14.26 12.76 1.39 1.39 

 

上市行 4.1% 8.5% 

    

8.93 8.06 1.08 1.00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注：收盘价为 2018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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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公司以外的其他机构（以下简称“该机构”）发送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通过此途径获得本报告的

投资者应自行联系该机构以要求获悉更详细信息或进而交易本报告中提及的证券。本报告不构成本公司向该机构之客户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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