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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回暖 银行出招“卡位”消费贷

降价促销抢客

银行消费类贷款产品开启降价促销模

式。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招商银行5月11日

在手机银行App上开启“闪电贷新户抢9折

券”的优惠活动，5月1日-25日期间进行闪电

贷申请且成功获取闪电贷额度的客户（质押

闪、场景闪除外），可以领取9折利率折扣券，

折后利率最低不低于年化利率5.04%。另外，

闪电贷优惠利率也惠及到招商银行金卡和金

葵花达标客户，这两类客户在5月7日-6月7日

期间分别可以领取9折和8折优惠券，折后利

率最低不低于年化利率5.4%。

北京商报记者从招商银行工作人员方面

了解到，上述优惠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

引更多人申请闪电贷，由于新户第一次申请

闪电贷，所以优惠力度更大一些。“对于金卡

客户而言，5.4%的年化利率其实已经比较低

了。”据该工作人员透露，“最近每天都有客户

询问闪电贷业务，在接到客户咨询时，我们一

般也主推闪电贷业务。”

无独有偶，国有银行也降价抢夺优质客

户。北京地区白领刘明（化名）近日收到工商

银行的推销短信，“我行已下调您的个人信用

贷款（融e借）年利率至4.35%，支持按期付息

一次性还本，登录工银e生活、工行手机银行

即可自助办理”。此外，北京商报记者获悉，交

通银行也定向推送过类似短信，用户徐勇（化

名）表示，他最近接到交通银行推送的多条短

信，推荐贷款业务，“最高30万元额度距您一

步之遥，最低年利率仅5.76%”。

在降低贷款利率之外，不少银行还推出

“借款+红包”等多种福利，吸引客户。比如，

在交通银行手机银行App上测试惠民贷额

度，无论是否审批通过，均可抽取12g实物

金条及金额不等的贴金券；平安银行智贷新

客首次获取额度立享5000口袋金币（约价

值10元）。

建银投资咨询分析师王全月表示，受疫

情冲击，今年一季度GDP负增6.8%，消费影响

的幅度最大。因此，提振消费“稳增长”是重要

的调控方向。而消费类贷款显然是提振消费

的手段之一，商业银行加大消费贷款的营销

力度与政策导向高度吻合。

消费需求回暖

在疫情影响下，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费需

求被抑制，银行消费贷备受冲击。央行此前公

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住户部门贷款增加1.21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增了6022亿元，一季度

以个人消费贷款为主的短期贷款减少509亿

元。而随着企业复工复产，消费回暖趋势，银

行正在加紧“补课”，加大营销刺激个人消费

信贷业务的发展。

央行近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也显示

出消费需求正在逐步释放。4月住户部门贷款

增加6669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280亿

元，以个人按揭贷款为主的中长期贷款增加

4389亿元。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兼新闻发言

人阮健弘此前表示，随着疫情防控措施逐步

放宽或者解除，个人消费贷款和购房贷款的

需求也会得到释放。

5月12日，央行调查统计司有关负责人就

4月金融统计数据情况答记者问时指出，住

户部门消费贷款增长逐步恢复，4月，个人消

费贷款新增4782亿元，同比多增90亿元。其

中，个人住房贷款新增3675亿元，同比多增

173亿元。

银行一线人员对消费贷款回暖感受最为

明显。某国有大行一家支行行长对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随着很多企业复工复产，个人消

费需求的逐步回升，近期个人消费信用贷的

展业情况比一季度有所回暖，面临的展业压

力没有原来大了”。平安银行也在一季报中表

示，疫情期间，随着该行推动业务流程线上化

改造，产能快速恢复，3月“新一贷”日均发放

额已达到去年日均发放额水平。

在王全月看来，消费贷款的需求很大程

度上决定于消费者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以

及消费习惯的养成。从收入上看，伴随复工复

产的推进，二季度我国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

回暖概率较大；从消费习惯上看，“加杠杆”式

的消费观虽然已被部分居民所接受，但目前

仍非主流观念。而这也表明我国消费贷业务

潜力巨大。由此综合判断，消费贷款的需求将

呈现增长态势，但增速存在回落的可能性。

做好风险管理

近年来，零售银行已成为各家银行发力

和争夺的主战场，但是在客户数量和业务规

模不断攀升的同时，资产质量不容乐观的形

势也值得银行深思。

从2019年报和2020年一季报中已可见端

倪。例如，截至2020年3月末，招商银行消费贷

款的不良贷款率为1.35%，较上年末上升0.17

个百分点；逾期贷款率升至2.02%。平安银行

新一贷2020年3月末的不良率达到1.63%，较

上年末上升0.29个百分点。另外，建设银行、农

业银行、邮储银行等多家银行2019年末消费

贷款的不良率也超过1%。

来自银保监会5月12日披露的数据显示，

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61万亿元，

不良贷款率1.91%。而下一阶段，商业银行不

良贷款生成压力仍存。招商银行在一季报中

指出，由于一季度入催且未能回收的贷款二

季度起逐步进入不良，预计二季度起，零售

将面临更大的不良生成压力。鉴于疫情对居

民收入、就业等方面的影响，与共债风险交叉

叠加，预计零售贷款风险可能也会持续较长

时间。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娄

飞鹏表示，目前多家银行消费类贷款不良率

回升，主要是居民收入受疫情影响下降的结

果。随着疫情防控成效进一步稳固，经济秩

序逐步恢复，加上政府引导扩大内需，未来

居民消费会逐步增加，消费贷款也会逐步恢

复。后续银行发力消费贷款时，仍然需要做

好客户准入和风险管理，选择合适的客户发

展业务。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吴限

净利前五座次洗牌

Wind数据显示，4月37家券商整体业绩

有所回暖，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14.91亿元，

环比增长50.67%；实现净利润137.39亿元，

环比增长51.77%。4月有13家券商营业收入

跻身10亿元以上阵营，3家券商营业收入超

过20亿元。从排名前五座次来看，中信证券

营业收入唯一突破30亿元，达到33.16亿元；

申万宏源证券居于榜眼位置，4月营业收入

22.81亿元；中信建投以21.1亿元的营业收

入位居第三位；海通证券、招商证券分居四

五名，4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9.55亿元、17.83

亿元。

从净利润表现来看，4月有12家券商净利

润超过5亿元。其中，头部券商比拼激烈，前五

阵营中多个位次发生洗牌。中信证券“领头

羊”地位稳固，当月净赚15.57亿元；申万宏源

以15.2亿元净利润摘得亚军；中信建投位居第

三，当月净利润10.39亿元，排名较上月的第八

位提升了五名；随后是海通证券当月净赚9亿

元，排名提升两位；中国银河证券跻身第五

位，实现了8.29亿元净利润，排名较上月的第

十位提升了五名。

另外，招商证券、国泰君安和华泰证券从

前五席位掉落，当月分别以7.73亿元、7.16亿

元、6.24亿元净利润居于第六、七、八位置。

自营提振业绩增长

纵观券商4月业绩表现，头部券商、中小

券商皆有亮点可循。环比来看，37家券商中有

27家净利润获得环比增长，15家环比增幅翻

番，头部券商中，净利润排名前六的券商均有

不同幅度的上涨，其中，中信建投、申万宏源

涨幅达到96.16%、75.2%。

中小券商业绩弹性更大，方正证券、长

江证券净利润甚至暴涨39倍、10倍。高业

绩弹性也与一些券商季末计提减值损失带

来的低基数效应密切相关。例如方正证券4

月净利润环比增长了3947.49%至1.21亿

元，对于此番净利润暴涨，北京商报记者联

系到方正证券，对方表示具体以公告为准。

而根据方正证券此前发布的公告，3月方正

证券信用减值损失共计约3.51亿元，减少

净利润约2.63亿元，当月实现净利润仅为

297.97万元。

除了3月低基数效应影响之外，进入4月，

证券市场行情回温，自营业务也成为券商业

绩最重要的加分项。4月股市迎来修复行情，

其中沪指累计上涨3.99%，深成指上涨7.62%，

创业板上涨10.55%。国泰君安非银分析师刘

欣琦表示，4月资本市场全面回暖，自营收入

占比较高，业绩弹性较大的券商有望受益。同

时，随着资本市场改革推进，预计头部券商将

持续受益，优势将继续集中。

投行仍是全年最大看点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券商投

行现场检查等环节造成了不小的阻碍，而随

着国内疫情控制得当，也受益于4月市场改革

红利推动，券商投行业务显著回暖。北京商报

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2020年4月，有19家

券商有IPO承销保荐费“入袋”，对比来看，3月

这一数字为15家。4月19家券商合计收获IPO

承销保荐费11.94亿元，环比增长了39%。

从单月IPO承销保荐“吸金”排名来看，中

金公司以1.54亿元收入居首，其次是民生证券，

收获1.23亿元，海通证券、国金证券、华泰联合

证券分别收入1.054亿元、1.051亿元以及7000

万元，分别列于第三、四、五席位。就收入情况

而言，5家券商的市场份额占到了46.68%。

“投行业务仍是券业全年最大看点。”方

正证券非银金融研究组首席分析师左欣然表

示。她指出，IPO方面创业板注册制推行，在发

行、信息披露、交易、退市、融券等基础制度上

充分借鉴科创板经验，注册制下审批效率高，

同时在准入条件上较以往更加包容，预计后

续企业IPO数量将持续提升，带动券商承销保

荐收入高增长。再融资与并购重组方面，今年

以来包括再融资新规、并购重组松绑等利好

政策频出将带动规模增长；债券承销方面受

益于“宽信用”的政策环境以及公司债、企业

债注册制推行下带来的审核效率提升，有望

保持高增速。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深化，仍看好头部券

商。头部券商在风险控制、创新融资产品创

设、定价权、服务多元化、资产负债表运用能

力、投行项目储备上更具优势，未来有望在差

异化监管环境下持续输出资本优势。”左欣然

如是说。

天风证券研报显示，目前证券行业平均

估值1.96倍PB（市净率），大型券商估值在

1.1-1.7倍PB之间，行业历史估值的中位数为

2.4倍PB（2012年至今）。券商股再次进入政策

利好期叠加流动性改善期。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马嫡

自营投行撑腰 券商4月业绩翻身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5月

12日，银保监会官网发布《2020年商业银

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数据显示，2020

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61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986亿元，不良贷款

率为1.91%，比年初上升了0.05个百分点。

在分析人士看来，虽然受到疫情冲击，但银

行业绩整体表现不错，不良率上升幅度在

预期范围内。

从盈利指标来看，一季度银行业利润

增长基本稳定，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

一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6001亿

元，同比增长5%。资本充足率方面，2020年

一季度末，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为10.88%，较上年末下降0.04个百分点；一

级资本充足率为11.94%，较上年末下降

0.01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4.53%，较上

年末下降0.11个百分点。

信用风险指标方面，截至一季度末，商

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61万亿元，不良

率1.91%，拨备覆盖率183.2%。分类型来

看，农商行、城商行不良率水平在行业中偏

高，其中农村商业银行不良率为4.09%、城

市商业银行为2.45%，而大型商业银行、股

份制银行不良率分别为1.39%和1.6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

行院长盘和林指出，从商业银行整体情况

来看，不良率上升0.05个百分点不算高，在

预期范围内，虽然受到疫情的冲击，但银行

业绩整体表现不错，2020年二季度和三季

度甚至四季度都不排除会有不良率增加的

情况，应特殊看待。

对不良率上升，监管也早已作出了提

醒，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

远企曾表示，2020年一季度数据显示，银行

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具体来看，其中受

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一些小微企业，餐饮、

住宿等行业上升相对较快。但肖远企也同

时提道，“在我们的预估范围之内”。

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环境造成了

巨大冲击，在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方面，

2020年一季度末银行业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12.55万亿元，其中大型商业银

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75万亿元，

股份制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2.23万亿元。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

李均锋此前介绍，截至2020年3月末，全

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5万亿

元，同比增速25.93%，其中普惠型的个

体工商户贷款余额4.01万亿元，同比增长

了16.63%。

同时，为了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监管也

出台了续贷、降费等政策保障。来自银保监

会此前披露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共

办理续贷5768亿元，其中近九成资金投向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到2020年3月

末，银行机构已对约8800亿元中小微企业

贷款本息实施了延期。同时，5家大型银行

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4.3%，在

2019年基础上进一步下降0.3个百分点。

2020年一季度对企业、商户和个人经营者

发放的信用贷款增加2.5万亿元，增量接近

去年同期的2倍。

在盘和林看来，“随着整个政策扶持力

度的加大，企业的生存条件会逐渐改善，监

管首先还是要坚持市场化原则，通过一些

公共财政来弥补整个银行的风险，提高容

忍度，甚至可以在特殊时期把不良率容忍

度适度抬高，这个安全边界还是有很大的

空间。另外，政府可以通过贴息、成立基金

弥补风险，只有这样银行才更愿意给小微

企业贷款”。

4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普

惠金融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行综合绩效

考核指标中的权重提升至10%以上；同时，

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

调20个百分点，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提高服

务小微企业能力。

随着复工复产节奏的逐步恢复，前期被抑制的消

费需求正在逐步释放，多家银行也铆足劲儿抢占个人

消费信贷市场。5月12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不少

银行通过打折促销个人消费贷或者推出“借款+红包”

等多种方式吸引个人客户。在大力促销的背后，是银

行抢抓居民消费需求反弹这一机遇，刺激消费信贷业

务增长。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银行在获客的同时，也需

要更加关注信贷质量。

相比3月的超七成净利润下滑，4月A股上市券商业绩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截至5月12日20时，A股37家上市券商

4月成绩单全部出炉。受益于4月证券市场回暖，券商自营、投行业务显著改善，同时叠加此前部分券商计提减值损失带

来的低基数效应，4月券商业绩环比大幅提升，37家券商整体实现净利润增幅51.77%。

商业银行一季度末不良率微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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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住户贷款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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