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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2年公司金融业务发展的重点调查

77.4%

最看好
小微企业贷款仍是公司金融业务发

展的重点领域

在未来公司金融业务发展重点的调
查中，小微企业贷款以高达 77.4%的占比
继续位居首位，紧随其后的是现金管理、
国际贸易融资及对外担保，占比分别为
45.1%和 43.1%（见图 1）。

调查显示，在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
的大背景下，满足小微企业贷款需求已成为
银行公司金融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的重
点。同时，在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政策引导
下，商业银行普遍采取了降低小微贷款门
槛、提高放贷审批效率、提高小微企业不良
贷款容忍度等方式来发展小微企业贷款。

此外，多数银行家继续认可现金管
理、国际贸易融资及对外担保、财务顾问
等业务在公司金融业务的重要地位，体
现了商业银行对企业综合化、专业化资
金管理及运作需求的主动回应。与 2011
年 相 比 ，国 际 贸 易 融 资 及 对 外 担 保 在
2012 年的调查中更显重要，而集团客户
贷款占比则有所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商业银行更加重视在传统贷款业
务的基础上发展贸易结算类业务。

私人银行在个人金融业务发展重点
中首次位列第一

中国银行业的私人银行业务虽然开
端于 2007 年，但得益于中国高端财富市
场的迅猛增长，私人银行业务也在呈现
跨越式发展的态势。在对个人金融业务
未来发展重点的调查中，私人银行、财富
管 理 和 信 用 卡 分 别 以 71.6%、68.7%和
56.5%的比例排在前三位。与前几年的
调查结果相比，私人银行跃居第一位，体
现了在高净值人群规模不断壮大的背景
下，为高端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资产管
理服务已成为商业银行发展个人金融服
务的重点（见图 2）。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重要性下滑明
显，占比从2010年的53.6%，降至2011年
的33.9%，又降至2012年的22.5%，这与国
家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调控紧密相关。

最担忧

房地产、纺织、造纸、造船成为信贷
重点限制行业

调查显示，2012 年银行重点支持行
业中，战略新兴产业以 72.0%的比例居首
位，物流业、传播文化业以超过半数的比
例位列其后。银行业重点限制的行业
中，房地产业以 67.4%的比例高居榜首

（见图 3）。
与 2011 年的情况相比，由于取消了

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及公路行业风险
暴露，银行业对公路铁路运输业的支持
力度出现下降，且有超过 20%的银行家
表示将限制对公路铁路运输业的贷款规

模。此外，在国家倡导节能环保、低碳经
济的背景下，造纸业、纺织业、冶金业也
是重点限制的行业；国际航运市场低迷，
船舶制造业景气度变差，也成为银行业
重点限制行业。

战略新兴产业中，节能环保产业、高
端设备制造业、新能源继续成为银行家
表示重点支持的领域，与 2011 年基本保
持一致。具体来说，有 57.6%的银行家选
择支持节能环保业，选择支持高端设备
制造业和新能源的银行家均为 46%左
右，而仅有 4.5%的银行家表示暂不涉及
相关领域。

六成以上的银行家认为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贷款应收缩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普遍存在规
模大、期限长、用途监督困难等问题，其
风险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尽管目
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清理规范工
作有序推进，但银行家对平台贷款依然
持谨慎态度。调查显示，六成以上的银
行家表示应收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
规模，其中 44.2%的银行家选择了“适当
收缩规模”，20.9%的银行家选择了“大力
缩减规模”（见图 4）。

调查显示，不同地区的银行对待政
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态度有所差别。相对
西部地区，中部、东北及东部区域的银行
家群体对待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态度更
显谨慎，认为应该大力缩减规模的占比
分别为 26.8%、23.1%及 21.5%，西部地区
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相对较少，
仅 有 13.7% 的 西 部 银 行 家 认 为 应 大 力
控制。

最纠结

近八成银行家表示将扩大理财产品
业务规模，50.9%的银行家认为理财产品
形成的大量表外资产可能会对银行的资
产质量和经营稳定性带来影响；49.6%的
银行家对理财产品资金投资标的面临的
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表示担忧；对于商
业银行开展理财业务中存在的盲目承诺
收益的问题而引发的声誉风险，也有超
过四成的银行家关注

调查显示，近八成的银行家对于理
财 产 品 业 务 的 发 展 持 支 持 态 度 ，其 中
54.3%的银行家认为可适当扩大规模，
23.6%的银行家认为应大力增加其规模。

在银行理财产品爆发式增长的同
时，理财产品市场存在的风险也成为监
管层、业界及投资者关注的重点。调查
显示，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和投资标
的资产面临的风险成为银行家最为关注
的风险，其中 50.9%的银行家认为理财产
品形成的大量表外资产可能会对银行的
资产质量和经营稳定性带来影响；49.6%
的银行家对理财产品资金投资标的面临
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表示担忧；对于
商业银行开展理财业务中存在的盲目承

诺收益的问题而引发的声誉风险，也有
超过四成的银行家关注（见图 5）。

此外，调查还显示，75.2%的银行家
对理财产品同质化、价格恶性竞争表示
关注，体现了银行家对目前理财产品市
场现状的担忧。出于监管压力、声誉风
险等方面的考虑，目前各家银行理财产
品的基础资产主要集中在货币市场、债
券及组合投资类产品，而依据客户偏好
设计开发的产品很少。

另外，逾三成被调查对象认为“投
资者教育不到位，缺乏必要的风险承受
能力”、“未能在客户分层基础上匹配相
应风险的产品”、“尚未形成独立的产品
研发能力”也是理财产品市场存在的主
要问题。

面对当前第三方理财机构、证券公
司、保险机构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的较快
发展，多数银行家认为这对银行理财业务
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55.8%的银行
家认为竞争对手的增加可以倒逼银行加
快理财产品的创新步伐；46.7%的银行家
认为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发
展将为银行带来托管、代销等业务机会；
32.4%的银行家表示由于很多银行已经开
展综合化经营，具备上述不同机构的优
势，市场变化对其影响不大；仅有 1.2%的
银行家认为第三方理财机构、证券公司、
保险机构的快速发展对银行理财业务会
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半数银行家认为应该加大银行业
向民间资本开放力度，但高达 86%的银
行家认为，“不具备相应的风险管理能
力”是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主
要风险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股
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
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
领域，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
改制和增资扩股”。调查显示，54.8%的
银行家认为，最应该加大对民间资本开
放力度的领域是银行业，占比最高。此
外，选择“基金”、“信托”、“保险”、“证券”
的 银 行 家 占 比 分 别 为 48.7% 、48.1% 、
40.7%、37.8%，选择“其他类型金融机构”
的占比为 3.8%。

能否向民间资本放开村镇银行的发
起设立，关系到民间资本在中国能否真
正控股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这一重大问
题 上 ，银 行 家 普 遍 的 立 场 是 相 对 积 极
的。调查显示，近八成银行家认为，村镇
银行的发起设立可以“向具备一定资质
的企业放开”，该选项占比 79.4%。此外，
认为“无须放开”、“全面放开”的银行家
占比分别为 11.9%、8.7%。

在积极支持村镇银行的发起设立向
民间资本开放的同时，银行家也表达了
对其风险的担忧。调查显示，高达 86%
的银行家认为，“不具备相应的风险管理
能力”是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
主要风险。选择“容易引发关联交易”的
银行家占比为 55.1%，超过一半。此外，

选择“引发银行业恶性竞争”、“无法满足
资本需求”的银行家占比分别为 22.6%、
13.1%。只有 1.5%的银行家认为“不存在
风险”。

2011 年底，国务院出台支持小微企
业金融财税政策措施，其中提出要强化
对小微企业、社区、居民和“三农”的金融
服务。银监会也提出在审慎监管的基础
上，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服务网点，向辖内
县域和乡镇地区延伸机构。超过一半

（53.3%）的受访银行家认为新型非银行
金融机构发展“仍处于初步阶段，发展潜
力很大”。但同时也有三分之一（33.6%）
的受访者认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已经开
始 进 行 客 户 和 资 源 的 争 夺 ，须 高 度 重
视”。而认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仍处于起
步阶段，未来对银行冲击不大”（4.8%）、

“ 行 业 发 展 受 诸 多 限 制 ，能 成 气 候 ”
（2.4%）的银行家居少数。

2012 年 3 月 28 日，温家宝总理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
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调查显示，对于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银行家大多持
审慎观望态度。79.8%的银行家认为“试
点有必要，能否在全国推行开来，要进一
步观察试点改革情况和效果”。超过六
成的银行家将规范民间资本的发展看做
是金融综合改革试点能否成功的关键。
仅有 14.4%的银行家认为温州金融综合
改革试点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建议在全国推广，反映了银行家群体
对综合改革试点的审慎态度（见图 6）。

最头疼

业绩压力在工作中最让人头疼，尤
以分行层面显著体现

近年来，在银行家的带领下，中国银
行业保持快速发展，银行利润高速增长，
但与之相伴的是，银行家群体也面临着
诸多困扰与挑战。调查显示，在当前市
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的趋势下，近半数的被调查对象（48.5%）
认为，业绩压力已成为最为头疼的因素；
此 外 ，30.7%的 银 行 家 选 择“ 频 繁 的 应
酬”、28.4%的银行家选择“过多的会议”，
28.0%的银行家选择了“战略的制定和落
实”（见图 7）。

比较总行与分支行，最令总行高管
头 疼 的 前 三 个 方 面 分 别 是 业 绩 压 力

（34.3%）、部门间的协调 （31.9%） 和战
略的制定和落实 （28.7%）；最让分行高
管头疼的前三个方面分别是业绩压力

（55.4%）、频繁的应酬 （35.0%） 和过多
的会议 （31.9%）。由此可得出如下结
论：一是业绩压力是总分行共同面临的
首要困扰，但分行作为主要的利润来
源，其受到的业绩压力明显高于总行；
二是相对而言，总行管理性工作的占比
更多，因而花费了更多精力用于部门间
协调和战略制定落实工作，分行高管则
需要优先应对伴随业务开展而来的频繁
应酬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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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大量表外资产，可能影响
银行资产质量和经营稳定性

投资标的资产所面临的
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

盲目保证产品收益率，可能透支
银行信誉的风险

产品研发缺乏科学性，风险对冲
不到位可能导致的违约风险

产品市场准入控制不足，可能加
大银行粗放经营的战略风险

产品资金和投向资产缺乏托管，
可能造成营运风险

产品资产投向可能与有关政策规章要
求不一致，可能导致的合规风险

产品合作方定位不够清晰或协议签署
不完善，可能导致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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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对理财产品市场风险点的认识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5.3%

0.8%

2.7%

2.4%

5.1%

2.8%

1.1%

8.2%

2.9%

4.1%

2.1%

8.9%

3.3%

4.0%

4.8%

19.2%

20.7%

7.2%

23.6%

25.6%

13.2%

19.3%

25.8%

30.9%

67.4%

2.9%

72.0%

52.1%

50.8%

46.2%

44.7%

44.2%

41.6%

40.0%

37.3%

35.9%

33.1%

32.0%

31.6%

30.6%

28.7%

23.3%

22.5%

17.1%

16.2%

16.1%

13.9%

10.5%

7.9%

4.6%

▲重点支持行业 ▲重点限制行业

战略新兴产业

物流业

传播文化业

机械制造业

农林牧渔业

信息技术服务业

石油化工业

旅游业

商贸业

医药业

电力燃气业

港口业

社会服务业

航空航天业

城市基础设施业

公路铁路运输业

食品饮料业

冶金业

船舶制造业

住宿餐饮业

建筑安装业

纺织业

造纸业

房地产业

其他

(图3) 2012年贷款投向重点支持与重点限制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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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银行

财富管理

信用卡

个人经营性贷款

个人消费贷款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代客交易类产品

68.7%

56.5%

49.9%

42.2%

22.5%

21.1%

71.6%

(图2) 2012年个人金融业务未来发展重点的调查结果

中国银行家的思考与行动

2012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经营压力显著。世界经济低迷，中国经济
增长呈现持续回落态势，企业景气度持续下降，银行业面临着信贷需求不
足、风险水平上升、利润空间压缩等挑战。同时，资产业务继续受到从投向
到规模的一系列严格约束，对于银行收费的舆论与监管约束也给银行中间

业务的提升带来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融资的日益多元化，以及利率
市场化的推进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格局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中国银
行业协会最新完成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2》展示了银行家应对压力
的思考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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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有必要，能否在全国推行开来，
要进一步观察试点改革情况和效果

民间资本开放后，如何规范其发展
是试点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放开了大银行政策、机制上的创新和突破，利
于其当地基层行产品创新，可提高其竞争力

很有必要，而且建议在全国推广，这
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村镇银行和信用社将得到更多
政策支持，得到更多发展空间

农村金融供给将大大增强，村镇银行和信用
社也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发展空间被挤压

加大了本地区金融机构竞争，对大银
行经营造成很大压力

8.5%

10.9%

12.6%

14.4%

34.0%

62.1%

79.8%

(图6) 银行家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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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压力

频繁的应酬

过多的会议

战略的制定和落实

对宏观大势的判断

与监管层沟通

选人和用人

部门间的协调

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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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工作中最让人头疼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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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对待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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