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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银行业金融
机构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积极调整信贷结构，
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和重点领域，服务实体经济的能
力和质效得到极大提升。取得这一系列成效，离不
开以国有六大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持续稳定发
展。业内人士表示，只有盈利稳定性、资产质量安
全性进一步提高，方能进一步发挥金融支持经济稳
定作用，为稳住经济大盘贡献源源不断的金融力
量。

盈利稳定性增强
有力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今年1月10日，人民银行发布了《2022年金融

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金融体系
运行平稳，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更有力、更高质
量的支持。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主力军，无疑为维护
宏观经济稳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
用。

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系统要继续提升服务实
体经济水平，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地推进，其
自身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而国有六大行作为商
业银行的中坚力量，更是如此。近年来，国有六大
行克服种种挑战，交出了一份份盈利整体增长、资
产质量保持稳定的优良业绩答卷。

中国人民银行特约专家韩复龄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大行作
为金融机构的主力军，经济发展的大动脉，近年来
主动靠前发力，持续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实施贷款
延期还本付息，推动普惠金融支持工具落地见效，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而银行业尤其
是国有大行的盈利稳定性将进一步提高，得以更好
地构建起在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和挑战时的“护城
河”。

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国有六大行全年合计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万亿元。而

仅2022年前三季度，国有六大行合计实现归母净
利润就已突破万亿元，达1.03万亿元，较2021年同
期增长6.47%。截至目前，上市银行2022年业绩快
报正在持续披露之中，业绩集体增长态势也将在随
后的银行年报中得以应验。

“银行业整体盈利增长充实了行业自身资本充
足率水平，构建起了在面对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及挑战时的‘后备力量’，让银行业能够更加充分支
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怀
斌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商业银行的盈利增长具
有“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同时，资产负债规
模稳步增长”的良性基础。国有大行是银行体系的
基石，大行盈利能力的持续增强有助于保持银行系
统的稳定，进一步夯实银行业平稳运行的基础。

贷款投放更为精准
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日前表示，2022年

全年，投向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36.7%，比各项贷款增速高25.6个百分点。科技型
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4.3%，比各项贷款增
速高13.2个百分点。

国有六大行自身盈利的稳定增长，也让其在加
大信贷投放力度方面更有底气，在加大信贷投放、
支持实体经济上充分发挥着“头雁”作用。与此同
时，通过积极主动调整信贷结构，使得宝贵的贷款
资金投放也更为精准。

国有六大行近年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结构，
贷款主动向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特
别是制造业、绿色金融、“专精特新”等重点领域贷
款取得较快增长。

截至2022年9月末，国有六大行贷款余额(企
业贷款和垫款)合计突破90万亿元大关，达92.05万
亿元，较2021年年末增长11.30%。

叶怀斌表示，服务实体经济是商业银行的本
源。长期以来，银行业致力于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和水平，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
贷支持力度，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在贯彻执行国家
战略，加大对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重点区域的
支持力度，围绕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大融资支
持，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经济、涉农经济的支
持力度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成效。

“稳”字不仅代表业绩，更包含了资产质量的稳
定。记者注意到，在提升盈利能力的同时，银行业
也将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保持资产质量稳定放在
了首要位置，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

国有六大行在化解金融风险进程中同样走在
前列。2022年前三季度，国有六大行持续加强资产
质量管控，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资产质量整体
保持稳定。截至2022年9月末，除邮储银行不良贷
款率较 2022 年年初微升 0.01 个百分点外，其他五
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较去年年初有不同程度下降，
且均远低于同期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1.74%
的均值。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以国有大行为代表的银
行业，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自身稳定发展的不俗成
绩，在当前经济增速回升向好的背景下，必将为提
升服务实体经济持续贡献力量并取得佳绩。

来源：证券日报

六大银行盈利稳定性逐步提高
服务制造业、绿色金融等领域力度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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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人民币汇率以及A股强势开局。
1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已累计升值超
3%，连续3个月升值。截至1月末，北向资金
累计净买入额达1311.46亿元，刷新了沪深股
通单月净买入新高。

在“真金白银”加仓布局人民币资产的同
时，外资机构也纷纷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前
景，海外投资者普遍预计，中国经济将在
2023年率先复苏，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资产配
置中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多方因素支撑人民币汇率升值态势
日前，央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130
元，较前一交易日大幅上调362点，年内人民
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累计升值超3%，这也
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3个月升值。

事实上，自2022年11月末以来，人民币
汇率强势升值走势迅猛，2023年以来也延续
了这一节奏，在 1 月中旬升值至 6.7 关口上
方，达到阶段性升值高点。随后小幅回调，近
期围绕6.73波动，整体呈现稳中有升走势。

“人民币汇率近3个月以来总体震荡走
强，对美元即期汇率于去年12月升至7以内，

截至目前较去年11月初升值超7%。”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市场一部副总经理李建阳表示。

谈及人民币对美元走强原因，中央财经
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杨海平认为，一
是多项政策落地导致市场对中国经济恢复的
预期增强；二是美联储加息步伐趋缓及市场
对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导致美元指数走弱；
三是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提升及稳外资政策效
果显现吸引外资流入。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长期走势，央行副
行长宣昌能此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指出，
当前和今后人民币汇率走势会受到国内外
经济金融形势、国际收支、市场风险偏好
等多重因素影响，短期测不准是必然的。
总体来看，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有坚
实的基础。

人民币资产优势凸显 外资加速流入
伴随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有“聪明

钱”之称的外资也在加速进场。
“对外资而言，汇率保持基本稳定一方

面可以减少潜在汇率风险，另一方面有助于
降低成本。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进一步
提升，避险属性增强，外资投资人民币资产
信心更足。”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表
示。

截至1月末，北向资金累计净买入额达
1311.46亿元，刷新了沪深股通单月净买入
的 新 高 。 这 一 数 字 也 超 过 2022 年 全 年
900.20亿元的净买入总额，同时超过了2014
年、2015年、2016年的全年净买入总额。

中国央行上海总部日前公布 2022 年 12
月份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简报显
示，截至去年12月底，境外机构持有银行
间市场债券规模达到 3.39 万亿元，较 11 月

环比增加约600亿元，结束此前连续10个月
回落态势。

看好中国经济复苏前景
押注中国资产的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实现

强劲复苏的信心。海外投资者普遍预计，中
国经济将在 2023 年率先复苏，人民币资产
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在瑞银证券中国研究部总监连沛堃看
来，看多 2023 年中国市场主要有三大理
由：第一，中国市场的消费复苏有望带动公
司盈利整体回升；第二，估值方面，虽然较
2022 年低位有所反弹，但当前中国资产整
体估值仍处于历史中位数以下，有较强吸引
力；第三，2023 年发达经济体普遍将面对
经济衰退的问题，这将影响海外市场的公司
盈利增长，对比之下，中国市场的吸引力进
一步增强。

摩根大通同样看好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复
苏的主要动力。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兼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判断，过渡
性阶段给经济带来阵痛的持续时间可能比之
前市场预期的要短，中国经济将在 2023 年
二季度开始强劲复苏。

中国经济的加快复苏也将使世界经济受
益。先锋领航投资策略及研究部亚太区首席
经济学家王黔指出，中国应该是 2023 年全
球经济中最大的亮点。中国经济占全球
GDP的比例大概在20%左右，因此中国经济
如果实现1.5%-2.5%的反弹，会对全球经济
增长带来30到50个基点的增长。通常情况
下，主要经济体包括日本、欧洲，以及大宗
商品出口国，都将从中国经济复苏中显著受
益。

向家滢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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