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2014 年银行间市场商业银行主体信用评级情况分析 

一、银行间市场受评银行主体评级概况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整体运营态势良好，商业银行纷纷通过发行

金融债、次级债、二级资本债等方式来改善资产负债结构、补充运

营资金和资本。截至 2014 年 9 月 10日，在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债

券、且债券尚在存续期的银行共有 88家，较上年末增加 8 家。受评

银行类型涵盖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

行、外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合作银行等。按所评银行家

数划分，联合资信为 39家，位列评级机构首位，中诚信为 28家，

大公为 17 家，新世纪为 12 家（其中有 8 家银行为双评级）。从受

评银行主体信用等级分布来看，2013-2014年 1AA-至 AAA级之间银

行数量分布较为均衡，AA+和 AAA 级银行数量几乎占据了近 50%，A+

级银行数量则相对较少（见表 1）。 

 

    以上 88家银行中有 8 家银行拥有双评级，其中，评级机构

对于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上海银行、光大银行、平安

银行等 6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均给出了 AAA 的主体信用等级，两家



评级机构均给予天津银行 AA+的主体信用等级，而对于重庆三峡银

行，联合资信评定其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正面，中诚

信则给出了主体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的级别。 

二、商业银行主体信用等级迁徙情况 

    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有 19家和 16 家商业银行主体信用

等级（含评级展望）出现调整，分别占期末受评银行总数的 23.75%

和 18.18%（见表 2）。近两年受评银行中没有出现评级下调的情

况，不同的是，2013 年涉及级别调整的 19家银行均为主体信用等

级上调一个子级，而 2014 年除了 11家银行主体信用等级上调一个

子级外，另外 5家银行则是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正面。其中，A+

上调至 AA-、AA-上调至 AA、AA上调至 AA+这三档级别调整相对较

多，而近两年由 AA+上调为 AAA 的仅有 1 家（渤海银行），说明评

级机构对于 AAA主体级别的给出仍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在涉及级别

调整的银行中，有 6 家银行的主体级别连续两年得以上调，分别为

吉林银行、重庆银行、张家口银行、重庆三峡银行、德阳银行以及

乐山银行。 

 



    近两年来涉及级别调整的主要为城市商业银行，其中 2013

年主要是省级城市商业银行信用等级得到提升，2014 年主要是地市

级城市商业银行信用等级得到提升，而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

制银行及农村商业银行主体级别则相对保持稳定。从相关评级报告

反映的内容来看，各家评级机构调整受评银行主体级别，主要是基

于以下方面的考虑：一是受评银行主营业务保持较快发展，品牌价

值、财务实力及核心竞争力得到提升；二是坚持稳健的风险管理策

略，在宏观经济呈现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基本

保持稳定；三是增资的完成使资本实力得到显著提升。 

三、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券信用评级情况 

    2013 年 7月 25日，天津滨海农商行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

行了总额为 15 亿元的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券，成为全国首只符合二级

资本工具合格标准的银行资本债券，此次债券经联合资信评级。此

后 1 年多的时间内，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二级资本工具已成

为商业银行补充二级资本的常规方式。截至 2014 年 9 月 10 日，共

有 24家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了二级资本债券，其中包括 5家

国有商业银行、8 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6家城商行以及 5 家农

村商业银行。 

    从评级结果来看，对于五家国有商业银行，各评级机构对其

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券均给出了与主体信用等级相同的级别；对于全

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联合资信和中诚信给出的债项级别均较主体



级别下调一个子级，大公对中信银行二级资本债的评级与其主体级

别保持一致，对民生银行二级资本债的评级则较主体级别下调一个

子级，而新世纪对于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和华夏银行二级资本债给

出的级别均与其主体级别保持一致；对于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各

家评级机构给出的债项级别均较相应的主体级别下调一个子级。此

外，中诚信在对光大银行 14 年的跟踪评级过程中，将后者次级债券

（偿付顺序与二级资本债相同）信用等级由 13 年的 AA+调整为

AAA，主体信用级别仍维持 AAA，这也是 14年唯一一家在保持主体

级别不变的基础上，债项级别得到调整的银行。 

    二级资本债券是被中国银监会 2012 年颁布的《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试行)》所认可的二级资本工具，可以用于补充商业银

行二级资本。二级资本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在发行人的其他

负债之后，在其他一级资本工具之前，除非发行人进入结业、倒闭

或清算，投资者不能要求发行人加速偿还债券的本金和利息。二级

资本债券设有全额减记条款，这使得二级资本债券具有更强的资本

属性和吸收损失的能力，一旦触发全额减记条款，二级资本债券的

投资者将面临较大的损失。二级资本债券的信用等级应体现出其资

本属性和相应的信用风险。 

四、影响商业银行主体信用评级的主要因素 

    总体看，近年来商业银行主体信用等级呈现比较明显的向上

迁徙特征，这与商业银行整体运营态势良好、综合财务实力整体提



升的趋势密切相关。银行业整体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银

行业在国民经济或地方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必要时获得政府

或股东支持的可能性较大；二是通过持续加强内控与风险管理体系

建设，银行业整体经营管理水平有所提升；三是主营业务保持平稳

较快发展，财务状况持续向好，业务结构的改善推动行业盈利水平

得到提高，资产质量整体保持稳定，资本保持充足水平。 

    另一方面，现阶段几个突出的风险点已成为评级机构对商业

银行评级过程中的关注点：一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经济结构

转型过程中，商业银行前几年巨量信贷投放对资产质量所带来的负

面影响已逐渐显现，部分地域和行业内的信用风险比较突出。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的上升将带来相应的减值准备计提增加，这对商

业银行利润将形成一定的挤压。二是非标类投资资产占商业银行资

产总额的比重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而部分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普遍不

足。此外，部分银行利用同业业务进行高杠杆扩张，使其资产负债

结构的稳定性受到影响，面临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也随之上

升。三是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商业银行原本享有的保护性利差水

平有所收窄，盈利增幅相应有所放缓，未来银行业盈利增长面临压

力。四是近两年金融行业反腐工作的推进从侧面体现出商业银行在

内部管理方面仍存在的缺陷，而反腐工作力度的持续加大也将有助

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 



未来一段时间，银行主体级别的迁徙主要取决于其业务经营的

稳定性、对各类风险的有效管控、资产质量的稳定性以及盈利的持

续增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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