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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贷区域投资环境评价

——基于省际层面的数据分析

要点

 现阶段，中国整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商业银行整

体面临资产质量恶化和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双重压

力，但是各地区信贷投资环境明显分化。地区间“一

刀切”的信贷政策弊端凸显，亟需商业银行加强对

区域信贷环境的分析，本报告定量分析我国各省市

信贷市场差异性，为公司区域信贷业务顶层设计方

案制定提供依据。

 本报告深入分析了各地区经济状况、产业结构、负

债情况、人口流动、信贷资产质量及金融业发展水

平等信贷投资条件的差异性，并建立公司信贷区域

投资环境评价体系，分别对宏观经济测度、风险测

度、宜商测度、金融环境测度四个方面分别做出评

价，最终得出公司信贷区域投资环境综合评价得分。

 大型商业银行应结合各区域信贷市场情况及在各区

域的经营情况，因地施策，积极制定差异化公司金

融信贷政策，并优化区域信贷资源配置，进一步做

好政策配套，探索差异化分行授权机制等。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

权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刊登、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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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贷区域投资环境评价

——基于省际层面的数据分析

现阶段，中国整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商业银行整体面临资产质量恶化和

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双重压力，但是各地区信贷投资环境明显分化。从公司金融

业务来看，大型商业银行公司金融业务在地区间呈现非均衡化态势，地区间业

务水平、不良贷款率差别均较大。地区间“一刀切”的信贷政策弊端凸显，亟

需商业银行加强对区域信贷环境的分析，因地施策，积极制定差异化公司金融

信贷政策，深入开发优质信贷区域市场，并规避区域风险。

本报告在对各地区经济状况、产业结构、负债情况、人口流动、信贷资产

质量及金融业发展水平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公司信贷区域投资环境评价

体系，分别从宏观经济测度、风险测度、宜商测度、金融环境测度四个方面做

出评价，最终得出公司信贷区域投资环境综合评价得分，定量分析我国各省市

信贷市场差异性，为公司区域信贷业务顶层设计方案制定提供依据。

一、公司信贷区域投资环境差异显著

在经济下行期，面对宏观基本面的变化，公司信贷业务虽然整体承压，然

而分地区看，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产业转型压力、负债情况、人口流动情况、

信贷资产质量及金融业发展水平等存在显著差异。

（一）宏观经济情况

从经济实力上看，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 GDP 最高，经济总量最

大；GDP 增速呈现两极分化，重庆、贵州、西藏三省 GDP 增速超过 10%，而传统

重工业大省、能源大省（河北、吉林、黑龙江、山西、辽宁）经济增长乏力，

尤其山西、辽宁的 GDP 增速仅为 3.1%和 3.0%；2015 年，全国人均 GDP 超过 1万

美元的省市有十个，分别为：天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内蒙古、福建、

广东、辽宁、山东，说明这十个省份相对富裕，而贵州、云南、甘肃人均 GDP

仍未达到 5000 美元。

从财政收入上看，广东、江苏、山东、上海、浙江财政收入最高，政府财

政实力最强；与 GDP 增速相仿，各省财政收入增长良莠不齐，西藏财政收入增

速达到 31%，广东、湖北、新疆、河南、上海、江西、北京等 17 个省市财政收

入增长超过 10%，而山西、黑龙江、辽宁三省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吉林财政收

入增速仅为 2.2%；海南、上海、北京财政收入与 GDP 之比超过 20%， 体现出较

强的政府定向调控与资源配置能力，相比之下，河北、山东、湖南、吉林、黑

龙江、河南与辽宁的财政收入与 GDP 之比不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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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地区经济实力情况 图 2 各地区财政实力情况

从增长平稳性上看，山西、辽宁、吉林、四川、天津、黑龙江、内蒙古等

省市 GDP 增长波动率较大，显示经济增长不稳定性，并且，从经济增速放缓的

速度来看，这些省市也是经济增速放缓最明显的地区，表明这些地区经济结构

问题突出，易受外部因素影响，顺周期现象较为明显；而广东、西藏、上海、

浙江、北京等省市 GDP 增长波动率较小，同时也是经济增速放缓最弱的地区，

说明这些省市具有较强的抗周期能力，经济增长较为稳定。安徽、湖北、海南、

广西、西藏等省市的财政收入增长率波动较大，说明政府财政能力具有较高的

不稳定性；而北京、陕西、广东、江苏、湖南等省市财政收入增长率波动性较

弱，财政收入稳定性较高，具有较强的可预期性。

（二）风险情况

从风险水平上看，内蒙古、山西、云南、广西等省市不良贷款率及企业资

产负债率均较高；福建、浙江、山东、江西等省市不良贷款率较高，但企业资

产负债率相对较低；青海、宁夏、贵州、甘肃、新疆、重庆、天津、四川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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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不良贷款率相对较低，但企业资产负债率偏高；北京、上海、西藏等省市不

良贷款率和企业资产负债率均较低。

从产业结构来看，山西产能过剩行业占比最高达 25%，甘肃、青海、内蒙古

产能过剩行业占比也较高，在 15%-20%之间，产能过剩行业占比最低的 5个城市

为：西藏、北京、海南、黑龙江、上海，占比均在 2%以下。

图 3 各地区投资风险水平情况

从风险控制上看，内蒙古、福建、浙江、广西、山东等省市近五年不良贷

款率增幅较大，青海、新疆、甘肃、海南、西藏五省市近五年不良贷款率出现

下降，北京、广东、辽宁、河北、重庆等省市近五年不良贷款率略有上升，但

幅度不大；西藏、新疆、山西、青海、内蒙古等省份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近五

年增幅较大，河南、江西、河北、湖北、湖南等省份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近五

年降幅较大。

图 4 各地区投资风险控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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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宜商情况

江苏、浙江、北京、广东、上海、山东六个省市占据了全国 54%的上市公司

数量以及 64%的专利授权数量，优质客户体量和潜在市场竞争力明显优于其他省

市。2015 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最大的五个省市为山东、江苏、河南、广东、

河北，五省市共投资 18.7 万亿元，最小的五个省市为上海、宁夏、海南、青海、

西藏，五省市共投资 1.8 万亿元。从人口流动来看，上海、北京、天津、广东、

浙江五省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最大，而四川、安徽、广西、河南、贵州五省市人

口净流出状态最为明显。

图5 各地区宜商情况

（四）金融环境情况

从各省市存款上看，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等五省市存款余额最

大，金融资本较充盈，海南、青海、宁夏、西藏四个省市存款余额不足 1万亿

元；贵州、西藏、甘肃、湖南、青海等五省市存款增速最高，金融资本扩充速

度较快，辽宁、内蒙古、黑龙江、浙江、山西等五省市存款增速最低，金融资

本扩充速度较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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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地区存款情况

从各省市贷款上看，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等五省市贷款余额最

高，信贷资金需求量最大，与存款余额一致，海南、宁夏、青海、西藏四个省

市贷款余额不足 1万亿元；西藏、甘肃、青海、贵州、新疆等五省市贷款余额

增速最高，信贷资金需求增长速度较高，辽宁、山东、北京、浙江、上海等五

省市贷款余额增速最低，但不排除基数较大的原因。

图 7 各地区贷款情况

从金融业发展程度来看，北京、上海金融业发展程度最高，金融保险业 GDP

与 GDP 之比分别为 15.74%和 14.43%，其次分别为天津、重庆、宁夏、青海、江

苏等省市，吉林、湖南、内蒙古、河南、山东、河北、黑龙江、江西等八个省

市金融业发展程度较低，金融保险业 GDP 与 GDP 之比不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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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各地区金融业发展情况

二、公司信贷区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选取与分析

基于以上区域投资环境的分析，本报告分别对宏观经济测度、风险测度、

宜商测度、金融环境测度四个方面分别做出评价，最终得出综合公司信贷区域

投资环境评价得分，对每一测度评价按照系统性、典型性、动态性、客观性以

及可比可测性为原则选取若干指标。具体如下：

（一）宏观经济测度

宏观经济测度主要反映各区域经济背景状况，经济决定金融，经济发展是

公司信贷业务发展的重要基石。宏观经济测度包括经济实力、财政收入、增长

平稳性三个方面，其中经济实力包括 GDP、人均 GDP、GDP 增长率三个指标，分

别反映区域经济体量和发展规模、富裕程度和经济效率、经济增长状况；财政

收入包括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与 GDP 之比、地方公共财政收

入增长率三个指标，分别反映地方政府财政实力、政府定向调控与资源配置能

力、财政收入增长状况；增长平稳性包括 2011-2015 年 GDP 增长率标准差、

2011-2015 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率标准差两个指标，分别反映了经济增长稳

定情况、财政收入增长稳定情况，增长波动越大，则代表地方经济及财政收入

增长越不稳定，信贷投资环境平稳度不确定性越大。

表 1 宏观经济测度主要指标选取

指标体系 辅助指标 注释

经济实力

GDP 反映经济体量和发展规模

人均 GDP 反映富裕程度和经济效率

GDP 增长率 反映经济增长状况

财政收入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反映政府财政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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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共财政收入/GDP 反映政府定向调控与资源

配置能力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增长

率

反映财政收入增长状况

增长平稳性

2011-2015 年 GDP 增长

率标准差

反映经济增长稳定情况，

波动越大，经济增长越不

稳定

2011-2015 年地方公共

财政收入增长率标准差

反映财政收入增长稳定情

况，波动越大，财政收入

增长越不稳定

（二）风险测度

风险测度主要反映各区域信贷投资风险的大小，明确区域信贷投资风险的

大小是经营公司金融信贷业务的前提。风险测度包括风险水平、风险控制、产

业结构三个方面，其中风险水平包括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工业企业整

体资产负债率两个指标，分别反映该地区的信贷资产质量以及市场潜在风险；

风险控制包括 2011-2015 年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平均增幅、2011-2015 年

工业企业整体资产负债率平均增幅两个指标，分别反映该地区信贷资产恶化速

度以及杠杆趋势；产业结构采用产能过剩行业（钢铁、有色、水泥、煤炭）收

入占比，以“产能过剩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比值”与“工

业 GDP 与 GDP 比值”的乘积计算得到，用于反映过剩产能行业在该地区经济结

构的占比，占比越高，该地区去产能压力越大，该地区潜在风险越大。

表 2 风险测度主要指标选取

指标体系 辅助指标 注释

风险水平 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良贷

款率

反映信贷资产质量

工业企业整体资产负债

率

反映市场潜在风险，资产

负债水平越高，潜在风险

越高

风险控制 2011-2015 年银行类金

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平均

增幅

反映资产恶化速度，增长

率越高，资产恶化速度越

快

2011-2015 年工业企业

整体资产负债率平均增

幅

反映企业杠杆趋势，增长

率越高，企业杠杆增长越

快，潜在风险越大

产业结构 （产能过剩行业主营业

务收入/工业企业产品

销售收入）*（工业

GDP/GDP）

反映过剩产能行业在该地

区经济结构的占比，占比

越高，该地区潜在风险越

大

（三）宜商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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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商测度主要反映各区域企业经营竞争力，企业是公司信贷业务的主要目

标客户，是公司信贷业务发展的基础。宜商测度包括上市公司、竞争优势、城

市建设、人口流动四个方面，上市公司以上市公司数量表示，反映该地区优质

客户体量；竞争优势以专利授权数表示，反映该地区企业潜在市场竞争力；城

市建设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表示，反映基础设施投入及投资需求状况，基础

设施投入是地区招商引资的主要竞争手段；人口流动以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

比值减 1 来表示，该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对人口吸引力越大，不但反映了该

地区企业的竞争力，也反映了该地区潜在的发展能力，正数值代表该地区为人

口净流入状态，负数值代表该地区为人口净流出状态。

表 3 宜商测度主要指标选取

指标体系 辅助指标 注释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数量 反映优质客户体量

竞争优势 专利授权数 反映企业潜在市场竞争力

城市建设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反映基础设施投入及投资需

求状况

人口流动 常住人口/户籍人口-1 反映人口吸引力，数值越大，

该区域对人口吸引力越大，

信贷环境越好

（四）金融环境测度

金融环境测度用于直接反映各区域的信贷发展水平及金融业发展水平。金

融环境测度主要包括信贷水平、信贷发展、金融业发展三个方面，信贷水平包

括银行类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银行类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两个指标，分别反映金

融资金充盈状况及信贷资金需求量；信贷发展包括 2011-2015 年银行类金融机

构存款余额平均增长率、2011-2015 年银行类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平均增长率，分

别反映金融资金扩充状况、信贷资金需求增长状况；金融业发展以金融保险业

GDP 与 GDP 之比表示，该比值用于反映该地区金融业深化程度。

表 4 金融环境测度主要指标选取

指标体系 辅助指标 注释

信贷水平 银行类金融机构存款余

额

反映金融资金充盈状况

银行类金融机构贷款余

额

反映信贷资金需求量

信贷发展 2011-2015 年银行类金

融机构存款余额平均增

长率

反映金融资金扩充状况

2011-2015 年银行类金

融机构贷款余额平均增

长率

反映信贷资金需求增长状

况

金融业发展 金融保险业 GDP/GDP 反映金融深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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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标标准化处理

对每一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假设 i省市某指标为 iI ，31

个省市中该指标最大值为 maxI
，最小值为 minI ，若该指标为正向指标（即指标数

值越大，代表信贷市场条件越好，如 GDP、财政收入等），则 iI 标准后的数值为

minmax

min
II

IIX i
i 



若该指标为负向指标（即指标数值越大，代表信贷市场条件越差，如不良贷款

率、资产负债率等），则 iI 标准后的数值为

minmax

max
II

IIX i
i 



转化后所有指标数值均转化成在0-1范围内，可进行统一度量和比较。

三、公司区域信贷市场评价得分

（一）各测度评价得分与排名

考虑每一测度内各指标重要程度相当，将每一测度内各指标赋予等权权重，

用加权算术平均法将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合成，计算每一测度的得分。

宏观经济测度排名最高的为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山东等省市，

反映了这些地区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排名最末的为辽宁、山西、黑龙江、吉

林、青海等省市，这些地区在经济下行期，经济下滑明显，顺周期特性明显。

表 5 各省市宏观经济测度得分与排名

省份 得分 排名 省份 得分 排名

广东 0.756 1 新疆 0.450 17

江苏 0.746 2 四川 0.440 18

上海 0.706 3 西藏 0.437 19

北京 0.695 4 河北 0.432 20

浙江 0.634 5 安徽 0.415 21

山东 0.628 6 宁夏 0.414 22

天津 0.580 7 海南 0.407 23

福建 0.532 8 云南 0.400 24

重庆 0.506 9 甘肃 0.392 25

湖南 0.489 10 广西 0.381 26

江西 0.479 11 青海 0.373 27

河南 0.478 12 吉林 0.32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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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0.467 13 黑龙江 0.273 29

陕西 0.462 14 山西 0.210 30

贵州 0.458 15 辽宁 0.195 31

内蒙古 0.453 16

风险测度排名最高的为北京、上海、河南、西藏、海南等省市，这些地区

资产状况良好、企业杠杆率较低、去产能压力较小，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较

小；排名最末的为山西、内蒙古、青海、云南、宁夏，这些地区不良率、企业

杠杆率均较高，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高，并且伴有风险逐步暴露呈增长的态势。

表 6 各省市风险测度得分与排名

省份 得分 排名 省份 得分 排名

北京 0.867 1 四川 0.634 17

上海 0.837 2 安徽 0.630 18

河南 0.788 3 浙江 0.621 19

西藏 0.788 4 陕西 0.608 20

海南 0.785 5 贵州 0.607 21

江苏 0.741 6 天津 0.598 22

湖北 0.740 7 新疆 0.595 23

湖南 0.732 8 福建 0.581 24

广东 0.726 9 甘肃 0.563 25

吉林 0.717 10 广西 0.554 26

重庆 0.697 11 宁夏 0.551 27

黑龙江 0.696 12 云南 0.517 28

河北 0.691 13 青海 0.468 29

江西 0.679 14 内蒙古 0.290 30

辽宁 0.648 15 山西 0.270 31

山东 0.640 16

宜商测度排名最高的为江苏、广东、浙江、北京、上海等省市，这些地区

优质客户体量较大，对企业、人口的吸引力较高，市场潜在竞争力较强；排名

最末的为西藏、宁夏、青海、贵州、海南等省市，这些地区无论从优质客户体

量还是从市场吸引力上均明显不足。

表 7 各省市宜商测度得分与排名

省份 得分 排名 省份 得分 排名

江苏 0.806 1 山西 0.170 17

广东 0.711 2 吉林 0.162 18

浙江 0.709 3 江西 0.160 19

北京 0.595 4 重庆 0.156 20

上海 0.548 5 云南 0.153 21

山东 0.531 6 黑龙江 0.149 22

天津 0.316 7 内蒙古 0.146 23

四川 0.303 8 新疆 0.14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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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0.300 9 广西 0.132 25

湖北 0.285 10 甘肃 0.102 26

安徽 0.281 11 海南 0.080 27

福建 0.274 12 贵州 0.075 28

湖南 0.267 13 青海 0.066 29

河北 0.265 14 宁夏 0.065 30

辽宁 0.216 15 西藏 0.050 31

陕西 0.196 16

金融环境测度排名最高的为北京、广东、上海、江苏、西藏等省市，其中

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四省市资金存款充盈、信贷需求量旺盛、金融深化程

度也较高，西藏近年来存款、贷款增长速度均较快；排名最末的为内蒙古、山

西、黑龙江、吉林、宁夏，这些地区资金存款与信贷需求量均较低，且增长速

度也较慢，金融深化程度也相对较低。

表 8 各省市金融环境测度得分与排名

省份 得分 排名 省份 得分 排名

北京 0.567 1 河北 0.251 17

广东 0.565 2 湖南 0.251 18

上海 0.517 3 天津 0.248 19

江苏 0.471 4 陕西 0.234 20

西藏 0.440 5 江西 0.230 21

浙江 0.363 6 辽宁 0.228 22

贵州 0.341 7 云南 0.222 23

四川 0.319 8 新疆 0.209 24

山东 0.314 9 广西 0.202 25

重庆 0.293 10 海南 0.190 26

甘肃 0.287 11 宁夏 0.188 27

河南 0.280 12 吉林 0.174 28

福建 0.268 13 黑龙江 0.149 29

安徽 0.262 14 山西 0.148 30

青海 0.260 15 内蒙古 0.131 31

湖北 0.258 16

（二）公司信贷区域投资环境评价得分与排名

最后，对每一测度赋予一定权重，用加权算术平均法，得出综合公司信贷

区域环境评价得分。在经济下行期，风险控制是信贷业务的重要前提，所以赋

予风险测度较高权重 0.35；宏观经济是信贷业务的重要基石，所以赋予宏观经

济测度的权重为 0.25；其余，赋予宜商测度和金融环境测度的权重各为 0.2，

具体权重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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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测度权重设置

宏观经济测度 风险测度 宜商测度 金融环境测度

0.25 0.35 0.2 0.2

根据以上四个测度，得出公司信贷区域投资环境综合评价得分最高的五省

市为北京、江苏、广东、上海和浙江。此五个省市宏观经济状况较好、企业经

营竞争力较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其中北京、上海风险测度得分遥遥领先，

投资风险较小，江苏、广东的风险测度得分也位于前列，而浙江省由于近年来

不良率高企明显，风险测度得分相对较低。公司信贷区域投资环境评价得分最

末的五省市为山西、内蒙古、青海、宁夏、广西，这些地区在宏观经济测度、

风险测度、宜商测度以及金融环境测度的排名中均处于中末端，对于这些地区

信贷政策需审慎。

表 10 各省市公司信贷区域环境评价得分与排名

省份 得分 排名 省份 得分 排名

北京 0.710 1 安徽 0.433 17

江苏 0.701 2 海南 0.431 18

广东 0.698 3 陕西 0.414 19

上海 0.682 4 贵州 0.410 20

浙江 0.590 5 吉林 0.400 21

山东 0.550 6 新疆 0.391 22

河南 0.511 7 甘肃 0.373 23

湖北 0.484 8 黑龙江 0.372 24

西藏 0.483 9 辽宁 0.364 25

湖南 0.482 10 云南 0.356 26

天津 0.467 11 广西 0.356 27

重庆 0.460 12 宁夏 0.347 28

四川 0.456 13 青海 0.322 29

河北 0.453 14 内蒙古 0.270 30

福建 0.445 15 山西 0.210 31

江西 0.435 16

四、大型商业银行做好区域信贷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因地施策，制定区域差异化公司信贷经营策略

从公司金融业务来看，大型商业银行公司金融业务在地区间呈现非均衡化

态势，地区间业务水平、不良贷款率差别均较大。结合各区域信贷市场情况及

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情况，可将各地区分支机构划分为四类方阵，辅以差异化

公司信贷经营策略。首先，按公司信贷区域投资环境评价得分与排名可将区域

信贷市场分为优级信贷市场和次级信贷市场；其次，根据各地区分支机构的业

务水平、资产质量等将区域信贷市场分为经营能力强区域和经营能力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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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结合两者，将各地区分支机构划分为如下 A、B、C、D四类方阵：

优级信贷市场 次级信贷市场

经营能力强 A C

经营能力弱 B D

A 方阵：地区信贷市场优质，分支机构经营能力较强，建议主要策略为维持

市场地位、保持竞争优势。

B方阵：地区信贷市场优质，而分支机构经营能力较弱，出现同业占比份额

下降或风控能力欠佳等现象，建议主要策略为加强信贷经营能力建设，做好市

场优质客户与项目的营销，提升优质市场份额和风险控制能力。

C方阵：地区信贷市场环境较差，而分支机构经营能力同业相比较强，建议

主要策略为保持信贷业务平稳发展，并做好防控与资产保全，防止区域风险蔓

延。

D方阵：地区信贷市场环境较差，分支机构经营能力同业相比也较差，建议

主要策略为努力做好经营能力的提升，防止信贷风险扩大，适度收缩风险较高

的信贷业务，集中资源做好实质风险可控的优质项目营销。

（二）优化区域信贷资源配置

对优质信贷市场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力度，尤其是市场情况较好的 A、B方阵

地区分支机构，要做好信贷资产移入，抢占优质市场，保持同业领先。对信贷

市场投资环境较差地区，则应适当移出信贷资产，主要做好存量信贷的收回再

贷与结构调整，审慎把控贷款新增。

（三）进一步做好政策配套

从经济角度做好对贷款移位管理的指导，对基础设施、交通、电力、能源、

文化旅游、医教养、民生工程等明确支持的行业，进一步从 RAROC、经济资本占

用、内部资金价格等方面体现差异化导向，激发分行投放热情与积极性。

（四）探索差异化分行授权机制

对于优质信贷市场，在有效把控风险的基础上，可以适度扩大分行自主性，

以有效把控投放进度，及早抢占优质信贷市场。尤其处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核

心位置的重点区域、重点项目，可适当扩大期限、额度等审批权限，放宽同业

占比限制，试点重点客户综合定价授权等，并可在贷款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占用

的“地区行业调节系数”上予以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