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攻坚”又来了 银行规模情结何时了

本报记者 薛瑾

尽管不少银行总行层面将“合理增长”作为全年信贷总量锚定的目标，但传导到分支机构，对规模增长的诉求似乎更加迫切。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业内调研了解到，眼下正是持续数月的营销旺季的起步期，各地银行的“攻坚”行动如火如荼。

从“冬日攻坚”“年终冲刺”“旺季营销攻坚战”到“百日竞赛”“跨年度营销竞赛” ，再到“首季综合金融服务”……花样繁多的带有突击色彩的营销活动纷至沓来。 身处“攻坚”行动的漩涡中心，一些银行分支机构的基层员工面对任务指标犯了愁，完成业绩靠网购现象有所抬头。

专家表示，银行对规模的追逐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在全行业净息差承压的背景下，规模情结又会加剧净息差收窄压力，如果无法实现规模和效益的平衡，便会深陷恶性循环。 银行应优化资产负债定价机制和考核方式，做好规模和利润微幅增长或存在一定波动幅度甚至不增长的心理准备，莫对增长过于苛求。

以价格换规模

经过多轮降息，银行存款利率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记者调研多家银行网点发现，目前，即便是在挂牌利率基础上有所上浮，国有大行和多家股份行各地机构三年期定存利率也普遍在2%以下。 正是基于此，部分对存款上量有要求的银行发力特色存款，通过上浮更多基点招揽客户。 比如，多地中小银行三年期定存利率能达到2.2%以上。

以城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在揽储上仍表现出较为强烈的规模情结。 “我们有‘攻坚利率’ ，对比其他银行的存款利率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同时，对于有取款凭证或取款短信证明的从他行转移过来的存款，我们有送积分等活动。 ”山东一位农商行人士表示。

河北某城商行人士告诉记者，目前个别期限存款产品搭配了返点操作，比如三年期定存的利率写在书面上是2.2%，但客户实际拿到的利率是2.4%。 换句话说，存款额的0.2%直接返到客户账户里，如果客户近期能以个人或家庭名义存够300万元，还能找行长进行特批，实际利率能达到2.5%以上。

拉存款仍是部分银行攻坚行动的主线任务。 不过，与中小银行相比，国有大行和股份行在存款任务期限上普遍更追求短期化，淡化了对高付息成本的中长期存款的要求，更加看重客户整体资产在本行的提升。 部分银行零售条线基层员工要承担理财销售、保险销售、基金销售、贵金属销售、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第三方存管开户等一揽子任务。

“财富中收方面的任务挺多的，比如年底前要完成80户第三方存管开户；代销保险每周必出单，银行会定期督导，期交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经历了一波下调，趸交产品利率对比定期存款优势不大，客户购买热情不高，完成任务挺难的。 ”某股份行华北一家支行的客户经理说。

而 在 贷 款 端 ， 对 公 和 个 人 条 线 都 在 继 续 “卷 ” 低 利 率 。 以 个 人 消 费 贷 为 例 ， 多 家 银 行 目 前 的 消 费 贷 利 率 较 今 年 8 月 继 续 下 降 了 约 20 个 基 点 。 对 公 方 面 ， 对 公 开 户 、 工 资 代 发 、 企 业 揽 存 、 企 业 贷 款 指 标 易 升 难 降 ， 实 体 经 济 的 融 资 需 求 疲 弱 ， 各 家 银 行 对 存 量 市 场 的 争 夺 愈 发 激 烈 。

一家股份行华南某一级分行对公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目前对规模增长的需求不是很迫切，不过有些同业依然在苦苦追求规模，比如有些银行对普惠贷款、绿色贷款等划定了两位数的增长红线。 目前实体企业的信贷需求与年初相比没什么变化，结果就是行业资产投放价格继续下行。 ”

净息差收窄之痛

“银行业追求规模的现象由来已久，虽然这两年金融监管部门一直督促金融机构摒弃规模信仰，转向高质量发展，但是‘没有规模就没有利润’的信仰一直存在，短时间内难以扭转。 当前在净息差收窄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规模做大是利润增长的最主要源泉，成为各家银行发力的重点，而基层员工本身的收入又与规模指标、利润指标等挂钩，所以银行的分支机构对规模的追求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任涛对记者表示。

多 位 业 内 人 士 分 析 ， 在 存 款 上 ， 利 率 经 过 多 轮 调 降 ， 叠 加 今 年“手 工 补 息 ” 整 改 及 资 本 市 场 的 吸 金 效 应 ， 四 季 度 以 来 银 行 存 款 流 失 现 象 明 显 。 央 行 数 据 显 示 ， 今 年 前 10 个 月 ， 住 户 存 款 增 加 11 . 28 万 亿 元 ， 而 前 9 个 月 住 户 存 款 增 加 11 . 85 万 亿 元 。 将 两 个 数 据 对 比 后 发 现 ， 住 户 存 款 在 10 月 份 这 一 个 月 里 减 少 了 5700 亿 元 。 Wind 数 据 显 示 ， 部 分 银 行 加 速 发 行 存 单 ， 目 前 多 家 银 行 存 单 使 用 率 超 90 % ， 这 也 表 明 一 些 银 行 正 面 临 存 款 荒 或 一 定 的 负 债 缺 口 。

在 信 贷 投 放 上 ， 对 公 信 贷 担 当 压 舱 石 角 色 ， 但 近 年 来 对 公 信 贷 投 放 “垒 大 户 ” ， 即 信 贷 资 源 向 大 企 业 、 大 项 目 和 热 门 行 业 过 度 集 中 的 现 象 并 不 少 见 。 业 内 人 士 向 记 者 介 绍 ， 同 业 瞄 准 的 目 标 客 群 颇 为 集 中 ， 一 些 银 行 采 取 以 量 补 价 策 略 ， 求 得 资 产 规 模 增 长 ， 叠 加 市 场 有 效 需 求 不 足 ， 导 致 行 业 竞 争 加 剧 。

对于银行的一线工作人员来说，其背负着难以完成的任务，不得不自掏腰包、求助亲友、找同业进行指标互助，甚至有银行员工通过中介买存款、买贷款、买客户，这也让资金掮客、贷款中介、记账公司等灰色产业链机构“展业活跃” 。 一些资质不达标的客户经过贷款中介包装，可以较低利率拿到银行贷款，这加大了银行信贷业务的经营风险。

以价格换规模，对本就承压的净息差造成了更大压力。 最新监管数据显示，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53%，在警戒线以下继续小幅下探。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净息差承压且本身资产结构和风险管理存在问题的银行来说，愈发激烈的以价格为主导的同质化竞争会加速形成反噬。

近日央行发布的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贷款方面，利率“下行快” ，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情况下，银行过度竞争贷款，部分贷款利率特别是大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低于同期限国债收益率。 同时，报告还指出，存款方面，利率“降不动” ，银行存在规模情结，认为存款是“立行之本” ，在月末、季末等业绩考核时点，出现“高息买存款”“花钱买指标”行为。

优化结构和定价管理

通过打价格战扩大业务增量绝非长久之计。 业内人士表示，银行应将摒弃规模情结、速度情结落到实处，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加强定价管理，找到规模与效益之间的平衡点。

“作为市场化机构，努力追求规模和业绩增长是内在要求，指标考核本身无可厚非。 由于银行存贷规模具有明显的时点属性，节点考核以及相应的节点KPI突击也就难以规避，这无助于提升银行真实业绩，更多地成为粉饰KPI的手段，近年来受到监管部门及银行自身的关注，通过淡化时点考核、提高日均要求以及增加多元指标等方式，该现象相比前些年已有明显缓解，但未来仍需继续予以关注。 ”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对记者表示。

薛洪言认为，缓解净息差压力不是目的，更强的盈利能力才是银行的最终诉求。 “银行主要基于贷款需求、贷款定价等来反向调整负债规模和结构，借此来影响净息差。 贷款需求上不去，仅靠负债端的调节，即便对稳定净息差有一定效果，也无助于从根本上提升盈利能力，也就谈不上规模和效益的平衡问题。 ”薛洪言说。

任涛表示，在净息差总体收窄的背景下，规模成为收益的最重要支撑，但对规模的一味信仰又会反过来加剧净息差收窄压力。 如果无法权衡规模和效益，银行便会深陷恶性循环，这不利于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大行规模诉求没那么强了，结构上的问题就可能慢慢缓解，一些规模较大的银行就不会凭借价格战去抢夺存量客户，高息揽储、低价投放的现象就会变少了。 ”一位资深银行业人士告诉记者。

任涛认为，不能单纯地要求银行业摒弃规模信仰，金融管理部门和自律机制应发挥主导作用，推动银行业负债成本下行，使银行业负债成本下行幅度与资产端利率下行幅度保持基本同步；金融管理部门应主动打击市场乱象，避免资产负债定价偏离市场合理水平。

任涛表示，银行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优化资产负债定价机制和考核方式，降低负债成本，实现资产端精细化定价。“银行要主动摒弃规模信仰，做好规模和利润微幅增长或存在一定波动幅度甚至不增长的心理准备，不要对增长二字过于苛求。 ”任涛说。

任涛还表示，银行基层机构和员工对规模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源于转移定价机制和考核方式，故应从完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和优化考核方式上着手。 例如，在优化考核方式方面，可以考虑适度降低规模、利润等传统经营类指标的权重，向客户数、AUM、负债成本、净利差和净息差等指标倾斜；在完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方面，可以考虑通过在活期、结算性存款方面设计差异化点差，鼓励机构多增加低成本负债来源；可考虑将FTP（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纳入RAROC（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中，以提升绩效评价的精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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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万亿元险资最新投资图谱：股票占比上升 债券仍是主力

●本报记者 陈露

近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2024年

三季度保险业资金运用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三

季度末，保险业资金运用余额稳步增长，险资年

化财务投资收益率和年化综合投资收益率同比

均出现提升。

险资资产配置以债券为主， 三季度险资股

票配置余额和占比环比均有所提升。 业内人士

认为，险资将继续加大债券配置力度；此外，对

股票、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有望提升。

资金运用余额稳步增长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保险业资

金运用余额稳步增长。截至三季度末，保险资金

运用余额32.15万亿元，同比增长14.06%。

作为险资运用的“主力军” ，人身险公司资

金运用余额占整个保险行业约九成。 截至三季

度末， 人身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28.94万亿元，

同比增长14.93%； 财产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

2.14万亿元，同比增长6.74%。

在收益率方面， 险资财务投资收益率和综

合投资收益率同比均有所提升。截至三季度末，

保险业年化财务投资收益率3.12%， 同比增加

0.2个百分点；年化综合投资收益率为7.16%，同

比增加3.88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保险资金年化财

务投资收益率整体呈现走高态势，到三季度末，

年化财务投资收益率达到3.12%， 这也是2023

年三季度末以来， 年化财务投资收益率首次高

于3%。 今年以来，保险资金年化综合投资收益

率整体处于高位， 一季度末达到7.36%的高位，

二季度末回落至6.91%， 三季度末再次回升至

7%以上。

业内人士认为， 险企将部分债务工具在会

计科目上重分类使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叠加今年债牛行情，共同推高了险资的

综合投资收益率。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赵玲表示， 今年债

券市场走牛，长期债券收益率明显下行，不少未

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保险公司， 将长期

债券从“持有至到期” 重新分类到“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 债券市值变化体现到其他综合收

益中，推动综合投资收益率上行。

分类型来看，截至三季度末，人身险公司

年化财务投资收益率、年化综合投资收益率分

别为3.04%、7.30%， 同比分别增加0.11个百分

点、3.98个百分点； 财产险公司年化财务投资

收益率、 年化综合投资收益率分别为3.14%、

5.47%，同比分别减少0.17个百分点、增加2.26

个百分点。

股票配置占比提升

在大类资产配置上， 债券投资在险资资产

配置中占据“大头” ，无论是人身险公司还是财

产险公司，债券配置余额和占比均为最高。与二

季度末相比，三季度末人身险公司、财产险公司

的股票配置余额和占比均有所提升。

具体来看，截至三季度末，人身险公司债券

配置余额14.23万亿元，占人身险公司资金运用

余额的49.18%，同比增长25.52%；财产险公司

债券配置余额7961亿元， 占财产险公司资金运

用余额的37.27%，同比增长9.44%。 与二季度末

相比， 三季度末人身险公司的债券配置占比有

所提升，财产险公司的债券配置占比有所下降。

在股票配置方面，截至三季度末，人身险公

司股票配置余额2.18万亿元， 占人身险公司资

金运用余额的7.55%，同比增长17.24%；财产险

公司股票配置余额1506亿元， 占财产险公司资

金运用余额的7.05%，同比增长14.89%。 值得一

提的是，人身险公司、财产险公司股票配置余额

环比分别增加2414亿元、136亿元，占比环比分

别增加0.54个百分点、0.56个百分点。

在其他资产配置方面，截至三季度末，人身

险公司银行存款、证券投资基金、长期股权投资

配置余额分别为2.42万亿元、1.57万亿元、2.29

万亿元， 分别占人身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的

8.38% 、5.42% 、7.92% ， 同比分别增长7.35% 、

4.32%、0.42%。

截至三季度末，财产险公司银行存款、证券

投资基金、 长期股权投资配置余额分别为3818

亿元、2118亿元、1365亿元，分别占财产险公司

资金运用余额的17.88%、9.92%、6.39%，同比分

别增长2.37%、18.11%、7.26%。

适度增配股票和基金

当前， 保险资金的资产配置以固收类资产

为主，权益类及其他类资产为辅。 展望未来，业

内人士认为， 险资将在夯实固收基本盘的基础

上，适度增配股票和基金。

东莞证券分析师费小平认为， 在当前低

利率环境下，固定收益品种整体收益率下滑，

固收类资产的配置压力逐渐增大。 三年长周

期考核机制将提高险资对股票等权益类资产

波动性的容忍度，提高相关投资积极性。 2025

年险资或适度增配股票和基金， 更好进行资

负匹配。

赵玲认为，在险资资产配置结构中，债券仍

将保持较高的配置比例， 尤其是在利率下行环

境下，长久期债券配置价值仍在。险资未来可能

会进一步优化债券投资结构， 同时继续增加对

股票、基金等的配置比例。

在近日举行的2024年四季度保险资金运用

形势分析会上， 中国人寿副总裁兼首席投资官

刘晖认为，展望2025年，保险资金应坚持“基础

配置做稳，风险资产做优”的总体配置思路。 一

是固收投资继续稳健配置超长期利率债， 积极

挖掘收益率具有相对优势的优质信用品种配置

机会，发挥好交易型固收的补位作用。二是权益

投资保持合理仓位，坚持风格均衡化、策略多元

化， 把握好高股息股票配置节奏和投资的安全

边际。三是另类投资方面，在稳定传统非标固收

投资规模的基础上， 持续创新股权类和资产证

券化产品投资模式。

国信证券非银金融分析师孔祥表示， 新会

计准则实施后， 投资收益震荡直接加大险企利

润表波动， 叠加负债端产品结构向分红险转型

及保费收入持续扩张， 预计险资资产配置需求

仍大，对长债及高分红类资产（以OCI计量的资

产）的配置将延续，险资将持续加大对具有高

分红、 高资本增值、 高ROE属性资产的配置力

度，在减小利润波动的同时，匹配保险资金对长

期、稳定资产的需求。

项目 截至当期

机构类别

/

指标 账面余额（亿元） 同比变化

保险公司

资金运用余额

321512 14.06%

年化财务投资收益率

3.12%

年化综合投资收益率

7.16%

其中：财产险公司

资金运用余额

21358 6.74%

年化财务投资收益率

3.14%

年化综合投资收益率

5.47%

人身险公司

资金运用余额

289405 14.93%

年化财务投资收益率

3.04%

年化综合投资收益率

7.30%

2024年三季度保险业资金运用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制表/陈露

“冬日攻坚” 又来了 银行规模情结何时了

以价格换规模

经过多轮降息，银行存款利率的吸引

力正在减弱。 记者调研多家银行网点发

现，目前，即便是在挂牌利率基础上有所

上浮，国有大行和多家股份行各地机构三

年期定存利率也普遍在2%以下。 正是基

于此，部分对存款上量有要求的银行发力

特色存款， 通过上浮更多基点招揽客户。

比如，多地中小银行三年期定存利率能达

到2.2%以上。

以城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在揽

储上仍表现出较为强烈的规模情结。“我

们有‘攻坚利率’ ，对比其他银行的存款

利率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同时，对于有取

款凭证或取款短信证明的从他行转移过

来的存款，我们有送积分等活动。 ” 山东

一位农商行人士表示。

河北某城商行人士告诉记者，目前个

别期限存款产品搭配了返点操作，比如三

年期定存的利率写在书面上是2.2%，但

客户实际拿到的利率是2.4%。 换句话说，

存款额的0.2%直接返到客户账户里，如

果客户近期能以个人或家庭名义存够

300万元，还能找行长进行特批，实际利

率能达到2.5%以上。

拉存款仍是部分银行攻坚行动的主

线任务。不过，与中小银行相比，国有大行

和股份行在存款任务期限上普遍更追求

短期化，淡化了对高付息成本的中长期存

款的要求，更加看重客户整体资产在本行

的提升。部分银行零售条线基层员工要承

担理财销售、保险销售、基金销售、贵金属

销售、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第三方存管

开户等一揽子任务。

“财富中收方面的任务挺多的，比如

年底前要完成80户第三方存管开户；代

销保险每周必出单， 银行会定期督导，期

交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经历了一波下调，趸

交产品利率对比定期存款优势不大，客户

购买热情不高，完成任务挺难的。 ” 某股

份行华北一家支行的客户经理说。

而在贷款端，对公和个人条线都在

继续“卷” 低利率。 以个人消费贷为例，

多家银行目前的消费贷利率较今年8月

继续下降了约20个基点。 对公方面，对

公开户、工资代发、企业揽存、企业贷款

指标易升难降，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疲

弱， 各家银行对存量市场的争夺愈发

激烈。

一家股份行华南某一级分行对公业

务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目前对规模增

长的需求不是很迫切，不过有些同业依然

在苦苦追求规模，比如有些银行对普惠贷

款、 绿色贷款等划定了两位数的增长红

线。目前实体企业的信贷需求与年初相比

没什么变化，结果就是行业资产投放价格

继续下行。 ”

净息差收窄之痛

“银行业追求规模的现象由来已久，虽然这两

年金融监管部门一直督促金融机构摒弃规模信仰，

转向高质量发展，但是‘没有规模就没有利润’ 的

信仰一直存在，短时间内难以扭转。 当前在净息差

收窄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规模做大是利润增长的最

主要源泉，成为各家银行发力的重点，而基层员工

本身的收入又与规模指标、利润指标等挂钩，所以

银行的分支机构对规模的追求难以在短期内改

变。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任涛

对记者表示。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在存款上，利率经过多

轮调降，叠加今年“手工补息” 整改及资本市场

的吸金效应， 四季度以来银行存款流失现象明

显。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住户存款增加

11. 28万亿元， 而前9个月住户存款增加11. 85万

亿元。 将两个数据对比后发现，住户存款在10月

份这一个月里减少了5700亿元。Wind数据显示，

部分银行加速发行存单，目前多家银行存单使用

率超90%，这也表明一些银行正面临存款荒或一

定的负债缺口。

在信贷投放上， 对公信贷担当压舱石角色，

但近年来对公信贷投放“垒大户” ，即信贷资源

向大企业、大项目和热门行业过度集中的现象并

不少见。 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同业瞄准的目标

客群颇为集中， 一些银行采取以量补价策略，求

得资产规模增长，叠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

行业竞争加剧。

对于银行的一线工作人员来说，其背负着难以

完成的任务，不得不自掏腰包、求助亲友、找同业进

行指标互助， 甚至有银行员工通过中介买存款、买

贷款、买客户，这也让资金掮客、贷款中介、记账公

司等灰色产业链机构“展业活跃” 。 一些资质不达

标的客户经过贷款中介包装，可以较低利率拿到银

行贷款，这加大了银行信贷业务的经营风险。

以价格换规模，对本就承压的净息差造成了更

大压力。最新监管数据显示，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净

息差降至1.53%，在警戒线以下继续小幅下探。 业

内人士认为，对于净息差承压且本身资产结构和风

险管理存在问题的银行来说，愈发激烈的以价格为

主导的同质化竞争会加速形成反噬。

近日央行发布的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指出，贷款方面，利率“下行快” ，在有效信贷需求

不足情况下，银行过度竞争贷款，部分贷款利率特

别是大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低于同期限国债收益率。

同时，报告还指出，存款方面，利率“降不动” ，银行

存在规模情结，认为存款是“立行之本” ，在月末、

季末等业绩考核时点，出现“高息买存款”“花钱

买指标”行为。

优化结构和定价管理

通过打价格战扩大业务增量绝非长久之计。业

内人士表示，银行应将摒弃规模情结、速度情结落

到实处，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加强定价管理，找到规

模与效益之间的平衡点。

“作为市场化机构，努力追求规模和业绩增长

是内在要求，指标考核本身无可厚非。 由于银行存

贷规模具有明显的时点属性，节点考核以及相应的

节点KPI突击也就难以规避， 这无助于提升银行真

实业绩，更多地成为粉饰KPI的手段，近年来受到监

管部门及银行自身的关注， 通过淡化时点考核、提

高日均要求以及增加多元指标等方式，该现象相比

前些年已有明显缓解， 但未来仍需继续予以关

注。 ”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对记者表示。

薛洪言认为，缓解净息差压力不是目的，更强

的盈利能力才是银行的最终诉求。“银行主要基于

贷款需求、 贷款定价等来反向调整负债规模和结

构，借此来影响净息差。贷款需求上不去，仅靠负债

端的调节，即便对稳定净息差有一定效果，也无助

于从根本上提升盈利能力，也就谈不上规模和效益

的平衡问题。 ” 薛洪言说。

任涛表示，在净息差总体收窄的背景下，规模

成为收益的最重要支撑，但对规模的一味信仰又会

反过来加剧净息差收窄压力。如果无法权衡规模和

效益，银行便会深陷恶性循环，这不利于行业长远

健康发展。

“大行规模诉求没那么强了，结构上的问题就

可能慢慢缓解，一些规模较大的银行就不会凭借价

格战去抢夺存量客户，高息揽储、低价投放的现象

就会变少了。 ” 一位资深银行业人士告诉记者。

任涛认为，不能单纯地要求银行业摒弃规模信

仰， 金融管理部门和自律机制应发挥主导作用，推

动银行业负债成本下行，使银行业负债成本下行幅

度与资产端利率下行幅度保持基本同步；金融管理

部门应主动打击市场乱象，避免资产负债定价偏离

市场合理水平。

任涛表示，银行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优化资产负

债定价机制和考核方式，降低负债成本，实现资产端

精细化定价。“银行要主动摒弃规模信仰，做好规模

和利润微幅增长或存在一定波动幅度甚至不增长的

心理准备，不要对增长二字过于苛求。 ”任涛说。

任涛还表示，银行基层机构和员工对规模的追

求很大程度上源于转移定价机制和考核方式，故应

从完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和优化考核方式上

着手。例如，在优化考核方式方面，可以考虑适度降

低规模、利润等传统经营类指标的权重，向客户数、

AUM、负债成本、净利差和净息差等指标倾斜；在

完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方面， 可以考虑通过在活

期、结算性存款方面设计差异化点差，鼓励机构多

增加低成本负债来源；可考虑将FTP（内部资金转

移定价） 纳入RAROC （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

率）中，以提升绩效评价的精细化水平。

尽管不少银行总行层面将“合理增长” 作为全年信

贷总量锚定的目标，但传导到分支机构，对规模增长的诉

求似乎更加迫切。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业内调研了解到，眼

下正是持续数月的营销旺季的起步期，各地银行的“攻

坚”行动如火如荼。

从“冬日攻坚”“年终冲刺”“旺季营销攻坚战” 到

“百日竞赛”“跨年度营销竞赛” ，再到“首季综合金融

服务” ……花样繁多的带有突击色彩的营销活动纷至沓

来。 身处“攻坚”行动的漩涡中心，一些银行分支机构的

基层员工面对任务指标犯了愁， 完成业绩靠网购现象有

所抬头。

专家表示， 银行对规模的追逐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

的马拉松，在全行业净息差承压的背景下，规模情结又会

加剧净息差收窄压力，如果无法实现规模和效益的平衡，

便会深陷恶性循环。 银行应优化资产负债定价机制和考

核方式， 做好规模和利润微幅增长或存在一定波动幅度

甚至不增长的心理准备，莫对增长过于苛求。

● 本报记者 薛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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