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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商业银行是通过存款、贷款、汇兑、储蓄等业务，承担

信用中介的金融机构。主要的业务范围是吸收公众存款、发

放贷款以及办理票据贴现等。一般的商业银行没有货币的发

行权，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主要集中在经营存款和贷款业务。

中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特别是盈利能力的提高迫在眉

睫。因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其盈利性，增强其市场竞争

力。那么，对于研究盈利能力影响因素就尤为重要。若要明

晰中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面临的问题，必须运用大量的数据

进行实证分析以确定中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受哪些因素影响，

且定量地得出各影响因素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大小。

这样才能在银行盈利能力提高的过程中有的放矢，快捷、有

效地提高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2 基础理论及中国和国际上的研究现状

2.1 相关基础理论

盈利能力是指企业利用稀缺性资源获得收益的能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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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关乎商业银行的生死存亡，所以商业银行的盈利只

有保持在一个合适理想的水平下，才能充实银行资本帮助银

行拓展业务规模，提高市场竞争力。一个良好的盈利水平能

够促进银行吸收公众存款，增加银行资金来源，扩大业务规模，

增加政府信任感，减少政府的监督。西方商业银行在其几百

年的发展中，经过不断地实践总结，把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

归纳为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 [2]。在商业银行经营

管理过程中，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者缺一不可。

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相关理论包含以下三大理论：

①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理论。

②产业组织理论。

③银行危机理论。

2.2 中国和国际上的研究现状

中国的研究主要以 GDP 和通货膨胀率这两个指标为主，

宏观经济指标整体上对银行利润率没有显著影响，相较而言经

济增长率的影响略微明显。而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主要由个体内

在因素决定 [3]。Lhacer 和 Nakane 研究的是宏观变量中的 GDP

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提高、银行存贷款基准利差的扩大都有

助于提高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但银行系统利率的波动率

的情况却相反 [4]。研究结果显示，通货膨胀率与商业银行利润

率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GDP 增长率与银行利润率之间呈正

相关，但这一关系并不显著 [5]。对影响银行盈利能力的内部因

素和外部因素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认为内部因素主要是银行的

特征变量，外部因素包括经济景气度、税收政策和法律制度等

[6]。研究认为 GDP 大幅提高时，银行的收益率随之提高，但中

国货币政策对银行业的盈利没有影响，这显然有悖于理论 [7]。

运用杜邦分析模型，研究 10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发

现：贷款规模、资产质量和创新能力与净资产利润率显著正相

关，营运效率、资本实力与股份制银行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

而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商业银行盈利近

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哪些因素影响了现阶段中国商业银行的盈

利，并认为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主要外部因素包括国

家宏观经济环境、国家实行的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 [8]。

基于中国 13 家上市大型商业银行 2010—2015 年间的面

板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商业银行盈利性与银

行的固定资产持有量、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业务规模间存在显

著正相关关系 [9]。研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银行信贷资

产质量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认为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与盈

利能力显著性正相关，银行通过控制不良贷款风险，能有效

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其中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盈利

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选取银行的净利息收益率作为衡量银行盈利性的指标，

发现该指标与银行拥有的非生息资产的机会成本以及资产负债

率成正相关，与流动比率呈负相关 [10]。Busch 和 Kick 证明商

业银行盈利性与其非利息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 [11]。王曼舒和刘

晓芳发现净息差对于银行盈利能力差异的影响比较小。净息差

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且各类银行间区别不大 [12]，所以非利

息收入占比（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对银行盈利能力差异

的影响呈现越来越重要的趋势。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商业

银行盈利性的指标，实证检验出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与净资产

收益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13]。利率水平与商业银行盈利存

在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表明当利率水平处在不同的位

置时，货币当局调控利率对银行盈利的影响不同。

美国学者 Bergera 发现银行的盈利能力与其自有资本呈

显著正相关，银行收益会随着其内部资本的增加而增加 [14]。

Garcia•Herrero 认为资本积累能力强的银行，盈利水平才高，

并且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盈利能力

较差 [15]。对中国的 125 家商业银行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证

实其盈利性与银行资产规模之间不存在明显相关性，但与自

有资本充足率和货币供应量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16]。

SuFian 和 Habibullah 实证得出商业银行的盈利性主要受

到银行规模、非利息收入占比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不大，

所有权形式对银行盈利没有影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强于国有商业银行，并且上市股

份制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强于未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 [17]。

3 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因素分析及模型构建

3.1 银行盈利能力指标选择及分析

在商业银行的财务指标分析中，资产收益率（ROA）与

净资产收益率（ROE）是衡量盈利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标 [18]。

所以在此将资产收益率（ROA）作为因变量来分析，具体的

计算公式如下：

资产收益率（ROA）= 税后净利润 / 总资产（1）



139

财经与管理·第 05卷·第 6期·2021 年 6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cjygl.v5i6.7683

3.2 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及分析

任何行业发展都会受到所处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宏

观经济发展好，银行收益也会增加，论文选取 GDP 的对数来

衡量经济发展状况 [19]。因此，提出假设 1，即经济发展与盈

利能力正相关。

通货膨胀通常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度量，该指

标反映了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风险程度 [20]。通货膨胀水平低，

盈利能力越好。因此，提出假设 2，即通货膨胀水平与盈利

能力负相关。

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内部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大

类，即风险类因素、银行运营因素、业务因素。其中，一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以 GDP 来衡量，银行规模指标用银行的

总资产来代表。

3.2.1 银行风险、运营变量

银行的主要资产业务是信贷业务，主要收入来源是贷款

利息收入，因此贷款质量对银行的盈利能力产生较大影响 [21]。

因此，提出假设 3，即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盈利能力负相关。

成本收入比是银行营业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反映银行

每个单位收入所需支出的成本 [22]。因此，提出假设 4，即成

本收入比与盈利能力负相关。

3.2.2 银行业务、规模变量

对于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衡量通常采用银行的总资产，

由于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规模比较大，且其他衡量盈利能力影

响因素的指标基本是百分比，将对总资产原始数据进行对数

化处理后纳入实证模型 [23]。变量符号为 Inscale。

通常来说，总资产规模越大，银行获取利润的能力越好。

因此，提出假设 5，即资产规模与盈利能力正相关。

权益资产比（Equity Assets，EA）如果比率太小，则意

味着公司负债累累，无法抵御公司的外部冲击力。比率过大，

则表明该公司并未积极利用财务杠杆来扩大其经营规模 [24]。

因此，提出假设 6，即权益资产比与盈利能力正相关。

采用资本充足率（CAR）来反映商业银行的资本实力，

资本实力对于经营信用的商业银行来说非常重要 [25]。因此，

提出假设 7，即资本充足率与盈利能力正相关。

综上所述，论文将研究中采用的各代理变量及符号整理

如表 1 所示。

表 1 模型各代理变量说明及测度

变量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计算公式（100%）

被解释变量 ROA 总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 平均资产总额

宏观解释变量
LnGDP GDP 的对数 ——

Inflation 通货膨胀水平 CPI

微观解释变量

CAR 资本充足率 ——

NPL 不良贷款率 ——

Inscale 总资产 总资产规模对数

EA 权益资产比 所有者权益 / 资产总额

CIR 成本收入比 总成本 / 各项收入

3.3 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构建

论文选取了 16 家上市商业银行 2010—2019 年这 10 年

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是二维面板数据，面板数据由于

同时考虑了时间序列和截面两个维度，可以考察多个个体、

多个变量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且面

板数据能反映样本的个体差异和样本整体所呈现的整体趋势。

因此，论文结合样本具体情况，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

实证分析，最终建立以下实证模型 [26]：

（2）

式中， 代表第 i 家银行 t 时期总资产收益率，α

代表常数项，β1，β2…β7 表示回归系数， 表示 t 时期的

中国生产总值的对数， 表示 t 时期的中国消费指数，

代表第 i 家银行第 t 期的资产规模的对数， 代

表第 i 家银行第 t 期的权益资产比， 分

别代表第 i 家银行第 t 期的成本收入比，不良贷款率以及资本

充足率。ε表示引入的随机扰动项。

4 实证分析

4.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在 A 股市场上市的 16 家上市商业银

行。论文用于研究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

关系的时间序列为年度数据，样本期为 2010—2019 年，数据

跨度为 10 年，分别为 2010—2019 年每年最后一天的数据，一

共160组观测值。运用Stata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建模。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实际观察过程中，发现 GDP 与 Inscale 与其他数据变

量的差距比较大，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对这两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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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取自然对数，使数据更加平稳具有可比性。使用 Stata 软件

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出如表 2 的结果。

表 2 中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

由上表的分析和结果可知，近十年中国 16 家上市商业

银行的 ROA 均值为 1.067，最小值为 0.64，最大值为 1.475，

表明中国银行业金融企业的整体盈利水平比较好，但是最高

盈利水平和最低盈利水平之间差异仍然存在，存在个别银行

盈利能力比较差的情况，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上市商业银行在 2010—2019 年之间，

银行资产规模（Inscale）的最小值是 26.12，平均资产规模是

29.04，说明中国银行业金融企业拥有的资产规模数量总体达

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不良贷款率（NPL）最大值为 2.39 最小

值是 0.38，平均数是 1.2，说明不良贷款率总体情况较为良好；

资本充足率（CAR）平均值是 12.81，说明中国对商业银行的

资本安全监管趋向严格，总体的资本实力增强，极差值和标

准差较大，这体现了不同银行在履行巴塞尔协议所要的资本

充足率的情况不一样，对资本安全的定义不同 [27]。

4.3 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了确保回归估计结果的有效性，论文采 Fisher—ADF

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若选取的指标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则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单位根检验发现，指标体系

中的变量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可以对面板数据模型直接进

行回归分析，得出如表 3 所示的结果。

表 3 Fisher--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P 值 结论

ROA 45.3221 0.0595 平稳

LnGDP 102.8474 0.0000 平稳

Inflation 91.9931 0.0000 平稳

InScale 143.6335 0.0000 平稳

EA 44.8922 0.0648 平稳

CIR 100.6428 0.0000 平稳

NPL 61.0764 0.0015 平稳

CAR 61.5554 0.0013 平稳

4.4 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

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混合效应模型属于最

常用的三类面板数据模型。为明确建立符合本研究的模型，

应通过相应方法进行筛选。论文主要通过 F 检验及豪斯曼

（Hausman）检验选取模型。

4.4.1 F 检验

F 检验，其原假设 H0 和备择假设 H1 定义如下：

H0：a1 ＝ a2 ＝…＝ ai 模型中个体具有相同的截距，可

以接受混合回归。

H1：a1 ≠ a2 ≠…≠ ai 模型中个体具有不同的截距，应

创建固定效应模型。

用 Stata 软件处理数据后发现，F（7，137）＝ 35.78 对

应的 p 值为 0.0000，这意味着强烈的拒绝了原假设。因此，

对于论文的样本数据来说，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明显优混合回

归，应当允许每个个体拥有自己的截距项。

4.4.2 Hausman 检验

虽然前面已经通过 F 检验说明需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但是还需要用豪斯曼检验来确定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

机效应模型。根据 Hausman 检验原理，原假设 H0 和备则假

设 H1 的设定如下：

H0：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H1：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为了完成 Hausman 检验，首先用 Stata 软件计算个体随

机效应模型，得出表 4 所示结果。

表 4 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 值 P 值

常数项 7.104849 .0575563 5.47 0.000

LnGDP -.4485256 .0087879 -7.79 0.000

Inflation -.0113271 .0210931 -1.29 0.197

InScale .0560751 .0172974 2.66 0.008

EA .0658634 .003447 3.81 0.000

CIR -.0151014 .0308231 -4.38 0.000

NPL -.2426602 .0100879 -7.87 0.000

CAR -.0140762 1.298299 -1.40 0.163

在此基础上，用 Stata 软件直接进行 Hausman 检验，结

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Hausman 检验结果

Test summary chi2(6) Prob
Cross-section random 14.41 0.0254 ＜ 5% 应选用固定效应



141

财经与管理·第 05卷·第 6期·2021 年 6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cjygl.v5i6.7683

根据 Prob ＝ 0.0254 ＜ 5％可知，原假设不适合样本数据

应当拒绝，意味着该模型不存在随机效应模型，论文应选用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4.5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接下来将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展开

实证分析，使用 Stata 软件操作后得出表 6 详细的回归结果。

表 6 固定效应模型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值 P 值

常数项 8.504631*** 1.476022 -2.02 0.000

LnGDP -.265576** .1314316 -1.27 0.045

Inflation -.010964 .0086037 -0.86 0.205

InScale -.0657663 .0763676 3.26 0.391

EA .0612809*** .0187735 -5.08 0.001

CIR -.0198213*** .0038994 -7.91 0.000

NPL -.2469084*** .0312212 -2.54 0.000

CAR -.0273937** .0107824 5.76 0.012

N 160

Number of id 16

R-squared 0.6464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可决系数 R2 为

0.6464，这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模型结果的可行度较高。

由于在实际情况中，银行盈利存在多种影响因素，故文中所

选择的7个解释变量能够比较好的解释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在这 7 个解释变量中，权益资产比（EA）、不良贷款率（NPL）

及成本收入比（CIR）在 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这六个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 ROA 影响显著。资本充足率（CAR）和经济

发展状况（LnGDP）在 5% 的水平下显著，而资产规模（Inscale）

以及通货膨胀水平（Inflation）这两个指标对 ROA 的影响不

显著。

最终，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本研究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4.6 实证结果分析与建议

4.6.1 结果分析

论文通过对总资产收益率（ROA）进行模型回归验证，

基本与解释变量指标实际含义情况一致。拟合优度检验与回

归分析基本一致，部分变量相关性出现相反，证明了商业银

行在实际经营中，各项指标影响盈利能力的复杂性与辩证性，

产生了相互影响和作用。权益资产比与商业银行盈利水平显

著正相关，说明银行资金实力越强、未来潜力越强进而盈利

能力越强；资产规模、不良贷款率、成本收入比与商业银行

盈利水平显著负相关，说明商业银行在相对规模下却未达到

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增加资产规模的投入反而会降低商业银

行的盈利能力；不良贷款率越高相应就会承担较高的运营风

险，对不良贷款进行减值计提准备越多，减弱盈利能力；成

本收入比越高商业银行承担成本费用越高，盈利能力越差。

另外，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产生负面冲

击，这与前文分析的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能促进商业银行盈利

水平的提高相反。

出现上述实证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

虽然正在逐渐完善，其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商业银行经营

也在接受市场的考验，但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上市银

行的经营受国家宏观监管政策的影响比较大，对其依赖性比

较强，当宏观经济过热时，国家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

政政策，这都会导致银行盈利能力下降。

4.6.2 具体建议

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给出具体的政策性建议：一是控

制合理的银行资产规模，防止银行过度扩大规模削弱商业银

行的盈利能力；二是提高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水平，商业银

行的自有资金比较少，故而面临的风险比较大，所以做好信

用风险管理是银行安全稳健的发展，提高盈利能力的关键；

三是增强业务创新能力，创新是所有企业都应关注的重点，

是提高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一环；四是加强成本控制，

提高运营效率；五是细分市场与客户群体，商业银行要实现

差异化经营，就应当对目标客户进行分层，实现精准化营销；

六是要顺应时代，加速科技运用，防止商业银行的发展跟不

上时代的步伐，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

5 结语

论文旨在通过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究商业银

行盈利能力影响因素。首先从商业银行的发展出发，结合盈

利能力的概念以及商业银行的“三性”原则，选取了中国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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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上市商业银行 2010—2019 各年的财务数据作为样本，根

据选取的 7 个指标构建衡量盈利能力的指标体系。然后利用

Stata 软件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与商业银

行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

7 个指标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水平、不良贷

款率、权益资产比、成本收入比、总资产规模、资本充足率。

其中，经济发展（LnGDP）与资产规模，不良贷款率指标相

关性与预期相反，说明商业银行在实际经营中，各项指标影

响盈利能力的复杂性与辩证性，产生了相互影响和作用；在

相对规模下却未达到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增加资产规模的投

入反而会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不良贷款率越高相应就

会承担较高的运营风险，对不良贷款进行减值计提准备越多，

减弱盈利能力；成本收入比越高商业银行承担成本费用越高，

盈利能力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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