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国有大行资本补充工作已启动

财政部的这一举措无疑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精准回应。国有大型银行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支柱，其资本充足率直接影响金融市
场的稳定性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据悉，资本补充工作的启动，旨在进一步夯实国有大行的资本基础，增强其抵御风险的
能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此次行动的背景，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密切相关。近
年来，部分国有银行在快速扩张业务的同时，资本消耗速度加快，资本充足率面临一定压力。财政部的及时介入，体现了政策
层面对金融风险的高度警惕。具体来看，资本补充的方式可能包括多种路径。据业内人士透露，发行永续债、优先股等工具，
或将成为国有大行资本补充的主要手段。永续债作为近年来较为流行的资本补充工具，具有灵活性和成本效益，能够有效提升
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水平。此外，部分银行可能通过内部利润留存、优化资产负债表等方式，进一步提升资本充足率。这些措
施不仅有助于银行自身稳健经营，也将为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供更多资金保障。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此
次启动的资本补充工作，时间节点颇为关键。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国内经济也在加快转型升级。国有大行
作为金融资源配置的核心主体，其资本实力直接关系到信贷投放能力和经济支持力度。业内专家分析，资本补充的推进，可能
与近期监管部门对银行资本管理的严格要求有关。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25年初，部分国有大行的资本充足率虽符合
监管标准，但与国际领先银行相比仍有提升空间。此次资本补充计划的启动，正是为了进一步缩小这一差距，提升国有大行的
国际竞争力。市场对财政部这一政策的反应也颇为积极。有分析认为，资本补充工作的推进，将有效缓解市场对银行风险的担
忧，提升投资者信心。同时，这也为国有大行在未来参与更多国家战略项目、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例如
，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中，国有大行有望通过更充足的资本支持，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资本补充工
作也面临一定挑战。一方面，发行债券等融资方式可能增加银行的财务成本，如何平衡成本与效益成为关键。另一方面，资本
补充的节奏和规模需要与经济形势、监管要求相匹配，避免对市场造成过大波动。对此，财政部和相关监管部门预计将加强协
调，确保资本补充计划平稳落地。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国有大行资本补充工作的启动，也是中国金融体系深化改革的一部分。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推动银行公司治理改革、风险管理能力提升，资本补充作为其中的重要环节，不仅关乎银行自身发展，
也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密切相关。未来，随着资本补充工作的深入推进，国有大行有望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金
融风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此次财政部的政策信号明确，国有大行的资本补充工作不仅是短期的应急之举，更是长期战略布局
的一部分。市场人士普遍预计，随着资本补充工作的逐步落实，国有大行的市场表现和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这不仅为金
融市场注入了信心，也为中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下的稳健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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