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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总资产规模约达232.3万亿元，总负债约达214.8万

亿元，其中，商业银行占据了绝大部分份额，其中总资产占比达到77.8%，总负债占比达

到78%。  

       就数据来看，无论是总资产还是总负债，银行业金融机构各个月份规模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率均达到14%以上，基本区间在14.1%－17.5%，这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增长速度最慢，基本约

在10%或之下，股份制商业银行略高于此，城商行和其他类金融机构成长性较好，各个月份

总资产规模较上年同期增长基本超过20%。     2016年商业银行主要指标分机构类情况表          

资料来源：银监会

       2015 年末，全国各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共计 22.1 万个、从业人员 379.0 万人、资产总

额 174.2 万亿元4，同比分别增长 1.4%、1.8%和 12.6%。分地区看，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银

行业金融机构发展加快，从业人员和资产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同比均有所提高，东部地区两项

指标占比同比分别下降 1.0 个和 0.7 个百分点。分省份看，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五

省（直辖市）银行业资产规模占全国的 40.9%；福建、贵州、海南、西藏和北京五省（自治区

、直辖市）银行业资产总额增速超过 20%。     2015 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地区分布（单位：%

）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中企顾问网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民营银行行业发展趋势与战略咨询报告》依

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

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

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

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企顾问网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

行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

资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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