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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非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随着金融市场化的深入和银行业务模式的转变，非利

息收入已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本研究通过分析38家上市商业银行2011~2022年的面板数

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讨了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及其经济意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非利息收入显著提升了商业银行的综合绩效水平。非利息业务的发展也伴随着新的风险，要求银行加强

风险管理和创新能力。本研究不仅丰富了非利息收入影响银行绩效的理论分析，也为银行业务和风险管

理提供了建议，建议商业银行在追求非利息收入增长的同时，加强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优化收入结构，

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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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non-interest income on the performance of 
commercial banks. With the deepening of financial market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anking business models, non-interest income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sources of income 
for commercial bank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anel data of 38 listed commercial banks from 
2011 to 2022 and uses a fixed-effect regress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non-interest in-
come on bank performance and its economic significance.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it is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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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non-interest income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level of com-
mercial banks. The development of non-interest business is also accompanied by new risks, which 
require banks to strengthen their risk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is study not 
onl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non-interest income on bank performance, 
but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banking business and risk management, suggesting that com-
mercial bank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capabilities, optimize their 
income structure,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le pursuing the growth of non-interest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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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深刻变革，银行业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统的存贷

款业务面临诸多挑战，银行业务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日益明显。特别是非利息收入的增长，为商业银

行带来了新的盈利模式和业务发展方向。非利息收入，包括手续费收入、投资银行业务收入、资产管理

费用等，已成为衡量商业银行业绩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非利息收入对商业

银行绩效的影响，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着显著的实践意义。目前，有关非利息收入对商业银

行绩效影响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认为，增加非利息收入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和市场地位，但也有研究指出，过度依赖非利息收入可能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影响其长期稳定发展。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深入探讨非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通过对研究构建银行绩效评估体系，全

面评估非利息收入在商业银行运营中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为银行业提供更有效的经营策略和管理建议。

研究旨在深入探究非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而且在实践层面，研究结果能帮助银行管理层评

估非利息业务的重要性和风险，为制定有效的业务发展战略和风险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2. 文献综述 

非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绩效的风险性影响，肖文东(2017)运用资产收益率和破产风险率用来度量商业

银行的收益和风险水平，选取了 17 家上市银行在 2011 年至 2016 年的数据，指出了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增

加带来更大的经营风险 [1]。王莹(2020)研究发现非利息收入发展会增加银行收入的多样性，有助于降低

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 [2]。张少岩(2019)研究表明，非利息收入对银行风险有两面性，非利息收入的提高

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降低破产风险，但是对国有银行会增加破产风险尤其是交易费用及佣金收入过高

时 [3]。 
关于非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的积极影响，刘翔宇，娜比拉·海萨尔(2023)运用了面板数据分析，分析

不同时间上农村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变化，研究得出非利息收入对农村商业银行绩效有着积极的影响，

但不能盲目扩张业务 [4]。房红(2012)研究发现国有商业银行在非利息收入可以优化收入结构，发展非利

息收入对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 [5]。朱宏泉，周丽，余江(2011)选取国有商业银行 2000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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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在数据，运用了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方法，揭示了非利息收入方面的差异，国有商业银行的

非利息收入通常高于非国有商业银行，但是都能提高银行收入的多元化，提高了收入的稳定性 [6]。张超，

杨军，邬树萍(2019)表明，扩大非利息收入来源可以提升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型效率，促进商业银行持

续健康发展 [7]。高婷，王敏(2022)研究发现非利息收入占比对中小上市商业银行的绩效有正向影响 [8]。 
关于非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的消极影响，李波，王广宇(2002)研究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业银行，发

现非利息收入占比、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与经营绩效负相关，表明非利息收入的增长不能直接带来经

营绩效的提升，可能是非利息业务内部结构不合理导致 [9]。韩宇，潘家坪(2019)研究表明，非利息收入

结构单一，非利息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依赖于传统的信贷业务，需要优化非利息的结构 [10]。 
关于非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绩效的不确定性。尹灿(2023)在评估非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

响程度，发现国有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对于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非国有商业银行非利息

收入对于经营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11]。 
货币政策对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周期性影响，金健(2021)的研究以 2004 至 2019 年中研究发现了商业银

行通过非利息收入的多元化，降低对传统利息的依赖，在经济下行期可以增强盈利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

提高银行整体绩效 [12]。 

3. 理论基础 

3.1. 收入多元化理论 

收入多元化理论在金融学领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理解和评估商业银行策略及其

绩效影响具有深远意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为了有效分散特定市场或单一业务所带来的风险，通过拓

展企业的业务范围和收入来源，能够有效地降低总体经营风险，提高盈利的稳定性和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因此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除了传统的利息收入之外，为了构建更为均衡和多样化的收入结构，还应积极

发展非利息收入，如手续费收入，投资银行业务收入以及资产管理费用等方面的收入。随着金融市场的

发展和客户需求的多样化，银行业务的复杂度日益增加。它鼓励银行不仅仅依赖传统的利息收入，而是

通过扩展服务和产品范围来实现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在这种背景下，多元化的收入能一定程度上保证银

行的稳定收入，同时增强了银行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使其能够通过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来

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实施这种策略，银行能够更好地抓住更多机会，稳定和扩大银行的市场份额。

然而收入多元化也存在一定的挑战。银行的管理者们需要注意过度多元化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预防在

发展多元化的道路上，因决策失误而影响银行的稳定性。 

3.2. 风险管理理论 

该理论的基础在于认识到在银行的各项业务活动中，无论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还是非利息收入业务，

都伴随着各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风险管理理论指出，

有效的风险管理不仅需要银行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还要求银行能够准确预测和响应外部环境的变

化，及时调整风险管理策略。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产品的日益创新，银行面临的风险类型和

风险水平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银行必须采用更为灵活和前瞻性的风险管理方法，以应对复杂多变的

市场环境。风险管理理论还强调了风险管理与银行业绩之间的密切关系。良好的风险管理能够帮助银行

避免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害，维护客户和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提升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在非利息收入业务方面，由于这些业务往往涉及更加复杂的金融工具和市场操作，因此对银行的风险管

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需要不断创新风险管理工具和技术，提高对非利息业务风险的识别和评

估能力，确保非利息收入的增长不会以牺牲银行整体稳定性和安全性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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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来源 

由于部分银行的数据缺失严重，笔者从数据的完整性以及可得性，选取了 38 家上市银行 2011~2022
年的财务数据构建成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万德与各上市银行年报。 

4.2. 变量选取 

4.2.1. 被解释变量 
参考何文英(2023)  [13]的研究选取包括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等指标构建商业银行绩效指标体系，

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综合得分(Score)，具体指标见表 1。根据 Stata 得出的 KMO 值为 0.694 以及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p 值为 0 的结果，笔者认为用主成分分析出的综合得分结果合理。 
 

Table1. Performance indicator system of commercial bank 
表 1. 商业银行绩效指标体系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存贷比 贷款余额/存款余额 

现金资产率 现金资产/流动性资产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一般准备 + 转专项准备 + 特种准备)/(次级类贷款 + 可疑类贷款+ 损失类贷款) 

不良贷款率 (次级类贷款 + 可疑类贷款 + 损失类贷款)/各项贷款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总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平均总资产 

4.2.2. 解释变量 
笔者通过阅读大量文献，选择非利息占比(Niir)作为解释变量代表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情况。非利

息收入占比是非利息收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4.2.3. 控制变量 
除了非利息收入，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到银行的绩效，本文选择不良贷款率和银行总资产作为

控制变量。不良贷款率(Npl)代表了银行的风险。银行的总资产代表了银行规模大小，但由于其数值过大，

所以选择使用该数值的对数形式，即为 Lnasset。 

4.3. 变量选取原因 

非利息占比(Niir)：作为解释变量代表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情况。根据何文英(2023)  [13]的研究，

非利息占比是商业银行绩效指标体系的一部分，可以反映银行的经营多样性和盈利结构。非利息收入代

表了银行通过多样化业务获取收入的能力，减少了对传统利息收入的依赖。多元化的收入来源有助于提

升银行的盈利稳定性，增强抗风险能力。因此，非利息占比被选为重要的解释变量。 
不良贷款率(Npl)：银行信贷风险的重要衡量指标是不良贷款率。对于贷款不良率高的企业，意味着

银行在放贷过程中会面临银行资产质量下降，从而影响盈利水平，会有较高信用风险。银行贷款不良率

的高低，与银行的经营业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贷款不良率过高可能使银行坏帐损失加大，进而使净

利润下降，业绩出现全面下滑。控制贷款不良率有助于排除信贷风险对结果的干扰，确保能够对银行非

利息收入的业绩影响进行准确评估。此前有研究表示，贷款不良率对银行业绩影响显著，因此将贷款不

良率作为控制变量添加到模型中，研究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可靠性都可以得到增强。例如，高彦冰(202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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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估其对银行业绩的影响，在研究中以不良贷款率为控制变量。 
银行总资产的对数形式(Lnasset)：银行总资产体现的是其规模的大小。大型银行的资源通常更多，

市场份额更强，经营网络更广，对经营业绩可能产生影响。通过对银行总资产进行对数的形式，使规模

效应得到控制，结果受到的影响也会因规模差异而降低。直接采用可能导致数据分布不均，影响模型稳

定性的银行总资产数据数值较大。通过取对数，数据分布平衡，模型的稳健性增强。银行总资产作为分

析银行业绩的控制变量被很多研究所采用。如高彦冰(2022)  [14]等为控制银行规模对业绩的影响，研究采

用了总资产对数的形式。 

4.4. 模型设定 

借鉴高彦兵(2022)  [14]的做法，在已构建的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计量回归模型，探究非利息收入

占比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具体影响，模型如下： 
0 1 2 3score niir npl ln niirit it it it itβ β β β ε= + + + +  

其中 i 代表不同银行；t 代表年份； 0β 为常数项； itε 为随机干扰项。 

5.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被解释变量银行绩效综合得分(Score)最大值为 3.855，最小值为−5.374。非利

息收入占比(Niir)的最大值为−14.6%，最大值为 51.1%，这意味着不同银行间的非利息收入情况差距还是

比较大的。不良贷款率相较于其他几个变量来说，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距较小。而总资产在取了对数的

情况下仍有如此大的标准差，这证明了原数据的差距只会更大，意为不同银行在规模上有很大的区别。

具体情况见表 2。 
 

Table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d Min Max 

Score 456 7.45~08 0.722 −5.374 3.855 

Niir 456 0.198 0.103 −0.146 0.511 

Npl 456 0.0128 0.0058 0.0022 0.0956 

Lnasset 456 9.332 1.730 6.236 12.89 

5.2. 多重共线性 

Table3. Multicollinearity test 
表 3. 多重共线性检验 

Variable VIF 1/VIF 

Niir 1.57 0.636658 

Lnasset 1.55 0.644201 

Npl 1.02 0.979665 

Mean VIF 1.38  

 
为检验非利息收入占比(Niir)、总资产(Lnasset)和不良贷款率(Npl)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笔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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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从结果上看，三个变量的 VIF 值都小于 5，即不存在共线性问

题。详细情况见表 3。 

5.3. 基准回归 

根据 Stata 得出的 Hausman 检验 p 值为 0，拒绝选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所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固定效应下，逐步回归的结果见表 4。 
 

Table4. Baseliner egression 
表 4. 基准回归 

Valuable 
(1) (2) (3) 

Score Score Score 

Niir 
0.420*** 0.973*** 0.640*** 

(3.18) (3.46) (3.81) 

Npl 
 −86.013*** −86.939*** 

 (−20.80) (−20.84) 

Lnasset 
  0.086*** 

  (1.55) 

Constant 
0.083*** 0.906*** 0.181*** 

(13.03) (12.92) (15.13) 

Observations 456 456 456 

R-squared 0.513 0.511 0.514 

Number of bank 38 38 38 

注：***代表 p < 0.001。 

 
以上回归结果说明了非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的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表 4 模型(1)可知，未加

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Niir 的系数为 0.42，且 p 值小于 0.01，说明当非利息收入占比上涨 1%，商业银行

绩效得分会随之显著上涨 0.42%。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即模型(2)、模型(3)，Niir 的系数仍为正且 p 值仍

小于 0.01，这说明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促进作用并没有因为控制变量的加入而有所改变。观察模型

(2)、(3)中 Npl 的系数与 p 值发现，不良贷款会抑制银行绩效的上涨，符合现实情况。 

5.4.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的结果稳健有效，通过阅读大量文献，笔者选择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将解释变量非利息收入占比(Niir)的滞后一阶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重新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5。 
 

Table5. Robustness test 
表 5. 稳健性检验 

Valuable 
(1) 

Score 

Niir 
2.394*** 
(2.94) 

Npl 
−121.198***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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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nasset 
0.193*** 

(2.13) 

Constant 
−0.769*** 

(−3.75) 

Observations 418 

Number of bank 38 

注：***代表 p < 0.001。 
 
从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知，Niir 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说明了非利息收入促进商业银行

绩效这一结论稳健可靠。 

6. 结论及建议 

6.1. 结论 

笔者对非利息收入与商业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构建 38 家上市商业银行 2011~2022 年

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回归估计。最终从回归结果得出结论：非利息收入显著促进了

商业银行绩效的增长。除此之外笔者还发现不良贷款率会抑制商业银行绩效的发展。 

6.2. 建议 

发展非利息业务： 
商业银行应以多元化的非利息业务为导向进行积极开拓，开发资产管理业务、咨询服务、电子支付

等多元化的非利息业务，降低对传统利息收入的依赖，增强盈利的稳定性，重视收入结构的优化，平衡

利息与非利息收入之比，提高商业银行的整体收入质量，通过多元化的非利息业务的开拓，使商业银行

的盈利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同时在经营策略上予以充分考虑，使其非利息业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非利息经营业务快速发展给银行业带来挑战也是机会，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银行要加大力度识别、评估、监控和控制非利息经营业务带来的风险隐患。既要实现非利息收入的

增长又要保护银行整体稳定性与安全性。要适时进行内控与审核工作，做到风险管理政策与程序有效贯

彻实施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加以整改，确保银行整体运作的平稳有序进行。为促进非利息业务的健康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与保障。 
内部培训与人才引进： 
定期开展培训是提高员工的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必要途径，从而可以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并尽力满

足顾客的各种需求，特别是面对非利息业务领域的发展需求，银行需要培养专业知识丰富并有实践经验

的员工来支撑业务的创新与发展。另外，银行还应积极引进一些专业人才，主要涉及风险管理能力的提

升和资产管理与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等方面。 
加强客户关系管理： 
将非利息的服务工作完善，能够加强银行与客户的联系与互动，提升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银行可

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对客户进行个性化服务。建立有效的客户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客户的反馈意见并加以完

善服务品质提升客户体验。 
持续创新与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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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应对金融科技给予更大的投入力度加以促进。要集中注意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非利息收入

的业务效益与安全水平上，在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方面要不断摸索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新的经营模式，在

经营效率的提升上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断完善风险管控机制。 

7. 结语 

本文对非利息收入与商业银行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但仍有一些局限性，

如样本选取的局限性和潜在影响因素未能全部考虑在内。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非利息收入的具体

种类对银行业绩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非利息收入的增长和银行风险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鉴于非利息

收入对提高商业银行业绩的重要性，为促进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加强内部风险控制的同时，建议银

行业在非利息业务方面继续探索和发展。 
银行管理者在确保银行系统稳定和安全的同时，应考虑制定支持银行业务创新的相关措施。以推动

银行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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