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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坏账处理进展与问题并存(金灿；2003年11月5日)

文章作者：金 灿

     我国银行不良资产一直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关系我国金融甚至经济的稳定。由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证券报共同完成的《中

国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银行的坏账处理有了较大进展，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一、银行贷款风险分类结构出现良性变化 

     报告显示，由于新增贷款急剧扩大，因此，至少从统计数字上看，境内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有所提高。据银监会统计，今年上半年，

境内银行业主要金融机构贷款五级分类数据显示：在贷款快速增加的情况下，贷款质量相应提高，6月末，主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

12.95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56万亿元。其中，正常贷款（包括：正常类和关注类贷款）余额10.41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66万亿元，正常

贷款所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为80.4％，比年初上升3.51个百分点。 

     报告认为，正常贷款比重提高主要是正常类贷款比重提高所致。正常类贷款余额为8.88万亿，比年初增加1.7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

比例为68.59％，比年初上升5.74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1.53万亿元，比年初减少690亿元，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为11.8％，比年初下降2.23

个百分点。 

     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出现“双下降” 
     从2000年起，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升，此后两年连续实现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的“双下降”，商业银

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稳步下降。 

     截至2002年底，按五级分类口径，建行不良贷款率15.36％，比年初下降3.99个百分点；中银集团不良资产率22.37％，比2001年末

下降5.14个百分点；工行不良贷款率25.52％，比年初下降4.26个百分点。农行不良贷款率较高，但在连续两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4.72个

百分点，三年下降十几个百分点。 

     今年，这一趋势继续。6月末，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即：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合计为2.54万亿元，比年初减少934亿

元，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为19.6％，比年初下降3.51个百分点。 

     分机构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0070亿元，比年初减少81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2.19％，比年初下降4.02个百分点；政

策性银行不良贷款余额3340亿元，比年初减少6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8.61％，比年初下降1.18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为1967亿元，比年初减少5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9.34％，比年初下降3.51个百分点。 

     然而，报告指出，上述数据中不乏水分。从宏观层面看，银监会已经指出，不良贷款率的降低，是在贷款总量增加较多的情况下实现

的，带有稀释的因素。事实上，一些金融机构损失类贷款还有所增加，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提取严重不足。 

     从微观层面看，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人为制造数据的可能。监管当局从2001年初下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每年必须要把不良贷款率减少2

个百分点，并应在2005年之前要将其不良资产率降到15％以下。作为一项硬性指标，此举当然可以为银行防范风险提供一些激励，然而，

国有商业银行也可能采取扭曲的方式完成这一指标。例如，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对当地国有商业银行做出的一份不良贷款监测报告

显示，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压降“不良贷款率下降”，第一，通过多收少贷转化不良贷款；第二，人为放宽对国有企业老贷款的

转化条件；第三，通过少量资金的重复使用完成对不良贷款的转化；第四，通过债务重组转化不良贷款。 

     三、原有不良资产处置有一定进展 

     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３年多来，积极运用多种手段处置不良资产。2002年全年共处置不良资产1327.25亿元，比2001年多处置

106.18亿元，增幅为8.7％；收回现金317.5亿元，比2001年增加64.38亿元，增幅25.43％；现金回收率为23.92％，比2001年的20.73％

提高了3.19个百分点。截止2003年6月30日，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阶段性处置不良资产3618.41亿元（不含政策性债转股），回收现

金792.29亿元，占阶段性处置不良资产的21.9％。 

     中央银行曾用“成效明显”来形容资产管理公司的业绩。但报告透露，即使不考虑数据虚实问题，仅从不良资产处理的规律来看，前景

不容乐观，因为，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和回收率会沿着抛物线轨迹运行：前期呈上升态势，到后期必然会下降。据此推算，四大资产管理公

司要处置完剩余的不良资产，可能需要十年之久。国外评级机构认为，再过两三年，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甚至需要政府注资才能维系。 

     为此，银监会已要求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资产处置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暗示要

对加快资产处置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已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将近14000亿的不良资产，然而，到2001年，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又积累到

1.8万亿元，占全部贷款26.6％，大大超过了四大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对于这些不良资产，监管当局将不会考虑第二次剥离，因为那必然

引发道德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如何自行消化不良贷款，将是一个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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