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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与行业分析(赵庆森；2004年2月18日)

文章作者：赵庆森

  巴塞尔委员会在新资本协议中对监管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在最低资本要求中对信用风险管理提出了内部评级法，使资本充足率和银行面

临的业务风险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标准更高、更严，从而对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和更

高的要求。  

  风险管理的基础   

  按照内部评级法的要求，信贷风险揭示与防范是银行整个风险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充分体现，也是金融竞争

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信贷风险可细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在现实信贷业务中面临的主要是信用风险。风险控制的好坏，可充分反映银行的收

益和资产质量— — — —即信贷规律的内在要求，通过风险定价可与行业建立匹配的桥梁关系。因此，揭示各行业的发展规律是信贷风险分析

最本质的工作，也是信贷业务最基本、最常见、最普通、最重要的工作。  

  我们可从内部评级法中的风险分类（公司、零售、银行、股权、房地产）、风险因素（违约率、损失率、风险敞口、期限）和不同的信

贷评级工具中证实，风险识别量化和资产组合管理的基础只能来自于行业分析。因此“行业分析”— — — —行业发展趋势、企业竞争力分析、

产品市场空间的分析是信用管理中最基础、最直接、最重要的工作。  

  深入了解行业及市场 

  通过行业分析，把握各行业内的投资规律。如：判断某行业所处阶段十分重要，启蒙行业的特征是市场需求不清晰、市场面窄、只能通

过强大的后台（特别是资金技术实力）支持技术进步来扩张市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所处的大环境，通过分析可知道，行业的内部结

构、要素禀赋、相对价格、分工链条等决定了企业的获利机会和生存威胁所在，从而指导投资决策。  

  通过行业分析，可以超前性的规避行业内的客户风险，可通过对行业的发展趋势、企业竞争力和产品市场空间的分析，把握行业和企业

的发展后劲及长期发展态势。通过分析行业发展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轨迹，可把握行业内一段时期内的潜在风险及产生风险的相关面和原因，

如市场风险、结构风险（原材料、集中度调整）、环保、政策风险等。进行风险分析时，就不再局限于就企业评企业，就项目评项目，就好

客户一味支持，限定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评价项目，而是立体地看待一个行业。  

  通过行业分析，可充分开拓信贷市场。如通过总量分析，我们可知道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钢铁行业各产品的供求状况，支撑条件，内

部结构，区域结构，从而知道钢铁行业产业链上的产能使用情况和改善要求，生产经营的要求，以及外部配套能力要求，从而挖掘出今后潜

在的信贷业务机会；同时，更有利于在成熟行业内的信贷市场的细拆细分工作，将行业内企业信贷业务作细，信贷规模、品种质量做大做实

做优；再次，更进一步促进营销工作，对维持扩大优质客户信贷关系及退出发展前景不好的客户信贷关系等营销策略更加明确。对客户关系

是长期保持、维持一段时间，还是短期内解除等方案更易把握，而不是盲目的，无序的。  

  提高信贷风险分析水平 

  通过行业分析，可进一步提高信贷风险分析水平。通过行业分析、判断出行业发展趋势、企业的总体竞争水平及高低差别水平，以及产

品市场空间，掌握总体的行业财务及比率标准和差异，从而促进单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分析质量和现金流预测的准确性，做出比较准确的客户

评级和项目评估结论；同时也可进一步明确行业内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为抵押变现提供使用价值依据，为不良贷款客户给予准确的画像，

以确定其客户进退价值。  

  通过行业分析，促进行业信贷策略的制定。可科学客观地确定企业战略群体，相应确定优质、维持、退出等不同级别的客户群体，配以

实施不同的信贷政策、不同服务、不同信贷条件的金融品种，确定本银行在该行业的市场份额、期限、币种、高低利率配置等。将供需总量

确定在科学合理的风险控制量内，参照控制量选择战略群体，再考虑银行相应的市场份额，及相应战略群体的金融服务产品，明确进入和退

出的条件、原则，而不是具体客户的进退限额。促进信贷投向、客户群、业务品种、期限、币种、利率和收益等信贷结构的优化。  

  通过行业分析，可区别施行不同的信贷技术。可进一步掌握行业属性及内部发展规律，有利于根据行业间差异，施以不同的信贷分析重

点和方法及风险规避措施。我们可根据行业属性所处的发展阶段、产品特性、附加值高低、技术发展趋势、产品生命周期变化快慢、产品市

场销售半径等确定供求总量及趋势，准确预测行业发展趋势、产品市场空间、企业竞争力分析、促进行业间相关性和特性的分析，以及合理

确定评价重点。从而得出准确的项目评估、企业评级和授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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