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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成国利等；10月25日)

文章作者：成国利 范国英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仅上涨1.3％，创下23个月（2003年10月）以来的最低点；

与此同时，从8月份开始，中国的预警系统频频发出过剩警报，900种产品敲响了供需警钟… …种种现象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宏观经济的广泛关

注，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对通货紧缩的苗头表示担忧，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过剩与通缩时期已经来临。 

    对于银行业来讲，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会对其资产特别是贷款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国民经济减速、房地产泡沫破裂、外汇汇率和本币

利率的突然调整、主要出口产品价格和进口产品（如石油）的大幅波动通常会使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上升。在过去十多年中，不良贷款问题

一直是困扰我国金融业特别是商业银行健康发展的一大难题。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披露，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

资产约占当年GDP的47％，其中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不良资产占13％左右，这意味着我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总额在4万亿元以上。之

后，随着宏观经济的逐步好转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在我国政府、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之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

贷款余额逐年下降，到2005年第二季度末，根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我国全部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已经下降到1.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

下降到9.9％，约为最高时期的1/4。其中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下降到1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到10.1％，均为历史最低水平。 

    我国金融业不良贷款问题的出现，也不仅仅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有关，更是一个与我国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的现

象。我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国家，90％以上的企业融资都来自于银行贷款，国民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着银行贷款的质量。根据有

关部门的研究，我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与GDP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在长期内，如果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我国GDP上升一个百分点，

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就下降0.155个百分点，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是在第二个季度表现出来。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房地产价格走势与银

行业的不良贷款也有着明显的反向关系。 

    目前，不良贷款问题虽然已不再是困扰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问题，但是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最近两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大幅下

降，政策性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不良贷款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产生不良贷款的基础性条件并没有

完全消除。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还存在着反弹压力。 

    如今，前已述及，我国的宏观经济正处于“微妙”时期，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及金融结构的调整也处于关键时期。国民经济增速减

缓、投资趋缓、通货膨胀率和房地产价格走低、汇率调整的可能性较大，从而使得2000年以后国有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质量有进一步恶化

的可能；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增加，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收入减少是一个必然趋势，这会进一步削弱

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从而对其自身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产生影响。 

    鉴于此，对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有关部门决不能掉以轻心。目前来看，建立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的长效机制显得迫切需要，这

些措施包括制定完善审慎的拨备制度、建立不良贷款交易的二级市场、法律环境、监管权力的扩大、提高商业银行和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等。 

    除此之外，商业银行还应密切关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提前采取相应的贷款策略，确立价值最大化理念和构建核心竞争力。比

如在当前环境下，应尽量减少对某些制造业、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的贷款总量，调整贷款结构，减少中长期贷款比例；加强对客户信息的管

理，提高风险防范水平。同时，政府部门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也应考虑到宏观经济对银行资产质量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影响。在今后15至

2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不能低于百分之六，中国宏观调控的关键是不要让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在刺激消费需求、调整经济结构、促

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减少银行业不良贷款产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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