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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开发性金融风险的思考(胡茹琰；2004年6月29日)

文章作者：胡茹琰

    当前，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日益显现。开发银行作为长期融资领域的主力银行、批发银行以及从资金来源上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进行

控制和调节的政策性银行，其流动能力较差，对本轮宏观调控的敏感系数更高，受宏观政策的影响显然更直接、更具体，比商业银行也更深

远。同时开发性金融机构支持的项目动辄上亿元，按照国家产业政策正确区别对待清理对象，对防止开发性金融风险，进而防止经济出现大

起大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治理结构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对开发性金融风险防范的主要影响 

  一是行政性质明显的承贷主体受政策变化影响最为直接。2004年4月开发银行适应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对许多省份承诺的贷款进行了核

减。其中，绝大多数就是拟发放给土地储备中心和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的城建贷款。 

  二是开发性金融制度安排中的缺失，将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凸显风险。以湖南省为例，今年按合同计划放贷近130亿元，实际总行给的发

放额度仅66个亿。一方面信贷资金不到位，将可能使扣收利息成为“泡影”，前五个月统计显示该行不良贷款已出现大幅增长现象；另一方面

信贷资金不到位，将产生“胡子”工程、“钓鱼”工程，工程项目不能按期投产将影响到未来贷款本金的如期归还。 

  三是本身存有缺陷的财政承诺，在本轮宏观调控中提前被列入议事日程。在开行贷款中，公路、城建等行业的贷款往往是以交通规费和

财政“兜底”作为还款保证的。财政作担保不符合《担保法》有关规定，而不少省市又存在财政透支今后财力搞城建和超能力担保的问题，使

“兜底”成为一纸“安慰函”；再加之政府换届造成的道德风险，更使“兜底”雪上加霜。在企业资金吃紧的情况下，开行必将转而请求财政偿

债，“吃饭财政”在农发行企业挂账包袱尚未甩掉 

  的情况下，面对开行的硬性“兜底”，显然会出现力不从心的现象。 

  二、宏观调控下防范开发性金融风险的思考 

  一是尽快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退出成熟行业的机制。一方面可以通过资产债券化或将部分贷款转售给商业银行持有等方式，增强开发性

金融机构的流动能力。另一方面应该按照“五个统筹”的原则，重新界定其业务范围，分散贷款行业高度集中的风险。开行“两基一支”业务范

围是1994年界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业务已向各行业不断拓展。新形势下，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国家支持重点和开发性政策金融贷

款项目的特点，对部分其他领域向开行“放行”，以防止五大行业中长期贷款潜在风险的集中爆发。 

  二是改革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进一步完善借款主体的法人治理结构。城市建设投融资要打破目前单一渠道，应有更多的空间，以真正

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土地出让，发行市政建设债券，吸引民营企业进入到公路和城建领域，打破行政企业搞城建的格

局。尤其是要改变政府官员兼职行为，真正实行自主经营，并通过引进监督机制，防止运作中的腐败行为，以此促进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改

革完善、借款人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三是对政府的负债水平进行合理限制。在有限的地方财力和高额的投资需求形成矛盾时，地方政府负债的合理性毋庸质疑，关键是政府

怎样合法、合规、合理负债。一方面，《预算法》和《担保法》的相关条款应当作相应修改，使政府负债合法化，使债权人的权益得到保

护。另一方面，要出台相关条例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量进行控制，使其不超越债务存续期间的总偿债能力的边界，防止财政超能力担保导致

的资金链条断裂，及由此引起风险向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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