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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改制影响企业相关各方利益，尤其影响银行资产的保全与增值。分析了企业改制对银行资产的积极影响、 

负面影响、直接影响、间接影响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以期防范治理企业借改制之机悬空逃废银行债务，以最 

大限度维护银行资产债权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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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加快了国有 

企业改制的步伐。企业间的购并重组，优化 

资源配置，与外来企业的竞争等方面无疑将 

发挥重要作用。但企业改制后企业的法人、 

财产关系及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往往要发 

生变化，这就必然对银行资产造成较大影 

响。事实上。不少地方也出现了企业借改制 

之机悬空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在某些地方 

改制已成为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代名词，这 

种借改制之机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扰乱了 

正常的经济秩序，损害了市场信用，危及银 

行资产的安全，造成了银行信贷质量下降。 

因此，需要通过对企业改制对银行资产的积 

极影响、负面影响、直接影响、间接影响等问 

题的探讨，提出建议和对策，以期防范治理 

企业借改制之机悬空逃废银行债务，以最大 

限度维护银行资产债权的权益。 

1 企业改制对银行资产的直接影响 

和间接影响 

企业改制的中心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其对银行资产的影响：一是改变了对金融债 

务的承担主体，即直接影响；二是导致保证 

责任的变化即间接影响。 

1．1 改制改变了金融债务的承担主体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后继续存续有两 

种类型，一类是有限责任公司，另一类是股 

份有限公司。不管哪种类型，企业改制都会 

涉及到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债务的重组、 

资产的评估与分割、甚至企业法人资格的取 

消等等。原企业有的已被注销，如兼并、合 

并、拍卖。有的虽然继续存在，但却形成了新 

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如股份制、分立。对债权 

银行来说，不论采取何种形式进行国有企业 

改制，其债务仍然要承担，但是承担债务的 

主体有了变化，变为原主体有继承关系的改 

制后的新主体。对此我国的《民法通则》、《公 

司法》等相关法规对此都做了明确规定。 

1．2 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债务转移将导致保 

证人免责 

各金融机构都非常关注改制企业对银 

行债权的直接影响，都积极采取了相应的措 

施落实保全银行债权，但企业改制的间接影 

响之一，即企业改制导致保证责任的变化对 

金融债权的影响却较少被人关注。目前，我国 

商业银行对企业发放的贷款大都是在落实银 

行债权时由于债务人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可能 

造成银行债权保证责任的免除，加大了银行 

债权资产的风险。我国《担保法》第23条规 

定：“保证期间，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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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对未经 

其同意转让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第 

24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 

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 

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 

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改制企业是需要经 

过登记而成为新的合法的法律主体，因此从 

法律意义上可以认定是债务人的变更，即债 

务的转移。因此企业改制导致的债务转移直 

接影响到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未得到保证 

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书面承诺而进行的债 

务企业改制，将导致保证人免责。 

2 企业改制对银行债权资产的影响 

对债权银行来讲，主动参与企业改制过 

程，积极支持企业进行改制，通过支持企业 

发展，盘活资产达到维护金融债权，比单纯 

地通过收贷、收息来维护金融债权更有效 

果，因此规范的企业改制对银行资产保值与 

增值具有积极影响。但是，企业改制也对银 

行资产具有负面影响。企业利用不规范的改 

制行为，造成银行债权被悬空、逃废的事实。 

企业利用不规范的改制行为逃废银行债务， 

主要是利用企业的分立、兼并、合并、租赁、 

股份制及拍卖出售过程中，通过转移或隐匿 

资产、逃避银行监督等不规范行为将银行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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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悬空，造成事实上逃废银行债权的行为。 

其中利用分立、重组、租赁、承包经营的形式 

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最多，占企业改制逃废 

银行债务的 80％以上。 

(1)利用分立重组方式潜逃。具体做法 

是：在原企业的基础上，分立若干新企业，将 

原企业的有效资产划转到新企业，把金融机 

构的债务、潜亏等包袱统统留给了原企业。 

新的企业在不承担任何债务、不背任何包袱 

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竞争，且新公司放弃债 

权行结算账户不用，在其他银行另立结算 

户，以逃避银行监督，达到悬空、逃废银行债 

务的目的。 

(2)利用租赁承包经营逃废银行债务。 

这类逃债形式有：改制企业重新组建几个新 

企业，承租原企业的全部设备，或把原企业 

的资产量划分给职工个人，把金融机构的贷 

款本息挂账悬空。 

(3)利用私自破产方式逃废银行债务。 

这类逃债形式是企业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 

利用政府参与，在不通知债权方的情况下私 

自进行破产清算。当债权方得知其破产清算 

时，其破产清算资金已分配完毕，从而造成 

债权方，尤其是金融机构的贷款本金及利息 

悬空，无法追回。 

(4)同业竞争无序，给企业以可乘之机。 

由于金融业内部存在着无序竞争的客观事 

实，部分经营困难的企业对原贷款银行实行 

不存款、不付息、不还本、不往来的“四不政 

策”，另选银行开户，进行资金结算，使原贷 

款银行收贷收息工作无法正常进行。而其他 

银行在利益驱动下，纵使这种竞争的存在， 

为客户逃避监督，搞不正当经营提供方便。 

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给企业逃废银行债 

务、欠贷欠息、骗取银行信用和资金造成了 

可乘之机。 

(5)立法滞后对银行资产的负面影响。 

由于国家在企业改制过程中，缺乏强有力的 

法律、法规约束，这就为有意利用破产、兼 

并、资产重组、参股、合资等改制企业实现逃 

废债务留下“空子”。对债务“敢借敢用敢不 

还”的思想在部分企业中普遍存在，导致了 

企业在改制过程中，不是想办法按要求建立 

现代企业 ，而是设法逃废 、悬空其所应承担 

的金融债务，达到轻装上阵的目的。改制后， 

企业名称、所有权，企业的经济性质均发生 

了变化，债务、债权关系难以确定。此外，企 

业在制定改制方案、资产评估、产权界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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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方百计阻挠最大债权人银行参与，致使银 

行失去维护债权的良机。而在现实中，信贷 

人员难以找到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保全银 

行资产的政策措施，增加了银行保全资产、 

落实担保抵押手续的难度。 

3 对策及建议 

3．1 银行要转变观念。积极支持企业改制 

目前，有些金融机构由于担心企业借改 

制逃废债务，对正常的企业改制行为持抵制 

态度，对企业改制不积极，不支持，这种态度 

也是不对的。金融机构要认清加快企业产权 

制度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制度的重要决定，是企业摆脱困境的 

必经之路，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企业如 

果不进行改制，那么企业将错失发展的良 

机，企业经营不善，银行的信贷资产也就不 

可能得到保全。因此，金融机构要积极转变 

观念，认清形势，积极支持企业进行改制，帮 

助企业摆脱困境。在支持企业的发展中，盘 

活和维护银行信贷资产。 

3．2 债权银行要主动参与企业改制过程。维 

护银行债权 

目前，由于社会信用环境不佳，许多拟 

改制企业抱有借改制之机逃废债务的侥幸 

心理，在改制过程中普遍采取回避的态度， 

一 般不会主动通知债权银行，为此，债权银 

行应当密切关注拟改制企业的动向，主动参 

与企业改制过程。一是建立改制企业档案和 

台帐，对改制企业做到心中有数；二是主动 

和拟改制企业进行沟通和联系，宣传国家对 

企业改制的政策，阐明企业改制逃废债务的 

危害，帮助和引导企业进行规范的改制；三 

是银行要积极参与企业改制全过程。参与制 

订改制方案、清产核资、评估资产、产权界定 

的全过程，防止企业在改制过程中转移、隐 

匿资产，逃废悬空银行债务。 

3I3 债权银行要制止借破产、改制之机逃废 

银行债务的行为。实行综合治理 

企业借改制之机逃废悬空银行债务的 

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信用关系．致使金融 

机构大量债权悬空，信贷资产质量下降，金 

融风险加大 ，对这种行为，债权银行要坚决 

制止，一是债权银行要加强内控制度，明确 

各级分支机构抵制和纠正企业借改制之机 

逃废金融债务的责任；二是各金融机构团结 

起来，统一行动对借改制之机逃废悬空金融 

债务的行为进行联手制裁，要严厉打击；三 

是人民银行要严格帐户管理，加大对违规开 

立帐户，违规提

用多头开户逃废银行债务；四是需要社会各 

部门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如对以改制为名 

逃债企业另立新公司，工商管理部门在企业 

注册、颁发营业执照方面，税务部门在税务 

登记证方面予以严格把关。 

(1)债权银行须及时办理和完善改制企 

业贷款及担保手续的变更。 

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债权银行须及时办 

理和完善贷款及担保手续的变更。企业分立 

或合并后，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了主体的变 

更。因此，从维护金融债权出发，要监督改制 

企业重新签订借款合同，落实金融债务，切 

实注重借款企业变更过程中担保债务的重 

新确认和认定 ，及时与新成立的企业重新签 

订担保合同．防止金融资产的无谓流失。 

(2)必须依靠当地党政部门开展维护金 

融债权工作。 

目前，各地的企业改制工作基本上都是 

在政府及主管部门的推动下进行的，有些企 

业的逃废债务行为，恰恰就是某些政府部门 

授意或默许的结果。因此，“解铃还需系铃 

人”，债权银行必须积极取得地方党委和政 

府的支持。近几年，由于人民银行积极地汇 

报、请示，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充分认识到金 

融和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 

意识不断增强，不断提高驾驭金融的水平。 

实践也证明，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对金融部门 

的支持，近几年企业借改制之机逃废银行债 

务的行为已经明显减少。 

(3)债权银行要积极利用法律武器 ，依 

法维护金融债权资产。 

对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债权银行 

利用法律武器是制裁逃废金融债权行为、化 

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债权银行要根据不 

同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诉讼、仲裁、诉讼 

保全、公正、抵押登记等手段，降低金融资产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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