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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风险管理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模型

李延喜 迟国泰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

辽宁 大连

摘 要 由于贷款风险管理中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
,

导致贷款道德风险的产生
,

加大 了银行贷款

风险
。

本文通过设置激励条件
,

构造出道德风险的防范模型
,

对干降低银行贷款风险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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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贷款风险管理是指银行对不能按照合同约定 收回贷款本息等贷款风险的全过程管理
,

具体包

括贷款风险的识别
、

界定
、

监测与控制
、

风险的转移
、

分散和补偿
〔。

。

只有加强对每一环节 的

控制
,

才能防范和化解风险
,

保证贷款的安全
。

然而 由于委托代理关系中银行 放款者 与企业 贷款者 之间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
〔 , ,

直

接影响银行的贷款风险决策
。

本文重点探讨由于信息不对称性而产生 的道德风险的防范模型
。

贷款风险管理中的道德风险

不对称信息是指风险决策中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
〔 , ,

在不对称信息

的交易 中
,

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 人
,

另一方称为委托人
,

两者构成委托代理 关系
。

在贷款风险管理中
,

企业 借款者 是资金 的使 用者
,

是不对称信息决策 中的代理 人
,

对于

借人资金 的实际投 向及其风险
、

收益水平
、

贷款的偿还概率等信息 比较了解 银行 放款者 是

资金的提供者
,

是决策中的委托人
,

对于资金投向情况及其风险
、

收益等信息不完全了解
。

在银

行与企业构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最主要的风险来 自于道德风险
‘。

。

道德风险是指在签约时信息是对称的
,

签约后 由于企业不按合同约定进行投资
、

以及获利后

不按时归还贷款本息等
,

违反合同约定而产生 的风险
。

正常贷款关系中的期望收益分析

在银行 与企业由于借贷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

企业作为代理人
,

其期望 收益函数为

“一哪 嘱加毋

。 企业选择方案 在 状态下的净收益 , 与方案 对应的分布函数 概率

企业可以选择的行动方案集 代表项 目成功的状态
,

为成功
,

为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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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 是参与约束
,

银行从贷款合 同中得到的期望收益必须大于安全收益
。

, 企业选择方案 在 状态时银行净收益 蔽 银行不发放贷款时资金的安全收益

是激励相容约束
,

即在任何条件下
,

企业可以选择任何行动
,

但是只有期望收益最大

的行动才是企业的最终选择
。

举例说明
,

某企业向银行 申请贷款拟投入某项 目
,

贷款总额 万元
,

贷款利率  
。

如

果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将贷款资金投人该项 目
,

即
,

效益好的概率
, ,

企业会取得 的

年收益 如果企业违反合 同约定变更贷款用途
,

污
,

效益好的概率 几 二厂
,

年收益率
。

当

项 目的效益差时
,

投资无法收回
,

企业无法偿还贷款的本息 银行资金的安全收益率为
。

表 企业投资收益预测表

投投资方案 投资方案 二

效效益好时项目收益益 效益好的概率率 效益好时项 目收益益 效益好的概率率

一

一
‘‘

效效益差时项目收益益 效益差的概率率 效益差时项 目收益益 效益差的概率率

一一 田田 二 一 一 的的 一

据此可 以给 出企业和银行的收益矩阵
,

企业收益矩阵为

效益好 效益差

端」
对应的概率矩阵“

比
,

扮
效益差

按照合 同

不按合同
二 ”应的概率矩阵“

,

根据期望收益函数
,

求解企业期望收益最大化
,

一

一

即

,

一哪 么 !
。

卜哪 ‘ 一 “ , 一 , , ,
,

‘’ 一 “ ‘一 ,
‘

, ,

哪 夕一
,

夕
‘

一

银行的期望 收益应该满足 约束条件
,

即

满足 夕一
,

尸
‘
一

得出不等式组 ’‘

沙
一

塑全 解得 。 
,

,
了

。 , ,
, , 。

。
,

〕

史 一
’

当厂 时
,

企业的收益最大
,

为 万元
,

或 ’
,

银行 的收益为 万元
。

从中可以看出
,

当企业变更贷款合 同而将资金投资于其他项 目
,

使企业和银行的收益达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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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
。

也就是 当企 业违背与银行建立的贷款委托代理关系时
,

企业的收益最大化
,

但是对于银行

来说
,

同样是获得 万元的收益
,

但却要承担较大的风险
,

因此必须采 取措施来 防范企业的

违约
。

负激励条件对道德风险的防范

在委托代理关系 中
,

对于企业选择的行动和 自然状态银行无法直接观测
,

只能观测到行动和

状态所决定的结果
。

为了防范企业违约而产生 的道德风险
,

银行不能直接改变企业的行动方案
,

只有通过设计一个负激励条件来迫使企业从自身利益 出发选择对银行有利的行动方案
,

从而防止

道德风险
。

在实际贷款业务中
,

道德风险的存在使贷款决策具有较大的风险性
,

负激励条件可以

改变贷款者对投资项 目的选择
,

从而减少道德风险
。

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

银行只能通过负激励条件 咖 诱使企业选择银行希望 的行动
。

因此对

于银行来说主要 问题是
,

选择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 的负激励条件 恤 以使 自己 的期望

收益最大化
。

按照上例
,

假设银行采用负激励条件
,

当企业违约时进行罚款 万元的处罚
,

即 幻
,

则企业的收益函数及矩阵变为

一娜 暇, 一 “
冲毋

按照合同

不按合同

效益好 效益差

一

 一 一

对应 的概率矩阵为
巨

一

,
一 」

相应 的约束条件变为

·

‘
·

, 吧 么恤
。十 “ , 分妻丽

。 ,髻
“。一 “ “

, ,
‘。

署
, 。一 “

,”。

将上述数据代人函数中
,

得出企业的期望收益为

夕一
,

尸一

银行的收益矩阵变为

效益好

按照合同

不按合同

对应的概率矩
 巨

一

,
一 」

银行的期望收益约束函数为由公式  得

即  
尸一

,

厂一

当 和 厂 时
,

企业的收益都 为 万元
,

而且还承担违约罚款
,

因此企 业从理性 出发
,

一般不会选择违约项 目
。

当企业违约时
,

银行要承担 巨大的贷款风险
,

但是其获得的最大期望收

益为 万元
,

高出正常期望收益 万元 即 劝
,

对风险的进行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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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道德风险的一般负激励模型

由于企 业在实际投资中有多种违约方案可供选择
,

因此要求银行采取的负激励条件具有连续

性
,

针对不同的违约方案设置相应的负激励条件
,

我们在这 里给 出防范道德风险的一般负激励

模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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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求解上述多 目标线性规划模型的最优解
,

得出银行的最佳负激励条件
,

从而对贷款

风险管理 中企业违约的道德风险进行控制
,

防治贷款风险的产生
,

使借贷双方的期望收益最大
。

结束语

信息不对称性 的道德风险对于银行贷款管理具有较大的影响
,

促使银行必须注意防范道德 风

险
,

保证贷款 的安全
,

并获得最大 的期望 收益
。

由于银行采取负激励条件可以引导企业的投资方

向
,

从而 防范企业违规产生的道德风险
,

同时激励条件可以帮助银行建立风险补偿
。

因此银行在

信贷决策时应该注意选择负激励条件约束企业投资行为
,

在实际实施 中要注意同激励条件的有效

性
,

以及激励成本 的合理性
,

从而合理防范贷款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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