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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趋势与风

险管理专题研讨会 

 

黄剑辉： 

特别高兴能够参加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此次会议,

同时也祝贺实验室成立。为此次会议专门准备了一个

ppt，简单给大家汇报一下。一共分 4个部分: 

第一,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现状分析。 

从国际对比来看，从 2001 年到 2012年中国银行业

的不良贷款率呈快速下降的趋势。从更远一点看，其后

这两年是一个攀升的态势。把中、德、日、美从 2004

年以来趋势的演变做了一个分析。从系统重要性银行同

业对比来看，这张图把我们国家的主要银行跟世界主要

的大型银行进行了对比分析。2016 年一季度大型商业

银行不良率只有 1.72%，拨备覆盖率是 162.6%。 

长期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仍处于低位。

2003-2008 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从 17.9%降到了

2.4%。下降了 15.5个百分点。2009 年至今，不良率基

本保持在 2%附近。但是，2013年以来上升至 2016年上

半年的 1.81%。正如前面几位专家所说关注类贷款和信

用成本是迅速上升的趋势。关注类贷款占比已经从

2014年 3 月的 2.5%上升至 2016 年 3 月的 4.01%。主要

行业分布是在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制造

业及采矿业这四个领域。图中 3%以上就是不良率的行

业分布。从个人不良贷款来看，呈现分化的态势。目前

按揭贷款是一个重要的稳定器。不良贷款的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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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福建、内蒙、云南、广西这些地区不良率的上升态势比

较明显，区域特点也很突出。 

第二，我国实际或潜在不良贷款量化分析。 

用隐含不良率计算方法 EBITDA来计算实际不良率。用 EBITDA 计算的隐含

不良率在 2015 年底为 4.6%，这不是一个模糊的感觉，是具体测算出来，如果用

经营现金流法（OPCF）计算的不良率就比较高了，个人感觉此方法有高估的成

分。实际不良率可能在 3%-5%，与实际调研情况相吻合。还存在结构性的问题，

不同类型企业来看，大型企业面上看不良率是比较低。主要原因是跟我们国家

的某种信用风险有关。世界银行测算：“在险债务”高但风险可控。“在险债

务”已高达上市企业债务的 14%。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衡量，风险仍然是可控

的。 

第三，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演化趋势研判。 

从趋势研判来看，地方债务不断增加；企业的高杠杆难以维系；民间投资

增速下滑。在经济下行情况下，对银行资产质量会构成显著的压力。从央行做

的压力测试来看，表明经济下滑会导致不良率明显上升。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会

对行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资产价格下降会对房地产风险形成很明显的影响。

地产风险，刚才李老师前面也提过，地产风险的传导需要高度重视，因为影响

的整个链条会很长。 

第四，政策建议。 

我思考了几个方面：宏观层面，要保持经济增速平稳。有不少学者说经济

下行没有关系，还有利于结构调整。这种观点更侧重局部层面，没有从更广、

更全面的观点来看。右图很清晰的演示了不同的 GDP增速对不良贷款比率的影

响，如果降到 5%以后，不良率有明显的攀升，这两个有明显的相关性，不是增

速可以无限地往下降。 

同时还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只有实体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不断

的优化，我们金融机构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主体，它的结构才能改善，这两个

是密切相关的，不是靠自身来调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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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当局、央行和银监会的角度，我们认为是需要维持低利率的金融环境，

并做好风险隔离。因为低利率环境大大延长债务的可持续性，利率维持很高的

话，会使链条中断。 

要做好风险隔离，防止风险溢价大起大落。商业银行自身应多渠道化解存

量不良压力。包括四方面：拨备计提的力度要适当的提高；大力发展多层次资

本市场推动股权融资，降低杠杆；尊重市场规律，避免运动式行为，正视不良

化解的长期性；推进“债转股”等创新，必须基于法治化、市场化。 

以上是从商业银行对外管理的角度。从商业银行内部角度来看，要构建更

加全面的风险防控体系。站在国家的层面上，研究系统性的管控问题，我最近

组织部下一起研讨了一下，体会很深。过去巴塞尔协议Ⅱ或巴塞尔协议Ⅲ看上

去很神秘，实际上说是全面风险管理，但是实际上非常不全面。它的管控方式

基本上是顺周期或逆周期也好，都是正常的，就像我们今天开会，外部没有洪

水，也没有地震的时候，那种模式，巴塞尔协议Ⅲ也是可以的。但是来了地震

或洪水以后，那些方式，就像 98 年的那场危机，29 年的大萧条，08年的那场

危机，用巴塞尔协议Ⅲ的框架就不足以破解。这也是最近几年欧、美、日银行

出问题的原因，如何来破解呢？就要从宏观预测的角度，把地震、洪水等也要

纳入到一定的考量中。这两天邢台水库出了一些事故，就是说必须要一些部门

预警，让底下的银行早一点来搬现，以这种思路来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