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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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华强： 

基于上午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观点，我从一个基层

的角度来盘点不同的看法。一个是对当前不良贷款的判

断，我从另外的视角来谈一谈，不乐观，但是取决于一

些前提条件。第二个，我想谈一谈大家对不良贷款的管

理。这一轮不同于上一轮，上一轮谈的主要是经济体制

的转型所带来的成本。这一轮大家说，银行的管理还是

要自主。来谈一谈这两个比较大的内容： 

第一，当前账面贷款。从河北的角度，从银行大多

数样本来看，其实当前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判断主要是制

造业，当然占不良贷款的多大比重，与银行分类有关，

但是从四大行或从五大行这个角度而言，制造业出问题，

导致现在不良贷款的高趋势，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2015年末，整个银行业的贷款余额将近 90万亿，

公司类贷款差不多占到 75%，个人贷款占 22%左右，7

比 2 的比例。在不同的省份有 6 比 4的比例，但大致是

7 比 2 这样的概念。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个人贷款

占比不断上升，在法人贷款中间，制造业贷款余额差不

多占了 20%。当前不良贷款余额恰恰集中在低位。制造

业的银行贷款问题应该是当前特别高度关注的，因为中

国银行业这一轮的不良贷款跟上一轮的不良贷款爆发最

大的不同，或者是跟国外日本、美国不同的是，中国不

是房地产，但国外全部是。日本到现在为止，银行的不

良贷款仍然在挣扎，它仍然是按揭，当年抵押的房地产

价格急剧的下降，但是中国不是。比如在 2015 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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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经过审计的年报数据来说，农行的不良贷款中制造业不良贷款占比是 42%，

工行是 39.63%，建行的更高 59.63%，将近 60%。这里边制造业的不良贷款集中

在过剩产能，钢铁、煤炭、平板玻璃、造船这些排第一位。不良率第二位的是

批发零售，但是批发零售再往下细分，是钢贸、煤贸，这个还是跟过剩产能和

实体经济是挂钩的。第三位是与地方政府有关的，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所以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目前是跟实体经济密不可分的，这也是跟国外的不

良贷款最大的区别。比如河北分行的钢铁、煤炭二者之和贷款占比大约占到整

个贷款余额的三分之一，比河北的钢铁产能、煤炭产能占全国的比例是要低的。

河北的钢铁产能，出钢产量是 1.88 亿吨，占全国将近 25%，生铁 1.74亿吨，也

是占到全国 25%。这两个合起来只占全国的 1/8，所以比例是大大降低的，因此

不良贷款当前只是个表象。 

不良贷款取决于什么条件呢？实体经济是问题的关键。制造业出了大问题，

比如现在大家谈到的僵尸企业出清。僵尸企业的出清很大部分还是依赖于行政

管制。各个地方政府都应该有个僵尸企业出清的名单。僵尸企业的制造如何而

来？僵尸企业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经过上一轮不良贷款的大浪陶沙下做好

企业活下来的。僵尸企业怎么能做到僵而不倒，怎么能一直输血活下来呢？都

是政府的行为。可是现在僵尸企业出清又让地方政府来主导这件事情，我觉得

问题就特别大。 

第二，是杠杆率。李老师前面开篇谈话也提到这个问题，在经济日报上谈

到的中国去杠杆，也特别透彻。其实中国的杠杆率问题跟国外完全不一样，这

也恰恰是具有中国特色。比如说，欧洲、日本政府的杠杆率特别之高，但是企

业跟个人的杠杆率都非常之低。美国的特点是折中，政府的杠杆率高，个人的

杠杆率高，企业的杠杆率低。中国恰恰是相反的，企业的杠杆率极高，但是政

府跟个人的杠杆率都低。所以企业的杠杆率高说明中国的企业的债务成本是异

常高昂的，跟投融资等相关，这是另外一个大话题。但是就刚才所讲，企业过

剩产能的淘汰和实体经济的发展透支了未来所有能够引进的新投资，除非有大

量增加的新投资，否则依靠企业的自我积累和投资研发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

点。第二是过剩产能。如何看待过剩产能？以钢铁为例，现在都说中国有 12 亿

吨，但是中国自己能用的，有人说是 6.5 亿吨，有人说是 8 亿吨。无论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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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还是极其的高的。在河北邯郸等这些产能重地观察的时候，钢铁产能的

过剩要淘汰的时候，全部是流于形式的，地方政府也舍不得，由于投资方面也

是很大的。前几年在钢铁突飞猛进的时候都进行不下去的，所以淘汰的钢炉要

实行炸毁，实际上，好的谁也舍不得，都在进行一种经济的维持。第三，政府

督导。今年过完春节钢价急剧上涨的时候，原来停产的要迅速的恢复，这属于

政府强制性，纯粹是行政干预，由中央督导，地方落实，这没有办法。过剩产

能现在是个相对性的概念，不能说在这个特定的时点上，看到它过剩，就非得

把它炸毁掉。产能的重新上马是很需要一些时间和投资资本的，但是这是另外

一个话题。目前这种过剩产能没有形成全国一盘棋，本来在中国这种体制下应

该做到最好全国计划。比如刚才讲到的河北占比三分之一，形成产业聚集，原

材料什么的都形成了一种产业优势。那为什么不能让河北的钢铁产能保持，而

有些地方上的小钢铁，不具有竞争力的为什么不关闭？因为中国目前是按省来

划分，这个省淘汰多少个，那个省淘汰多少个。比如说河北要淘汰的钢铁可能

放到别的很多西北的省份，它就是好的产业，是有竞争力的。第四，从分析角

度看，中国淘汰产能，实行 T 字产业，就是日本之前提出的变形经济。本来变

形经济中国也是最有优势的，东部、中部不行了，往西部转移行不行？在西部

解决就业，解决当地的财政收入行不行？中国不做，而且我个人认为中国这方

面已经长期透支了。中国的 T 字转移其实已经不可能，因为中国东部、西部长

期占有的优势，靠往西部转移成本，但是只转移成本，没有转移长期的收益。

中国的高速经济成长已经 40 年了，40年已经在全世界创造了经济史上的奇迹。

原来说日本创造了 20 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是世界上的神话，而中国已经创造了 40

年的增长，所以目前这个条件下还是比较悲观的。中国现在也承认 L 型好，什

么型的判断也好，中国现在度过了一种高速增长的失败，投资回报率下降，吸

引资金不断减少，企业自身没有办法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 

第一个判断就是实体经济出了大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在长期持续存在，

会让银行的不良贷款会受到影响。第二个判断是不良贷款对房地产的影响。虽

然中国这一轮房地产没有成为不良贷款的高发地，但是不排除未来。房地产的

杠杆率极高，房地产企业对自身资金的依赖极小，这部分不再细说。第三个判

断，在银行内部的不良贷款，这一轮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我稍微做个补充。

上一轮的时候大家说到三南三北、西部、东部是好的，可是这一轮的不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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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爆发，就是因为实体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出了大问题。这一轮恰恰是东部沿海

的工行、农行、建行，比如浙江、江苏、山东、福建这些大行好行先出问题。

现在是好行加西部，比如云南、陕西、内蒙、湖北这些原来想都想不到的地区。

所以比如在河北省内部，农行内部，并不是说所有的行都出了问题，有些行的

不良率，比如廊坊很低，不到 1%。但是它什么地方坏了？比如唐山的实体经济

跟过剩产能，邯郸也是一样的。所以我的结论是，账面不良贷款率不算特别高，

不值得担心，值得担心的是潜在的不良贷款率。就是实体经济这部分，制造业、

房地产。 

还有一个主观上的原因，就是银行为什么不愿意暴露？怎么能够不暴露？

刚才王毅是从投行的角度去分析隐含的不良贷款率，从股价、市场，前提的假

设是市场能够很理性，这个银行本来就是备受欢迎的，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分散，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在银行高涨的时候，银行股很长时间就一直被低估，他说

的观点，我可能有点不同的看法。四大行改制成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银行股

的股价是低于它的净值的。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反映了一个市场对银行可能前瞻

性地反映了整个市场的风险，可能一直把银行做一个晴雨表，但是银行内部确

实做了很多的工作，从主观上把这个账面不良降到了最有可能控制的。大家刚

才观察的一个逾期跟这个不良贷款，还有就是关注类贷款跟不良贷款这两类，

还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的。尤其是银行贷款的重组，做了大量的工作。 

现在我有个整体的感觉，经过这 20 年的改革，银行业实际上又回到了原点。

这个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但是我有两个方面的观察，2004、2005年在银监会的

时候，向商业银行授信、指引，当时我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当时做的时候看到

中国的银行的实际经营和实践，简直是不可救药，所以当时拿汇丰、花旗银行

的好的做法来做参照，专门做了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当时觉得做的很多规范特

别细致，就把它作为附件放在后边，前面做原则要求。但是在实体经济出了问

题以后，经过这一轮的经济调整，商业银行尤其是各大行在实践中原来所坚持

的一些东西，现在全线丧失。比如借新还旧，改革完以后是完全不允许的，只

能是还旧借新，而且还旧还要看你的第一还款来源是不是主业的现金流，现在

这点不仅不坚持，而且还要鼓励。第二，展期和逾期。有一些企业露出了一些

苗头，出现了一些逾期的时候，不足以进入不良，这时候要迅速的给他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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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展期往往是一年。第三，有一些银行在实践中开始用到以贷收息，这个比

借新还旧更隐蔽些。还有就是担保圈、担保链，大家对它视而不见。只要担保

链不出问题，大家对担保链的企业，视而不见。还有就是民间融资，影子银行

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