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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信用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曾刚

 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与实体

经济的下行及结构调整相对应，银行业的信用风险开始持

续上升。2017 年之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信用风险稳中有降，而以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

行信用风险还在持续上升。

 目前，影响中小银行信用风险主要因素包括所在区域的经

济运行状况、监管政策，以及中小银行自身经营理念、自

身风险管理能力、风险处置能力等。

 为化解中小银行信用风险，需要打造其核心能力。一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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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主业，及时调整经营发展理念，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可

持续发展模式；二是实行精细化管理，准确辨识风险所在，

并实现有效的分类管理；三是加强内部协调与外部合作，

提升信用风险处置能力。

2009 年以后，中国的债务水平持续攀升，尤其是企业部

门的财务杠杆，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速。但与此同时，实体

经济的增长则从 2012 年以后持续下滑。债务不断累积，对

应的却是投资回报逐步降低，企业的利润难以产生足够的现

金回流以覆盖融资成本，导致企业的偿债压力开始增大，对

银行而言，这意味着信用风险的持续上升。

一、中小银行信用风险的现状

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

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与实

体经济的下行及结构调整相对应，银行业的信用风险也从

2011 年第四季度开始持续上升，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出现

“双升”，并一直持续至今。截至 2019 年第二季度末，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总额达 2.24 万亿元，接近 2011 年末数据的 6

倍，不良贷款率 1.8%，较 2011 年末上升了 0.81 个百分点。

从增速上看，银行业整体信用风险在 2017 年之后趋于

平稳，但不同类型银行之间的分化日益明显。自 2017 年以

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信用风险稳中有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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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出现了小幅的“双降”，后者则

“一升一降”，不良贷款余额小幅上升，但不良贷款率出现

了下降。而与此同时，以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

信用风险还在持续上升。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从 2016 年末的

1.48%上升至 2019 年 6 月末的 2.3%，上升了 85 个基点（BP），

同期不良贷款余额则从 1498 亿元上升到 3771 亿元，上升了

一倍有余；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从 2016 年末的 2.49%上升至

2019 年 6 月末的 3.95%，并曾在 2018 年中达到 4.29%，同期

不良贷款余额则从 2349 亿元大幅上升至 5866 亿元。

二、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信用风险挑战

一是受所在区域的经济运行状况影响。本轮银行业的信

用风险上升主要源自于实体经济增速的下行和经济结构调

整，风险暴露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域和行业特征，主要集中于

产能过剩行业以及这些行业相对聚集的区域。从上市银行的

数据看，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率 9.75%）、制造业（不良贷

款率 4.8%）和住宿餐饮（不良贷款率 2.93%）是信用风险相

对突出的几个行业。中小银行业务开展的地域范围相对狭

窄，如果区域经济调整剧烈，必然造成银行信用风险的上升。

目前，中小银行内部的信用风险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分化。

结构调整较大、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区域，中小银行信用风险

较为突出；而实体经济运行良好的地区，中小银行的运行状

况则相对较好，信用风险已显著改善，部分银行已出现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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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和不良贷款率的“双降”。

二是受中小银行自身经营理念的影响。在实体经济持续

下行的同时，部分中小银行仍抱有“规模至上”的发展理念，

在实践中脱离自身的管控能力，盲目扩张异地业务。更有少

数银行出于对短期利益的追求，利用同业理财等“影子银行”

业务来规避监管、扩张规模，“金融空转”“脱实向虚”愈演

愈烈，埋下诸多隐患。2019 年以来的几起中小银行风险事件

就是这些机构之前脱离外部环境和自身能力约束，盲目追求

规模和利润增长所造成的结果。

三是受监管政策的影响。为引导银行充分暴露信用风

险，推动存量风险的处置，银保监会于 2017 年出台了《关

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明确要求

银行将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划入不良，并对银行拨备覆盖率

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在监管的有力推动下，截至 2018

年末，大部分银行已经按照要求压缩了逾贷比（逾期 90 天

贷款占不良贷款比例），银行机构逾贷已降至 90%以内。对于

中小银行而言，早期的信用风险暴露数据不真实，实际不良

贷款要远高于账面数据，导致逾贷比大大超过了监管的要

求。也正因此，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数据从 2017 年之后

开始显著上升。需要指出的是，监管强化导致中小银行不良

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大幅上升，并不意味着银行实际风险

的增加，而是让存量风险更为充分地暴露，推动中小银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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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存量风险的处置。

四是受中小银行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的影响。控制信用风

险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从源头上控制不良贷款的形成。近年

来，随着管理精细化以及风控系统的逐步完善，国有大型银

行和股份制银行信用风险的生成已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

但以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主的中小银行，在信贷风险管理方面

仍存在诸多不足。例如，缺乏对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和区域产

业结构调整的研究，无法制定有效的信贷政策以防止系统性

信用风险；内部管理薄弱，“重抵押、轻管理”，对信贷管理

体系和风险处置流程建设的投入不足；客户信用风险评级系

统不健全，对客户的风险评级大多参考客户经理的主观判

断，由此带来了诸多风险隐患。

五是受中小银行风险处置能力的制约。除防范风险的生

成外，存量风险的及时有效处置也是降低信用风险的重要途

径。在过去几年中，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信用风险平

稳向好，很大程度上也与其加大了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有关。

在实践中，银行处置不良贷款主要有核销、转让、重组以及

自主清收等方式。大型银行凭借自身能力的优势，积极探索

体制机制的创新，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

和高效的模式。而绝大多数中小银行由于理念陈旧和能力缺

乏，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瓶颈，内部处置速

度慢、流程长，往往会贻误最佳的处置时机，导致最终的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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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本金损失率较大。缺乏消化存量不良资产的能力，也是中

小银行信用风险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打造核心能力，化解中小银行信用风险

聚焦主业，回归本源。金融是经营风险的行业，换言之，

风险其实是银行经营管理的结果。因此，要从源头上实现对

金融风险的合理有效管控，银行就必须树立稳健、可持续的

经营理念。2012 年以来，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出于对短

期利益的追求，在自身经营理念的树立上存在一定误区，导

致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频频暴露。在当前回归主业、支持

实体经济的大背景下，银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顺应经

济、金融形势，及时调整经营发展理念，从规模至上转向质

量至上，健全资本约束机制，制约风险资产的过快扩张。同

时，还应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可持续发

展模式。

精细化管理，控制信用风险。预计随着经济下行和结构

调整的持续，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仍将存在，并成为银

行信用风险最主要的来源。针对这类信用风险，银行需要做

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客户分类管理，优化行业客

户结构。对于产能过剩行业客户，银行应根据自身行业政策

标准和客户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和夯实客户分类名单，加强

对客户分类管理相关工作的监控和检查。同时实现对产能过

剩行业的精细化分类，准确辨识风险所在，实现风险的有效

分类管理。二是做好行业信贷限额管理，控制行业总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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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防范产能过剩行业相关行业风险。在产能过剩行业风险

开始出现后，银行应当及时关注产能过剩行业的相关行业，

及时采取增补抵押担保、总量控制和各种风险缓释措施，对

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上下游行业采取压缩融资等方式，实现

有序退出，合理控制风险。四是关注产业政策的变动。产能

过剩行业受政策变动的影响较大，银行应当及时跟踪产业政

策，对政策所针对的行业和企业尽快采用压缩、转让、控制

等措施防控风险。

加强内部协调，提升信用风险处置能力。信用风险的管

理包括从授信到不良贷款处置的全部过程，其间会涉及不同

的业务条线、不同的业务部门。要提升管理效率，中小银行

在内部管理上的提升核心能力的建设就必不可少。首先，进

一步提升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定位。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背景下，信用风险已成为中小银行业务经营的约束和短

板。不良资产处置不仅有稳定资产质量的重要作用，在创造

利润、释放拨备资源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中小银行

要在强力遏制不良贷款增量的同时，将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作

为风险管控工作的重中之重，统一思想认识，增强不良资产

处置队伍配置，优化考核激励机制，确保实现资产质量管控

目标。其次，强化银行内部协同。积极协调资产处置、风险

管理、信贷管理、授信执行、法律合规以及前台客户部门，

建立前后台协同互补、部门间联动合作的风险处置机制。第

三，建立团队合作机制，共同化解复杂客户信用风险。对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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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重点管理名单的大额不良贷款，应组建一个专门的处置团

队，团队成员由前中后台各部门人员共同组成。在确保信息

传递通畅的基础上，各司其职、各展其长、团结协作、密切

配合，共同化解大额不良贷款风险，更好地提高处置成效。

第四，加强与外部机构的合作，积极探索不良资产处置的新

渠道。一是加强与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业服务商的合

作，创新交易模式和交易结构；二是探索运用“互联网+”

模式处置抵债资产（如阿里拍卖平台等），提高处置透明度，

提升处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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