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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不良贷 2014 报告

4月 18 日，华夏银行发布年报显示，受局部区域风险、行业风险的持

续显现及积聚影响， 华夏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较期初出现了“双

升”。 截至 2013 年年末， 该行不良贷款总额 74.43 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

11.04亿元，增长 17.42%；不良贷款率 0.90%，较上年末增长 0.02％。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华夏银行按行业划分，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因总体贷款规模偏小,不良贷款率较高达 2.05%；而受区域及行业风险

因素影响,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资产质量压力较大，不良率分别为 2.02%

和 1.64%。 另外，华东地区不良贷款超过全行平均比例,达到 1.46%。

“华夏银行加快问题资产清收处置的方式包括清收，即以现金、银行

存款收回不良贷款本息。通过推进信用风险统筹管理，强化授信尽职调查

与内外部检查问题整改,清收化解问题贷款，”华夏银行内部人士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包括转贷化解和以资抵债等

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华夏银行通过创新开发转贷“年审制”产品来降低企

业转贷风险和成本，即贷款到期前 1 个月对小企业进行审核，对通过年审

的企业，无需签订新的借款合同即自动进入下一年的贷款周期。

在 2014年经营目标中，华夏银行计划年末不良贷款率控制在 1%以内。

2013年，农业银行的不良率为 1.22%，较年初下降 0.11%，不良率居四

大行之首。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农行的不良贷款行业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

零售业， 而这两部分的不良贷款分别较上年末增加 71.10 亿元、6.07 亿

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 72.2%。

分区域来看，年报显示，农行在环渤海地区的不良率为 1.33%，而长三

角地区的不良率为 1.09%，珠三角地区为 1.22%，中部地区的不良贷款略

有上升，较年初上涨了 0.06个百分点至 1.57%。

2013 年，农行将不良贷款打包转让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共 6 个包，

合计 41 亿元，收回比例为 35%。

“现在来看，打包转让不良贷款的方式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大

银行来说，打包不良贷款给资产公司肯定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农行风险

管理总监宋先平说，除了打包给资产管理公司外，农行还有其他几个途径来

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一是立足现金清收，即自己收；二是按照财政部的要求

去核销；三是对于小额的、比较复杂的诉讼关系，可以打包委托处理。

宋先平预计，2014 年农行仍面临不良贷款上升的压力，“不良贷款可

能会有小幅增加，不良率应可基本平稳，农行有充足的拨备，有足够的财

力资源来吸收风险，今年风险整体可控。 ”

浦发银行 2013年年报显示， 该行不良贷款率为 0.74%， 较年初增加

0.16个百分点。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浦发银行制造业和零售业贷款不良率远高

于整体水平，分别达到 1.65%、1.36%，其不良贷款余额为 130.61亿元。

浦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行不良贷款集中的行业主要在制造业

和批发零售业，这两个行业的不良贷款占到该行不良贷款的 91%左右。 地

域分布上则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

据记者了解，作为浦发银行不良贷款主要集中的江浙一带，中小企业

众多，经济较为活跃，企业融资需求和杠杆比例都较大，受国内外需求疲

软影响， 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地区小微企业普遍出现订单下降、 成本上

升、利润下滑等问题，企业资金较为紧张。

而在廖永新看来， 制造业和零售业之所以成为包括浦发银行在内多

个银行不良贷款“高地”，与其在信贷资金投放过程中的不良行为和经营

思维相关。

“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实体企业，破产对金融市

场影响有限。 银行大多让其自生自灭，因此制造业比房地产开发企业更容

易在‘数据’上形成不良贷款。 ”廖永新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而在处理不良贷款方面，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浦发把在长江三角

洲地区的部分不

良资产出售给了

一家资产管理公

司， 数额达到 20

亿—30 亿元。 另

外，浦发长江三角

洲部分地区还增

加数十亿元保险

协议存款的额度，

协议存款是

为了增加部

分地区良性

贷款业务拓

展。 这也

是降低不

良率的一

种途径。

本报记者 王莹

平安银行年报显示，该行不良贷款余额 75.41 亿元,较年初增加 6.75

亿元,增幅 9.83%;不良率为 0.89%, 较年初下降 0.06 个百分点，其中，不良

贷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商业,占不良贷款总额的 63%。

据了解，平安银行不良贷款多来自华东地区的中小微企业,因此 2011

年经济走弱以来,资产质量风险较早暴露。

对于该行对不良贷款的处理方式，平安银行内部人士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行已成立资产监控部，对贷后风险监控、不良资产

清收处置、问题资产管理、放款制度完善等工作进行专业管理。同时，该行下

设华东资产保全中心，集中重点处置华东地区问题资产。 此外，银行还建立

了问题授信优化管理机制,加快问题授信优化进度，防范形成不良贷款。

平安银行年报显示，该行全年清收不良资产总额 30.75 亿元，其中信

贷资产(贷款本金)28.21 亿元。 收回的贷款本金中，已核销贷款 3.91 亿元，

未核销不良贷款 24.30 亿元；收回额中 89%为现金收回，其余为以物抵债

等方式收回。

工行去年不良贷款金额及不良贷款率出现双升。 年报显示，截至去

年末， 工行不良贷款余额 936.89 亿元， 增加 191.14 亿元， 不良率为

0.94%，比年初上升 0.09％。

据知情人士透露， 工行的不良回升除了与国内整体的经济环境有

关，也与工行特有的信贷结构相关。 2013 年工行一直在进行信贷结构调

整，有意识加大了对小微企业、个人经营贷款的控制。 虽然上述业务收

益较高，但是由于这些企业抗风险能力较低，尤其处在产业链末端的小

微企业对工行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2013 年全年，小微企业、个人经营贷款增加的不良占到工行全部贷

款的 85%左右。

“分行业看，工行 2013 年不良贷款主要是制造业与批发零售业，其

他行业还是比较稳定，没有大规模不良贷款出现。 ”工行行长易会满表

示。

业内人士分析称， 批发和零售业不良贷款的增加是受宏观经济影

响，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下行，部分批发领域企业资金紧张，零售企业收

入和利润下滑； 而制造业不良贷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受国内投资出口

增速趋缓以及产能过剩压力增大， 市场需求下滑等因素影响， 金属制

品、电气机械、纺织等行业运行压力加大。

“对于产能过剩行业和受经济波动较大的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贷

款， 工行的做法是引入市场化的并购重组机制， 即支持企业的兼并重

组，助推整合一批产能，从而盘活不良资产；同时，创新信贷方式，开展

并购贷款业务，合理确定并购贷款利率，并购贷款期限可延长至 7 年，

在促进行业和企业健康发展中防控和化解风险， 同时多渠道处置不良

贷款，保证资产质量。 ”工行信用卡部内部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

“与此同时，对法人客户不良贷款逐户研究分析，加大了对所有不

良贷款的排查力度，认真筛选拟核销项目，”上述内部人士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同时，加强与法院的联系沟通，积极推进处置项目的诉讼

执行工作，推动诉讼案件的进程。

据了解，2013 年，工行通过上述方式打包处置了 140 亿元左右的不

良贷款，回收比例在 30%—40%之间。

王利博制图

交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曾断言，由于经济增速放缓，接下来银

行的不良率恐怕将超过 1%。如其所言，该行 2013年报显示不良贷款率为

1.05%,较年初上升 0.13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 2013 年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上升,主要因素是钢贸贷款

的集中向下迁移，即钢贸贷款从正常划入不良贷款的量和比例在增加。 ”

交通银行内部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据了解，由于近年来钢铁业供大于求、市场低迷，使得钢贸业的景气

度也明显下滑，钢贸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

《中国企业报》记者致电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该行

总行已成立了钢贸相关的工作小组，指导各个地区钢贸不良贷款的处理，

此外，由于钢贸贷款多在江苏浙江等省的分行下发，具体业务数据总行会

更清楚。

而当记者将电话转接至总行时，对方并不予以应答。

据了解，交行涉及的钢贸贷款并没有特别大规模的企业。

“总量不少单量不多，交行的钢贸贷款属于零售信贷，量都不太大。 单

个规模小、总量大的钢贸贷款正属于交行着力发展的‘中小企业贷款’领

域。 ”业内知情人士廖永新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交通银行为了维持较低的不良贷款率，已经加快了不良资产

处置进度。 截至 2013 年末,交通银行化解钢贸风险贷款 100 多亿元,其余

贷款已根据风险状况相应提足了拨备。

“对不良贷款,交行主要通过催收和重组正常贷款和逾期贷款 、执行

处置抵质押物或向担保方追索 、诉讼或仲裁 、按监管规定核销等方式对

不良贷款进行管理,尽可能降低遭受的信用风险损失程度。”交行内部人士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重组包括延长还款时间、批准外部管理计划以及修改及延长

支付。 重组后,原先逾期的客户回复至正常状态与其他相似客户一同管理。

而对于交行来说，今年不良贷的化解更多了新的渠道。 今年 1月初，

国家财政部发布了新版《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放宽了中小企业

贷款核销条件。 有专家表示，巨额的不良钢贸贷款在 2014年还将迎来更

好的核销时机。

不良贷集中领域：小规模钢贸企业

铲除办法：重组正常贷款及逾期贷款

交通银行

不良贷集中领域：制造业、批发及零售业

铲除办法：打包转让和现金清收

农业银行

不良贷集中领域：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

铲除办法：并购重组和创新信贷

工商银行

不良贷集中领域：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

铲除办法：清收化解与创新开发转贷产品

华夏银行

不良贷集中领域：制造业和商业

铲除办法：设华东资产保全中心处置问题资产

平安银行

不良贷集中领域：制造业及批零业

铲除办法：出售不良资产

浦发银行

随着上市银行密集披露年报， 不良贷款再次引发业界

担忧。

截至 4 月 18 日， 已经公布的 13 家上市银行新增不良

贷款总额达到 774.04 亿元，较 2012 年新增的 310.3 亿元增

加了 463.74亿元，同比增幅达到 149.45%。

对于银行不良贷款问题， 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

祚认为，尽管不良率尚在低位，但是不良贷款余额非常大，

银行资产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据了解，银监会日前也已接

连发文，要求银行加强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控”管理，严

禁违规放贷。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潜在威胁仍

然不减的不良贷款，上市银行已经全力以赴，掀起了一场铲

除不良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