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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后，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

上涨，黄金资产再次成为热宠。

记者了解到，受美元走弱、矿山减

产、地缘政治、欧日央行施行负利率等

因素的影响，今年2月份以来黄金价

格连续上涨，纽约商业交易所（comex）

的黄金价格一度突破了1200美元/盎

司，是最近一年以来的新高。在市场

对全球经济担忧的大背景下，风险资

产价格普遍下跌，黄金的避险功能再

次凸显，成为被追逐的对象。

金矿盈利状况出现改观

2015 年，在经历了连续 3 年价格

下跌之后，国内黄金生产商迎来了 6

年来首次减产。广东省黄金协会的一

位负责人表示，从2001年至2011年黄

金价格连续飙涨了十年，黄金矿山投

资规模不断扩大。但矿山从投资到产

出一般有3—5年的时间周期，这也是

为什么金价连续下跌了三年多，黄金

还在不断增产的原因。事实上，后期

开采的一部分黄金矿山生产成本是比

较高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至2014

年，国内黄金矿产增产速度每年都在

10%以上，每克成本在210元之上。

记者了解到，国内的黄金矿分为

富矿和贫矿。富矿开采成本一般在

200元/克以下，而贫矿的开采成本较

高，约在230元/克左右。去年国内黄

金价格一度跌至每克 220 元以下，部

分矿山难以为继，纷纷关门停产。

这种状况不只出现在国内，全球

黄金矿山其实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据

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显示，2015年全

球黄金供应量同比下降4%至4258吨，

全球金矿产量增幅跌落至 2008 年以

来新低。

不过，随着2016年黄金价格的连

续反弹，矿山的盈利状况开始得到改

观，继续减产的势头得到缓解，市场开

始看好黄金价格的前景。分析人士认

为，未来黄金价格还有进一步上涨的

空间，这让一些优质的黄金生产企业

变成“香饽饽”。中金黄金、山东黄金

等股票近期表现非常强劲，而全球最

大黄金矿山企业 BARRICK GOLD

股价较2015年底已上涨愈60%，这也

反映了市场投资者对于黄金走势的乐

观。

商家或考虑增加库存

目前，国内2016年6月交割的黄

金期货价格已经接近260元/克，不少

市场人士认为这一价格水平可能会令

前期停产的部分矿山重新复工。

财经分析人士李健告诉记者，黄

金不像其他大宗商品，短期供应的增

加并不会对价格造成较大影响，近期

黄金的价格更多的还是要看金融市场

的变化。目前美国已经进入加息周

期，但市场对于这一状况的预期已经

非常充分，而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将令

美联储放缓加息的步伐。从大的环境

来看，全球的货币环境依然十分宽松，

美元走弱、矿山减产、地缘政治、欧日

央行有望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除此

之外中东、俄罗斯和朝鲜的地缘性政

治问题将贯穿2016年，黄金的避险需

求将较2015年大大增加。美国的VIX

指数显示恐慌情绪年初以来累计上涨

22.7%，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投资者

对于风险资产的厌恶，特别是当股市

不再景气之后，投资者在资产配置的

时候将会更多的考虑黄金。

不过，虽然看好黄金在2016年的

走势，但李健认为黄金难以出现像

2011年之前的牛市。毕竟美联储已经

进入加息周期，而全球的货币宽松力

度也不会像2008—2009年那么大，除

非发生较为严重的地缘性政治问题，

否则黄金反弹空间将限制在100—150

美元/盎司。

无论怎样，黄金还是暂时摆脱了3

年熊市的阴影笼罩。当市场对黄金价

格前景看好时，受影响的不只是黄金

生产企业，下游加工企业的采购模式

也随之出现了调整。

甘肃一位黄金艺术品加工企业负

责人岳先生告诉记者，由于之前黄金

价格连续下跌，在购买黄金原料时基

本采取按需采购的模式，但现在随着

黄金价格的反弹，他已经开始考虑改

变原来的策略，适当增加一些黄金原

料的库存。

随着黄金重新进入投资者的视

野，加上春节假日的因素，近期黄金销

售企业的销售开始重新火爆。记者从

北京各大黄金饰品店了解到，近期间

黄金饰品可谓“一天一个价”。尽管价

格连续上涨，但投资者的购买热情并

未受到价格影响。

在北京菜百首饰西单店挑选金饰

的张先生预备在过年期间送爱人一件

金手镯，由于时间原因耽搁了2天，比

原计划晚购买两天，每克黄金价格竟

比看的时候每克高出10元。尽管价格

上涨了，但张先生还是毫不犹豫买了

下来。“怕价格继续上涨。”张先生说。

记者在对黄金产业上下游企业的

采访中发现，尽管近期反弹趋势很明

显，但很多黄金产业链上的企业对黄

金价格波动依然很担忧。为了适应市

场的需求，也有黄金相关企业表示需

要加强风险管理，诸如套期保值等措

施也正加速进入企业管理者的视野，

这显示出当前企业抵御市场价格波动

并控制风险的能力正在加强。

伴随网贷行业迅速发展，不良资产规模也不断攀升，

这使得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成为新的投资风口。据相关

机构测算，围绕网络借贷而起的不良资产处置衍生业务链

条就已经有近百亿的市场空间。

市场空间巨大

网贷之家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网贷行业总体贷款

余额是 4394.61 亿元，而零壹财经统计数据是 4253 亿元。

选取大概中间值4300亿元测算的话，P2P平台的坏账规模

在645—860亿元。即使按照机构外部转让的下限10%—

20%来测算，围绕网络借贷而起的不良资产处置衍生业务

链条就已经有近百亿的市场空间。

原动天（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EO殷宾表示，近

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加之整个行业准入门槛低、缺

乏监管，所以网贷成为孕育不良资产与坏账的“温床”。

网贷天眼CEO田维赢表示，经济下行，不良资产呈上

升趋势。同样，网贷不良资产的规模也在逐步上升。未来

网贷不良资产的处置肯定会触网，触网后能够让网贷不良

资产的处置和效率更高，也会让不良资产原来线下的模式

信息透明化。

好贷网副总裁吴昊表示，经济增速放缓，互联网金融

进入洗牌阶段，“不良资产”成为很多企业的“香饽饽”，也

会引爆网贷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发展。

诸多问题待解

中国互联网金融青年会秘书长高震东表示，网贷不良

资产处置还有几个问题有待突破，例如处置周期、流动性、

成本折价率、处置手段灰色地带等。

共鸣科技CEO陆雨泉分析，由于不良资产地域性比

较分散，对于网贷平台来说处理成本过高，需要专业机构

进行规模化处理。

殷宾分析，对于传统催收公司来说仍存在着诸如服务

区域、业务规模受限，人工处置流程缓慢；公司分散，缺乏

与上游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个体力量有限，中小散单无法

消化；各自为政，资产管理未形成统一规范；数据库不完

善，信息匹配度不高等局限性。

“特别是一些小而分散的网贷逾期、坏账或者不良资

产等，很难找到精准合适的催收机构接单，毕竟传统催收

方式的人员和沟通成本太高了。而一般网贷机构如果自

己催收的话，则受制于自身规模和运营成本的因素，很难

在全国或者跨越国际布局处置网点和强大的催收团队。”

殷宾补充道。

田维赢认为，目前网贷不良资产都存在于P2P平台自

己手中，主要由自有的风控和催收处理，愿意披露、与资产

处理公司合作的平台较少，大大降低了不良资产的处置效

率，也造成了资产的流失。

而58同城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周世宝则认为，网贷不

良资产处置的法律界定模糊，资产清收有着不少法律盲

点，实施资产清收过程通常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响应速度缓慢、司法保全机制不

健全；从网贷平台角度来看，逾期资产的响应机制不太健

全。目前大部分平台比较重视的是贷前的审查，贷中、贷

后偏弱。另外，平台的动态预警偏差，客户借款后的动态

信息无法得知，数据源无法获得，借款客户的新增贷款和

经营数据无法掌握。而且，营销端的业务人员流动性较

大，短期利益驱动较强。”九斗鱼首席风控官陈宇光表示。

陆雨泉认为，未来网贷不良资产处置将更专业化，针

对不同类型的不良资产会给一个合理的定价，让不良资产

的价值得到更大的体现。另外针对不同的资产，如房产、

车辆、小额信贷等，都有相对应专业的资产处置公司，这些

机构也将获得长足的发展。

互联网化是趋势

吴昊分析，网贷不良资产处置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

的行业，所以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不良资产定价问题、不

良资产处置不透明、处置方式过于单一、效率低下、违规操

作、内部交易等“灰色地带”频繁出现。而当下“互联网+”

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将突破这些行业痛点，引领行业的

变革。

周世宝分析，未来网贷不良资产处置的行业将向平台

化、互联网化、多元化发展。“在不良资产处置的行业中，越

来越多的催收公司逐步认识到了风险数据的重要性，贷后

数据的整理和积累正成为行业谋求多元化的契机，将不良

资产信息转化为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行业积极探索的

方向。”周世宝补充道。

陈宇光表示，“目前随着市场变化，也出现了很多通过

O2O形式进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公司，他们承担了类似于催

收公司的整合、管理机构角色，一端对接不良资产公司，另

外一端对接各地的催收公司。”

殷宾分析，目前主要有“互联网+”模式、“+互联网”模

式、AMC（四大资管）转型模式以及信息服务模式四大类处

置网贷不良资产的方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进程

的加快，不良资产也开始借助“互联网+”衍生出一些新型

的、高效的处置渠道。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互联网+”类网贷不良资产平台

已有数十家，覆盖处置平台、催收O2O、信息搜索、网络拍

卖等多个业务领域。

近日，银监会发布2015年第4季

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我国银行业金

融机构境内外本外币资产总额为

199.3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12744亿元，较

上季末增加881亿元；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率1.67%，较上季末上升0.08个

百分点。

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引起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亦在情理之中。并且，

随着未来几年宏观经济持续下探，银

行经营环境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不良贷款还会继续攀升。

在这种压力之下，也会让不少银

行管理人员对不良贷款产生过度恐

惧和担忧，甚至有不少银行管理人员

对商业银行未来经营丧失了信心。

对此，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因为银行

各项监管指标依然在较好运行区间，

尤其是利润虽有所放缓，但商业银行

当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5926亿元，同

比增长2.43%，且商业银行平均资产

利润率、平均资本利润率仍分别为

1.10%和 14.98%。这足以显示出银

行业整体风险抵补能力基本保持稳

定。

从上述情况可看出，银行不良贷

款上升是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真实

反映，其上升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

应过于害怕。因为中国银行业依然

具有抵抗不良贷款上升的良好“消化

能力”，如果通过与资产管理公司合

作进行及时处置及实施不良资产证

券化扩围，并致力经营转型战略，仍

有度过低谷再次走向经营辉煌的潜

力。

但笔者真正担心的是，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反映数据是否真实？即是

否将所有不良贷款全部反映出来，是

否存在为掩盖风险或表现业绩，人为

地将不良贷款隐瞒不报？如果这种

情况存在，那就是商业银行经营最大

的风险隐患。

事实上，据相关消息披露，商业

银行确实存在隐瞒不良贷款现象，一

些商业银行想出各种办法腾挪，或让

问题贷款先不入账，或用创新方式处

置已成“不良”的贷款。其手段主要

有两种，一是通过做大关注类贷款、

借新还旧、贷款合同调整、资产置换

等方式藏匿不良贷款；一种是通过信

托、基金子公司、上市公司甚至资产

管理公司提供不良贷款变通通道，帮

银行将不良贷款倒出表外，使表内不

良贷款总额大幅减少。

商业银行为何不敢将不良贷款

全部反映？原因其实很简单：首先，

受上级行内部绩效考核逼迫，基层银

行不敢将真实不良贷款全部反映，甚

至对贷款五级分类流于形式，使贷款

分类存在误差；其次，怕监管部门严

厉追责，因为银监会对五级分类不

严、藏匿不良贷款等行为实施“零容

忍”，虽对银行瞒报行为起到一定震

慑作用，但又反过来加剧了隐瞒行

为；再次，为树立社会经营形象，千方

百计压低不良贷款数据，以获取股东

和存款人的信任；最后，走正常核销

途径存在条件严格、程序复杂、耗时

较长等困难，倒逼银行不良贷款悬而

未决。

如果商业银行隐瞒不良贷款行

为得不到及时、有效制止，将会带来

严重金融隐患：一方面，会加剧银行

信贷资产质量弄虚作假行为，导致信

贷宏观决策数据失真，影响货币政策

执行，会更加恶化银行信贷经营环

境。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不良贷款

被隐瞒而得不到处置，会促使整个银

行信贷资产低效运转，不利于提高信

贷 资 产 使 用 效

率，使银行支持

实体经济信贷能

力下降，且难以

推动银行整体信

贷资产优化。再

一方面，会麻痹

商业银行信贷风

险决策，使风险

暴露后移；会使

不良贷款风险越

来越高，最终引

爆系统性金融风

险。

因此，当前

无论不良贷款金

额有多大，监管

部门都应采取有

效措施督促商业

银行真实反映。

一要改变不切实

际的内部考核和

监管部门过于严

苛的问责措施，

让基层银行敢真

实、能真实反映；

二要大胆进行不

良贷款剥离，将

不良贷款打包给

四大资产管理公

司和地方资产管

理公司；三要积

极探索不良贷款证券化，提高银行通

过证券化处置不良贷款及变现融资

的能力；四要创造有利于不良贷款核

销的制度环境，简化不良贷款核销手

续，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核销成

本，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力度。

黄金再度受宠
上下游产业被“激活”

特约记者 冯锦浩

锐评

不良贷数据不真比上升更可怕
莫开伟

网贷不良资产处置
成新风口

本报记者 崔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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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享有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的债权，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应

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清偿本金及根据原借款合同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的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含罚息、复息）。

特此公告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293号 邮编：100034

联系电话：010-66511186 传真：010-6651125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2015年2月2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债务人名称

中国粮食贸易公司

北京北银新光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海南发展银行托管费

北京市华银实业开发集团

北京市华银出租汽车公司

中国华融信托投资公司

北京宣福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华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华银国际招商公司武汉经营部

吉林省吉信金晖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河北石家庄正定县酒厂

北京益康电子技术研究所

海南京丰实业发展公司

北京国利益康公司

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招待所

河北冀州烟草公司

海口中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海口万绿缘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华海融通房地产发展中心

北海银城实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中边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

北京华银国际招商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服务公司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北方智能微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张雪宝、陈增彬

京温实业有限公司

京温实业有限公司

京温实业有限公司

京温实业有限公司、中国万和控股有
限公司

京温实业有限公司、中国万和控股有
限公司

京温实业有限公司、中国万和控股有
限公司

债务本金

635,878,600.00

1,130,000.00

25,000,000.00

83,300,000.00

22,520,000.00

5,367,047.55

5,090,000.00

4,3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500,000.00

2,000,000.00

4,000,000.00

2,000,000.00

600,000.00

750,000.00

2,000,000.00

250,000.00

6,950,000.00

5,000,000.00

7,200,000.00

158,000,000.00

20,000,000.00

171,226,990.81

30,000,000.00

42,390,000.00

248,017.00

618,000,000.00

618,000,000.00

618,000,000.00

根据2012华融京资产字
第05号《资产管理服务
协议》应付未付的资产
管理服务费

根据2012华融京资产
字第05号《资产管理服
务协议》应付未付的资
产管理服务费

根据2012华融京资产
字第05号《资产管理服
务协议》应付未付的资
产管理服务费

担保人名称

中国通和经济开发中心

北京市华银出租汽车公司

北京国展宾馆

北京市华银实业开发集团

北京北机机电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万和投资有限公司

沈阳万和顺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钟涛、刘丽婷（钟涛之妻）

北京万和投资有限公司

沈阳万和顺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钟涛、刘丽婷（钟涛之妻）

担保本金

1,130,000.00

66,000,000.00

17,300,000.00

22,520,000.00

20,900,000.00

21,490,000.00

代收迁安市华丰纸业有限责任公
司、河北华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2009〕唐民初字第117号
民事裁定书）案件诉讼费垫款

618,000,000.00

618,000,000.00

618,000,000.00

根据2012华融京资产字第05号
《资产管理服务协议》应付未付的
资产管理服务费

根据2012华融京资产字第05号
《资产管理服务协议》应付未付的
资产管理服务费

根据2012华融京资产字第05号
《资产管理服务协议》应付未付的
资产管理服务费

以下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另有标注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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