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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各地放贷款 今年变成了追贷款

“2013年整个银行业新增不良贷款约1000亿元，今年前两个月新增不良贷款已逾6
00亿元。”虽然未获官方证实，但近日广泛传播的这一消息足以凸显2014年银行
业新增不良贷款的压力。

冷冰冰数字背后的压力感，对银行分支机构一线信贷人员来说更为具象。“年后一
直没休息过，往年全省各地放贷款，今年变成了追贷款。”一股份行东部省份支行
客户经理小李戏称。

2014，预期风险集中暴露的一年，“守住”不良指标恐怕是一场并不容易的攻坚战
。

一国有银行总行信贷管理部人士总结，银行不良指标的控制主要发生在两大阶段：
不良的认定和处置。

其中，不良的认定阶段，控制不良的方法包括技术手段，如调整贷款分类标准和参
数；业务手段，如贷款展期、借新还旧、贷款平移等。

不良的处置主要包括清收、重组、转让、核销等。清收如催告清收、委托清收、处
置清收、诉讼清收等；重组如减免利息、变更借款主体、调整利率期限、债权转股
权等；转让包括打包公开转让、资产证券化、结构性交易等。

“新增不良贷款额”的调整只发生在认定阶段，“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则
受两大阶段操作的影响，其中不良率还受信贷规模等分母因素影响。

不良认定调节术：转移

“建行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比银监会的更为严格，按照银监会标准还不划入不良的
，我们也按照自己的标准放进来了。”3月31日，建设银行高管在年报业绩发布会
上如此表示。

类似表述也曾出现在2013年农行半年报业绩发布会等多个场合。事实上各家银行贷
款分类的标准和参数确实存在差异。银河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黄斌辉表示，这些差别
可以根据银行财务报表，计算逾期90天以上贷款总额/不良贷款余额，或者（关注
类+不良类）/逾期贷款总额对比。一般来说，国有银行相比股份行的标准更严格些
。

除了参数不同，技术操作上，贷款分类也会出现主观或客观误差。“比如有些关注
类贷款实际已是次级了，但有时可能会延时调整分类，没有做实。”上述国有银行
人士表示，监管部门会定期开展针对贷款五级分类偏离度的检查,以摸清不良分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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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的准确、真实程度。

他因此认为，在不良的认定阶段，相比技术手段，利用业务手段控制贷款分类向下
的迁徙率，调整空间更大一些。

上述股份行客户经理小李最近碰巧正在运作类似的事儿。其操作的一家纺织企业客
户，贷款已经开始欠息，按道理担保企业有代偿义务，但担保企业近期资金也比较
紧张，正向银行申请一笔贷款，于是担保企业提出如果由其代偿利息，希望银行尽
快给他们发放贷款，并给予一定的利率优惠。

“我们正在向上级行申报，这种操作业内称贷款平移。”小李解释称。

贷款平移，主要针对担保链中一家企业出现问题导致其他担保企业资金困难的情况
，按担保企业的代偿责任金额增加相应授信额度并给予利率优惠，确保企业在承担
担保责任后仍能维持原有现金流继续经营，且信用记录不受影响。

“此类操作中，担保企业是要经筛选的。因为这一操作相当于银行代替担保企业暂
时承担了担保责任，贷款并没有实际收回，只是转移了主体，且银行还损失了部分
利息收益，因此需要审慎评估承受贷款平移企业的信用财务状况，确保未来能正常
还款。”小李向记者强调。

一秒通融资顾问对此介绍道，除了向担保企业平移，实际操作中，银行也可能引入
非担保企业暂时代偿，但这种情况下，银行往往需要承受更多的利益损失，因为新
引入企业本身与这笔贷款业务并无瓜葛，其愿意介入代偿，银行除了需要为其补充
代偿资金，一般还要新增授信或利率优惠等作为补偿。当然，银行提供补偿的前提
也同样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的还款能力。

小王是一家信托公司的信托经理，他经常操作的业务之一是为银行企业客户的借新
还旧提供短期过桥贷款。

一般情况下，银行要求企业偿还上一笔贷款，新批贷款才能发放，中间会有一个时
间差，所谓过桥贷款就是为企业提供这一时间差内的资金支持。

“为保证企业在归还贷款后还能获得新贷款，我们提供过桥贷款时必须看到新贷款
的批贷函，这是操作的关键。”小王强调。

一江浙地区银行人士告诉记者，江浙的很多地方政府，小到县镇，各类商会组织都
会成立“转贷”基金，其功能之一也是发挥上述过桥贷款的作用，但具体操作不像
金融机构那么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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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银行也有通过减免贷款利息、增加未来授信额度等手段及时收回到期贷款本
金。还有业内人士提到，资产证券化未来也应成为银行控制不良新增的手段之一。

不良处置环环相扣

不良的确认直接影响新增不良贷款总量，进而影响不良余额和不良率两大指标，而
不良的处置主要是为了减少不良贷款余额，达到降低不良率的目的。

清收、重组、转让、核销等，不良贷款的处置是一个相对连续的过程。

当贷款划入不良，银行首先做的就是千方百计清收。根据业内经验，清收包括催告
清收、联合清收、委托清收、处置清收、诉讼清收等多种方式。

一股份行支行行长介绍，催告是比较前期的工作，如果企业确实是因为资金问题出
现还款困难，银行一般会迅速成立联合维权小组，同时向法院及时申请诉前或诉讼
财产保全。进入诉讼清收、处置清收一般是尝试债务重组失败后采取的措施，企业
破产时，也会直接起诉或处置抵质押物。

当规模稍大一点的企业贷款出现不良，由于经常牵涉较多债权人，银行一般会先尝
试进行债务重组，以挽救企业减少不良。比如因为债务问题为大家熟知的联盛集团
、海鑫钢铁等。

债务重组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般需要暂时做出让步，包括减免利息、调整利
率期限等。针对个别企业，银行也会采用债权转股权、以资抵债等方式转化不良，
上述不良确认阶段讲到的贷款平移、转贷等操作也依然适用。

转让则是银行不良处置的主要手段和重要一环。由于银行贷款一般会有担保和抵押
，清收、重组之后或进行过程中，银行都有可能将债权转让。

转让包括打包公开转让、资产证券化、结构性交易等，其中又以打包转让为主，资
产证券化、结构性交易操作案例比较少见。

2008年建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建元2008-1重整资产证券化”，是首家由银
行发行的不良贷款资产证券化产品。

“结构性交易则是银行让渡部分资产所有权和收益权，这样银行可以实现资产出表
，买方负责进行清收，银行可继续保有对资产的部分收益。”一位银行投行部人士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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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实实在在的处置手段外，附带回购协议的转让也是银行操作较多的，其目
的也很显然是为了暂时调整银行不良指标。

贷款划入不良后，一般又根据一定的标准计提减值准备，从而影响银行当期损益。

最后，只有那些经过多种努力认定没有任何收回或减少的可能性，已经成为呆帐的
不良贷款，才从银行利润中进行核销。核销后，相应的贷款额度也从不良余额统计
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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