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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浩俊：滥发信用卡的后果到底应由谁来承担？

  

据媒体报道，时隔八年，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破冰重启。26日，备受关注的两只入
池资产分别为对公贷款和零售贷款的不良资产证券化(ABS)产品发行。其中，入池
资产为零售贷款的全球首单信用卡不良ABS招行“和萃一期”，以3.0%的发行利率
，获得优先档2.28倍认购。

根据招行发布的公告，其不良资产证券化定名为和萃，基础资产涉及60007户借款
人，全部未偿贷款本息总额为20.976975亿元，本金约为15亿元，预计回收金额为
29684.33万元。而和萃一期的招股说明书则显示，发行金额分别为1.88亿元和0.45
亿元。也就是说，20多亿元的本息，将以不到2.33亿的价格出售。

虽然说银行不良资产以低价格出售，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曾经出现过，当时的债
转股，就是通过低价出售不良资产，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而采用不良资产证券
化的方式，则在2006年也由建设银行试行过。但是，那一切都是对“公”，是处理
企业的不良贷款，象招行这样将“对私”作为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在全球也是首次
。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单纯从不良资产处置本身来说，无论是“公”产还是“私”产
，都应当属于此项工作的业务范围，都是可以这样做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可能
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所谓的银行卡不良资产，除持卡人的信用存在问题之外，
银行在推广和办理银行卡过程中，不规范、不谨慎、不按程序办理，滥发乱发，是
不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呢？要知道，长期以来
，几乎所有银行都把发行银行卡作为金融管理工作的“重头戏”，都制定了很高的
发卡目标，给每位员工下达了发卡任务。正是因为发卡的目标过高、任务过重，也
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向信用等级不高、信用意识不强的人发行信用卡，最终，信用
卡的不良资产也就地出现了。

事实也是如此，在没有对持卡人的信用做出客观评价，没有对其信用状况进行了解
的情况下，就为了任务，对其发放信用卡，对其实施信用授权，且往往不是一张卡
，而是一人多卡，又怎么可能不出现信用卡风险呢。为什么围绕信用卡的各种诈骗
案件越来越多，说到底，也与这些年来银行的不规范发卡行为有关，与银行卡的发
行、使用、监管失控有关。如果银行的发卡行为规范些，滥发银行卡的现象不如此
严重，很多案件是可以避免的，也不会一家银行就出现高达15亿本金的信用卡不良
资产。

以低价出售的方式处置信用卡不良资产，确实是解决信用卡不良资产的一种手段，
银行也是有这方面的消化能力的。值得引起重视的是，银行让自己不规范行为造成
的损失，让全社会来承担、全员来买单，可能就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了。因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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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银行用的是自身利润来消化的，而不是财政资金。可是，银行的利润，也
是企业和居民创造的，是这些年来银行通过不断地提高融资成本带来的。如果没有
这么多的不规范行为，如果银行的不良资产少一些，如果将这些损失让利给企业和
居民，其对经济稳定、市场繁荣、消费扩大将起到多大的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对银行信用卡，包括其他信贷资金出现的不良资产，除了积极帮助
其消化和防范风险之外，也要对产生的原因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特别是信用卡，
这些不良资产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出现一家银行有这么多信用卡失信的现
象，其在发行过程中到底存在多少不规范现象、滥发现象、乱发现象。如果不把问
题的根源找到，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防范，今后类似问题会更加严重。到头来
，不仅会给其他消费者带来严重伤害，也会使金融风险不断积聚。

  热门文章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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