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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因素分析

α 曹　芳, 丁文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与金融领域的其他改革相比,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显得有些滞后, 此间严峻的不良贷款问题明显

成为其改革进程的巨大障碍。十几年来, 各方为扫清这一障碍采取了诸多措施, 但效果并不显著。解决国有商业银

行不良贷款问题须做通盘考虑, 既要有全方位的宏观视角, 又要有行之有效的微观思路, 综合分析解决这一问题的

内外因素, 才能有效克服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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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3 月,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

首次以官方名义向外界公布了一直讳莫如深的国有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为 25. 37% [1 ] (截至 2001 年

末) , 同年 7 月, 戴相龙再次宣布国有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比率下降了 2. 25 个百分点。[2 ]由此可知, 官方

认定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约在 23% 左右。

比较而言, 一些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和评估机构认

定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则更高一些。

法国里昂证券测算为 24. 95% [3 ] , 惠普公司测算为

29. 69%。[4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数据应属低估。一是

各方在测算不良贷款比率时均没有包括已剥离到四

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 14 000 亿元不良资产, 若考

虑到这一因素,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在目前

测算基础上至少要追加 10 个百分点; 二是上述不良

贷款比率的测算是在“四级分类体制”标准下进行的

(惠普公司数据除外, 它是在“五级分类体制”标准下

测算的) , 显然, 按此标准测算的不良贷款比率与按

“五级分类体制”标准测算的不良贷款比率相比实际

上被低估了。综上考虑, 现阶段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

不良贷款比率应高于各方认定的结果。

严重偏高的不良贷款比率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一是严重影响了我国银行系统的稳定。不良贷款不

断累积的结果必然导致银行支付危机和公信危机,

最后引发整个银行系统危机。而回顾 20 世纪初期的

大危机和 20 世纪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 不难发现银

行系统危机带来的可怕后果。二是成为国有商业银

行改革的严重障碍。辩证地讲,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 不良贷款问题在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巨大

障碍的同时, 也成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不论是产权

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还是组织架构改革, 均与此

相关。三是使我国银行业在开放过程中面临严峻考

验。根据谈判商定, 中国在加入W TO 五年后将全面

放开银行业, 届时大量觊觎这一领域已久的优秀外

资银行会蜂拥而至。显然, 如果那时国有商业银行的

不良贷款率仍高居不下, 是无法面对这一冲击的。

一、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
内部因素分析

　　 (一)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

大量研究表明,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

安排存在根本性缺陷。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 这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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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度缺陷与国有商业银行的高不良贷款率存在很

强的相关性。第一, 国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唯一产权

主体的直接后果就是只能以某种法律形式授予政府

行使其终极所有权, 形成政府与国有商业银行间的

代理人与代理人关系。在这种关系下, 没有其他所有

者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坚持及对政府行为的矫正和

对抗, 国有商业银行只能被动配合政府的宏观经济

管理, 为其推动经济改革提供金融补贴和金融支持。

于是大量贷款流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 出现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安定团结贷款”, 大量诸如此类的逆

经济安排使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愈积愈多。第

二, 国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唯一产权主体所产生的

所有者虚位问题, 导致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

“内部人交易”行为。事实表明, 在对国有商业银行各

级管理者的监督形式化和弱化条件下, 管理者们普

遍缺乏贷款风险防范意识, 同时具有利用发放问题

贷款攫取自身利益的强烈冲动。结果大量存在严重

道德风险的企业和个人能轻易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取

贷款, 这些贷款构成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重要

组成部分。第三, 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所有权垄断致

使银行信用与国家信用天然结合在一起, 国家无形

中为银行提供了无限可追偿的信用担保[5 ] , 从而出

现典型的“大银行难以倒闭”[6 ]现象。这种情况下, 存

款人不会有任何顾虑和风险意识去行使自己的投票

权以监督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多年来的情况

表明, 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基本上是没有市场

监督压力的, 自然也就不存在“为了防止储户提取存

款的损失, 银行可能会降低其经营风险”[6 ]的行为,

而冒险经营与高不良贷款率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

因此, 单从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的角度考虑, 进行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也实属必然。至于怎样改革

存在各种说法, 但股份制应是较为一致的意见。四大

行股份制的最终目的不一定都要上市, 但基本过程

应是相同的。即在建立商业银行基本经营管理制度、

化解历史包袱的同时, 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为国

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然后有选择地吸收足够

量的中外民间企业、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参股以使股

权多元化, 再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1 ]经过这样

的产权制度改造, 相信国有商业银行能从相当程度

上解决现存的产权安排问题, 而由此派生的不良贷

款问题的缓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二)在产权改革前提下, 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

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形式上与

西方金融企业并无明显的区别 (党管干部这一因素

另当别论) , 但这种形式上的近似并没有相应导致经

营业绩上的近似, 仅就不良贷款率而言, 可以说是迥

异, 其关键是产权制度的安排不同。一方是产权的多

元化, 一方为产权的国家垄断, 而产权的国家垄断是

导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低效的根本原

因。这一结论可从对公司治理结构三大基本构成要

素的分析中得出。就控制权的配制和行使而言, 国家

垄断产权造成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

制”现象, 从而导致巨额不良贷款的产生。就监督机

制而言, 国家垄断产权造成对国有商业银行各级管

理者只能采取行政监督这种外部监督方式 (主要是

人民银行和上级行的监督) , 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高昂

监督成本使得这种监督效率低下, 而监督软约束下

的国有商业银行管理者自然存在各种经营上的“道

德风险”冲动, 结果之一必然是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就激励机制而言, 国家垄断产权造成国有商业银行

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弱化, 相应更倾向于采取非物质

手段的激励方式。经验表明, 这种激励手段的作用十

分有限, 相反却激励了国有商业银行各级管理者采

取各种损害本行利益的手段,“激励”自己安于其位

或谋求高升, 不良贷款的堆积自然是结果之一。

由此可见,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 在形式上不

断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而忽视产权改革这一根本所

在, 犹如给一辆没有发动机的汽车不断更新驾驶台,

结果可想而知。如果进行了产权改革, 则公司治理结

构的存在本身就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届时对其完

善则主要是使之更适应中国特色而已 (如怎样解决

党管干部这样的问题)。西方先进金融企业的优良业

绩表明, 建立在适当产权基础上的公司治理结构可

有效预防和解决不良贷款问题。

(三)重视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建设

采用组织架构主流模式的西方先进商业银行令

人羡慕的低不良贷款率, 说明组织架构与贷款质量

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这样, 在探讨解决国有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问题时, 有必要将视角在组织架构这一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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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加以停驻。

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是商业银行业务运行和管理

实施的组织形式, 涉及商业银行前中后台业务运行

的管理架构, 总行对分支机构管理的体系, 全行的市

场营销体系、风险管理体系、财务管理体系、人力资

源管理体系、行政管理体系以及技术运行和管理体

系等。概而言之, 西方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主流模式的

重要特点为: 一是突出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大

大增强了市场营销功能; 二是真正以利润为中心, 实

现集约化经营; 三是推行专业化和标准化管理, 提高

业务运行的效率与质量, 强化风险控制; 四是注重责

权利的统一。

反观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 其组织架构则存在

明显缺陷。首先, 没有真正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的原

则, 导致大量优质客户流失, 这意味着稳定负债或优

质资产的减少。其次, 总行和分行的目标不尽一致,

分行依然是利润中心, 影响了全行总体战略目标的

实现。第三, 总行的风险控制体系存在系统性缺陷,

风险控制手段落后, 中银香港的几起案例可谓明显

例证。第四, 管理跨度过大, 管理半径太宽, 管理效率

低下。第五, 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和手段落后, 缺乏

科学、有效的人才识别、储备、使用和激励机制, 大量

优秀人才外流至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从而严重影响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这些组

织架构方面的缺陷, 有的直接导致不良贷款的增加,

有的则是间接引致, 故必须对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架

构的建设予以高度关注。

西方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主流模式的成功实践应

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再造组织架构的主要借鉴, 当

然, 一定要结合中国实际。本节分析的重点在于阐明

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建设对解决其不良贷款问题

之重要意义, 至于如何借鉴及再造则属于技术性问

题, 这里不做深入探讨。

二、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

的外部因素分析

　　 (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鉴于国有企业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国家对其

倾注了过多热情, 而利用尚处于掌控中的国有商业

银行为国有企业的生存及改革提供金融补贴和支持

是最佳权宜之举。根据人民银行统计, 近几年来投入

国有企业的贷款平均占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

70% , 而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显然无法与所

获取的金融支持相称。1999 年, 国有部门在工业总

产值中所占比重仅为 28. 5% , 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中所占比重仅为 24. 3% [7 ] , 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这

种结构扭曲无情揭示了国有企业的经营困境, 也直

观反映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主要来源。国有

企业拖欠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

笔者认为具体分析这些意义不大。一个简单的逻辑

是: 大量国企存在——国有商业银行大量贷款被动

流向这些国企——大量不良贷款产生, 那么将“大量

国企存在”改为“少量国企存在”, 虽然我们不能绝对

推得“少量不良贷款产生”, 但“少量不良贷款产生”

应该是最为合乎逻辑的结果。因此, 国企改革中“抓

大放小”的方式是对的, 但力度还是有限, 应改为“抓

特大放其余”, 且步伐也应加快, 因为仅就降低国有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这一层面而言, 加快国有企业改

革也是当务之急。

(二)提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贷款效率

自 1999 年开始,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向四家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 14 000 亿元的不良贷款, 大

大降低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若假定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贷款的效率较高 (这里的较

高效率指在可接受的时间内以可承受的成本处置掉

可处置的不良贷款) , 由其接收乃至继续接收国有商

业银行的不良贷款, 则确实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

良贷款问题的捷径。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贷款的效率较低。据人民银行统

计, 截止 2002 年末, 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

置不良资产 3 014. 42 亿元 (不含政策性债转股, 下

同) , 完成收购总额的 30. 48% , 回收资产 1 013. 18

亿元, 其中回收现金 674. 82 亿元, 资产回收率和现

金回收率分别为 33. 61% 和 22. 31%。显然, 这些已

处置的基本上都是较为容易清理和相对而言质量较

好的不良贷款, 可也用了近四年时间加以解决, 那么

在既定条件下要处置掉剩余的大部分质量更差的不

良贷款, 即使假定能够处置大部分, 用时肯定要远远

超过 4 年。事实表明, 时不我待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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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解决其不良贷款问题, 在

多管齐下的同时, 提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效

率应为重要手段之一。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贷款效率较低的重

要原因为: 第一, 制度性缺陷导致经营上的模糊性。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三条规定:“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为主要经营

目标, 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保全资产”

保全的是公司自有资产还是债权资产, 没有界定清

楚,“最大限度”是多大限度, 很模糊。这种制度性缺

陷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缺乏清晰的经营目标, 同时

对其业绩也难以进行客观评价。第二, 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采取的是国有独资、官办官营的体制, 这样国有

企业固有的产权结构单一、资本金来源不足、激励约

束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弊端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在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身上。第三, 至今中国尚未出现高水平

的投资银行, 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伊始从事的

就主要是难度较大的投资银行业务, 不得不边学边

干, 在实践中摸索经验付出的巨额成本之一就是低

效率。

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应该是解

决其处置不良资产低效问题的有效途径。进行股份

制改造, 一是有利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优化产权结

构, 克服单一国有产权所固有的弊端, 同时多元投资

主体参与进来后, 还可促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

善。二是可以弥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严重匮乏的资

本金, 为其业务开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三是可大大

提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水平。

因为在吸收多元投资主体时, 可有选择地吸收一些

具有丰富处置不良资产经验的国外投资银行, 将“拿

来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

(三)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

前述分析表明, 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严重的“内部

人控制”问题, 同时缺乏起码的市场监督, 两者均导

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增加。这时, 对国有商

业银行的外部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 有效的外部监

管一方面可制约“内部人控制”行为, 另一方面在一

定程度上可解决市场监督的缺位问题。

自 1984 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独立履行中央

银行职能, 直至 2003 年 4 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成立, 此间历经多次改革, 但国有商业银行一

直处于人民银行监管之下。十几年来, 中国人民银行

初步实现了以防范和化解风险为核心的审慎性监

管, 金融法规建设不断加强, 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一

定程度上抑制了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的进一步蔓延。

但这种监管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 典型的如人民银

行实行大区行制后, 造成在不设人行分行的省、自治

区内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高于监管主体的局

面, 在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的我国, 这严重影响了人

民银行对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行为的制约。

再如, 由于人民银行分行、监管办、省会 (首府) 城市

中心支行职责划分不清, 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省会

(首府)城市分行同时接受人行省会 (首府)城市中心

支行、监管办和分行、甚至总行的监管, 这种同一机

构多头监管的最终结果是监管严重虚化, 而国有商

业银行在上收权限后其省会城市分行地位举足轻

重, 对他们外部监管的虚化加大了其“内部人控制”

风险的危害。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是解决上述

问题的制度改进, 具体成效则需等待时间验证。但两

方面的工作显然是必须要做的: 一方面是加强自身

建设, 如加紧完善内控机制, 加强监管法规建设, 大

力提高监管人员素质等; 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加大监

管力度, 借鉴国外先进监管经验, 配合国有银行体制

改革, 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列为重中之重。相信

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解决有一定作用。

(四)加强信用建设

我国现阶段的信用建设严重滞后, 无论是企业

还是消费者个人, 均普遍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观念培养。加之国家信用管

理体系不完善,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失信惩罚机制不

健全, 致使社会上的信用缺失行为盛行。这样的社会

信用环境对作为国家最重要金融中介的国有商业银

行影响甚大。由于不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 国有商业

银行缺乏努力获取资金使用者有效信息的动力, 为

不讲信用的资金使用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是大肆

提供虚假信息骗取银行信任后获取贷款, 而一个不

提供虚假信息就够不上授信条件的资金使用者的还

款能力是值得怀疑的; 二是道德风险严重的资金使

用者擅自更改议定的贷款用途去从事高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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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也意味着高失败率, 血本无归

的结果自然是欠账不还; 三是贷款到期后有支付能

力却以各种借口亦或谎言不偿还债务。尚无确切数

据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因此形成的不良贷款有多少,

考虑到国有企业借改制之机大肆逃废银行债务及一

些民营企业家靠套取银行资金发家最终因资金链断

裂而失败的典型事实, 应该不是少数。因信用风险导

致的巨额不良贷款, 一方面使国有商业银行遭受实

际损失, 另一方面又致使其出现“惜贷”心理, 结果大

量有投资价值的经济活动因得不到资金支持而终

止, 从而带来整个社会财富的损失。

由于我国正处于逐步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阶段, 信用建设中的“市场失灵”较为严重, 因此

政府必须在信用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第一, 利用强

大的宣传机制, 大力倡导社会信用意识。第二, 发挥

工商、税务、纪检、司法等部门的作用, 严厉打击逃废

债行为。第三, 出台倾斜政策做大做强几个信用评级

机构, 推广信用评级成果。第四, 加强信用法制建设,

健全国家信用管理体系, 建立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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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 side and Outside Factors of Resolv ing Ch inese

Sta te-owned Commerc ia l Banks’Bad L 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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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 ith o ther innovations in financial fields, Ch inese state2ow ned comm ercial bank s’in2

novation appears som ew hat slow moving. Severe situation of bad loan becom es the enormous obstruction in the

p rocess of innovation. D uring recen t years, w e have taken a good m any m easures to overcom e it. But the ef2

fects are no t satisfacto ry. T he author reckons it is obligato ry to survey the w ho le situation, that is, w e m ust

com bine the om ni2directional m acro visual angle and effective m icro consideration. O n ly after analysing inside

and outside facto rs of reso lving the issue, could w e conquer the h indrance.

Key words: state2ow ned comm ercial bank s; bad loan; analysis of inside and outside facto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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