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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
处置方式、面临的问题及应对建议

张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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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国内外诸多复杂因素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居民消费预期转弱，众多房企资金紧张引发上下游产业

链经营陷入困境，增加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管理难度。不良资产对商业银行正常资金运转造成较大影响，对我

国金融业整体健康发展构成一定挑战。据此，本文综观国内外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实践经验，立足国情，总结分析了我

国不良资产处置方式、面临的问题及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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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f ected by many complex factor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China’s macroeconomic fl uctuations and 
weakened consumer expectations have led to a shortage of funds for many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leading to diffi  culties i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al chain operations, and increasing the diffi  culty of manag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for commercial banks 
and other fi nancial institutions. Non-performing assets have a signifi cant impact on the normal capital oper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posing a certain challenge to the overall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 nancial industr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takes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non-performing assets disposal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mercial banks, and 
based on the national situation,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disposal methods, problems faced, an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non-performing asse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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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式

不良资产是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经营活动中出现

的逾期贷款、呆滞、呆账贷款的总称。无论传统金融还是

现代金融，金融活动与不良资产相伴相生。据统计，截至

2022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3.8万亿元，较年

初增加169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7%；银行业累计处置不

良资产3.1万亿元。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分为传统和

新型两类处置方式，传统处置方式为清收、呆账核销、债

务重组，新型处置方式为资产证券化。

（1）自主清收与诉讼清收。自主清收是指银行自行催

收到期本息；诉讼催收是依靠法院仲裁或判决结果，强制执

行回收现金或其他资产。自主清收执行成本低，无需诉讼，

能够维持与债务人的合作关系；诉讼清收的判决成本较高，

存在执行周期长等弊端。（2）呆账核销。呆账核销是用税

前经营利润抵扣账面不良资产，保留对已核销不良资产的追

偿权利，实质是银行自行承担经济损失的表内消化。这就要

求商业银行计提充足准备金，相应导致拨备率提升，拉低放

贷上限。表内核销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资产质量指标，但易

引发粉饰报表和财务舞弊风险，若核销金额占比过高还可能

带来银行经营风险。（3）债务重组。债务重组是指经与债

务人协商达成一致后，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变更，进而推动

债务的偿付或由债权关系向股权关系转化，主要包括以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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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债转股等。优势为可以直接剥离商银行不良资产，改善

企业财务指标，帮扶企业脱困；劣势为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

德风险问题。（4）不良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证券化是以

不良贷款为基础资产，以特殊目的信托（即SPV）为媒介，

以不良贷款未来现金流入为资金来源，向不良资产支持证券

持有人支付本息的一种创新型处置方式。资产证券化有效助

力其剥离不良资产、改善报表质量，受到银行业和投资者广

泛青睐，2022年我国通过资产证券化处置的不良贷款本息费

合计1922.26亿元，较上年增加17.90％。

2  处置中面临的问题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整体上处于安全范围内，但

存在二级市场消化能力下降、处置手段和机制不足等新情况。

2.1 经济承压背景下，二级市场对不良资产的消化能力下降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3月末，农行不良贷款余额约

287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68亿元；不良贷款率1.4%，拨备

覆盖率302.6%。受经济波动影响，打破了供需平衡，目前

二级市场投资者对不良贷款的消化能力不足，从而影响了

一级市场主体的收购意愿。

2.2 放贷对象的特殊性造成清收难度加大

一是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农业银行

为例，按照中央服务“三农”总体要求，放贷对象包括种

植养殖业、食品加工业等涉及民生保障的企业，在对以上

贷款单位债权进行追偿时，个别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公共事

业稳定原因，往往采取一定保护主义措施，给执行企业不

良资产带来一定困难；二是客户性质决定了清收成本高。

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农行向广大农民发放支持农业现

代化、信贷资金扶贫、农村消费等支持性贷款，客户均来

自数量庞大、贷款笔数众多、贷款金额小、覆盖面广的农

民，增加了不良资产管理和清收成本。

2.3 处置机制和手段尚需提升

一是目前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主要以银行单一

部门清收处置，没有与前台资产经营部门分工合作的联动

机制，没有形成以风险客户为中心的多种救助形式；二是

资产处置仍以“打折、打包、打官司”的“三打”方式为

主，已不能完全适用新形势的处置要求。例如法院裁定银

行接受以物抵债后，银行对该资产后续的管理成本较高，

可能导致资产价值的下降和流失。

2.4 不良资产估值定价估值模型需改进

作为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重要环节，估值定价影响着处

置可行性和效率。

1、定性角度。从财务数据获取来看，估值定价涉及的债

务企业往往财务会计资料不完整不健全；从定价模型来看，

价值影响因素多，有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和意愿、抵押质押物

变现难易程度等因素，定价方法难以把握；从外部环境看，

经济周期、行业发展、地区差异等众多因素影响价值评估。

2、定量角度。一是估值模型、参数确定欠客观，如资

产变现率、案例调整系数等，若依赖人的主观因素评估，

可能影响估值的准确度；二是针对单项或批量资产估值，

缺乏标准化的估值系统和估值工具，降低了估值的效率和

准确性，进而影响业务的开展。

3  应对建议

3.1 推动更多市场主体参与不良资产处置交易

不良资产通过市场化方式转让给下游投资主体，商业银

行可以快速实现资金回笼，推动银行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

济和保持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需增加市场主体，

推动包括AMC、基金公司、民间投资者等在内的更多投资主

体参与到不良资产二级市场中来，实现一二级市场联动发

展。这就需要加快完善不良资产处置相关法律法规，逐步

引导银行做好风险防范，化解处置不良资产。

3.2 认真开展尽职调查，全面掌握客户资产现状

一是要严格开展尽职调查，客观全面地考察债务人的

还款能力和信用记录，认真查阅分析债务人近三年财务报

表和征信记录，对存在重大违约风险的客户设置更为严格

的借贷条件，适当增加限制性条款；对风险高，可能存在

地方保护主义干预的客户提前做足应对预案，同时在政策

允许范围内减少此类客户贷款占比，降低风险；二是加强

全过程风险管理，在借贷合同有效期内，持续跟踪调查客

户财务信息和信用信息，关注各种可能引发贷款迁徙的迹

象，做到尽早发现问题，及时控制风险，防范不良资产的

产生和扩大；三是进一步完善失信惩戒机制，加大惩罚力

度，增加企业失信成本，从而维护良好的信用环境。

3.3 推动处置模式转变，构建“投行化”运作能力

依靠“清收、打包”的“第一曲线”方式处置不良资产

难度越来越大，需开辟“第二曲线”，即业务投行化。具

体而言，业务手段要从传统的“打折、打包、打官司”转

变为“重组、重整、重构”，在自身定位上也要逐渐从不

良资产的承接商转变为资本运作的金融机构。以美国金融

机构为例，对不良资产的处置主要通过结构化交易、资产

置换、风险代理、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加快资产处置，大幅

改善银行资产治理和价值创造。

3.4  不断探索估值模型

不良资产的价值评估方法主要有账面价值法、会计估算

法、协商定价法、市场定价法等，针对特殊资产定价难问

题，商业银行要不断探索新的估值模型。例如根据估值目

的、资产类型等因素，可从内估和外评两方面着手，内估

方面，通过标准化估值工具从业务管理的角度对资产的价

值进行分析和预测；外评方面，借助外评机构的专业技能

从公允清收的角度对处置的价值进行分析和测算，以此增

加估值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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