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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证券化现状

近年来，我国经济处于放缓发展阶段，商业银行的不良

贷款也随之处于不断增加的状态。2014-2017 年不良贷款额

年年增加，增幅为 158.54%，不良贷款率由 1.1% 增至 1.74%。

以前我国处置不良贷款有包括重组、核销、清收和转让的方

式，但是这些方法并没有把银行风险给转移出去，只能在内

部自己消化。我国在 2008 年就发行了建元 2008，是第一单不

良贷款证券化产品，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没推广发展

就停止了。不良贷款已处于大量存在的状态，一些银行依靠

自身实力无法减少不良贷款的风险，我国在2016年重启不良

资产证券化市场，批准六家国有银行作为首批试点，2016 年

发行量 254.68 亿元。2017 年试点银行扩大，包括民生、浦发

和华夏等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发行了第一单以信用卡不良

资产的债券。交易结构分为优先档和次级档，优先档是有

AAA 评级结果为支撑的，缓解了不良贷款回收金额和不确定

的风险。

2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证券化面临的问题

2.1 不良贷款的规模较大

不良贷款是表示收回把握性极小的贷款，其可以产生的

未来现金流也是存在很大的可变性。但是实施资产证券化的

一个必要基础便是要具备稳定的现金流，以其可靠的现金流

发行资产支持债券。不良贷款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就是商业银

行所持有的不良贷款。商业银行对于一笔不良贷款所能回收

的把握性是极小的，所以对把这笔贷款进行证券化的风险是

非常大的。但是如果将银行许多的不良贷款集中在一起，将

会获得较稳定的现金流，就能够有效的分散风险。所以现在

只有规模实力厉害的银行作为不良贷款证券化的试点，它们

有实力把大规模的不良贷款打包出售进行证券化出表，降低

银行的资产流动性风险。

2.2 进行不良贷款证券化投资风险大

不良贷款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本身就是商业银行风险大难

收回的贷款类别，以其来进行资产支持债券风险也是极大的。

一方面投资者会以为不太会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并且近年来

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一直都在上升，得到回报

的希望就会更小，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不愿意去购买。另一

方面，不良贷款证券化产品大部分是被其他商业银行所持有，

发行人的不良贷款达到出表的目的。各商业银行相互购买对

方的不良贷款证券化产品，可以降低各自的风险，但是不良

贷款所造成的风险仍然在银行业内传播，并没有分散到银行

业外部，比如非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长此以往可能会累

积成金融市场上的系统性风险，将会造成整个资本市场的动

荡。

2.3 不良贷款基数大，证券化不是主要手段

不良贷款余额和关注类贷款余额在不断增加，我国商业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证券化的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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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证券化可以更好偶读维持银行资本的充足性、流动性以及盈利性，有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本文

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证券化的问题展开了分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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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不良贷款基数将不断扩大，虽然不良贷款证券化可以

有效的降低不良贷款率，提升资本充足率，但是不良贷款证

券化仅适合于在不良贷款大爆发时期，比如我国目前状况。

它不是解决不良贷款的根本之法，也不适于将全部大量的不

良贷款全部证券化。

3  对策建议

3.1作为不良贷款的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不良贷款的选择

应该是合理且未来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目前我国不良贷款

分为三类，在构建资产池时，应只考虑次级和可疑贷款，损

失类贷款是无法产生现金流的。资产池中的不良贷款应确保

是多笔组合，区域组合和行业组合，才能减少风险。对于不

良贷款证券化产品，要根据市场要求的变化设计相应的产品，

降低发行之后的投资风险，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和偏好。

3.2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发行的不良贷款证券化产品都分为

优先档和次级档，前者具有评级报告，信用较好，风险相对

很小。次级档并不具有，次级档的投资者都是一些实力强厚

和信用较好的基金和银行。对此应扩大投资者规模，使投资

者结构变的多元化。其中要吸引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投资，

使本存在银行业内部的风险转移到外部。

3.3 评级报告是发行者合理定价和投资者理性投资的基

础，如果评级机构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差，这将会是阻碍不良

资产证券化深入发展的绊脚石，也会是扩大投资者群体的障

碍。开启不良贷款证券化才将近两年，我国的信用评级体系

的技术能力相比较欧美国家还是欠缺一些。提高评级机构的

技术能力，规范金融中介机构的职能，增强评级报告的公信

力和权威性。

3.4完善相关不良贷款证券化的法律法规，使其在大力发

展时期做到有法可依。相关政府部门应增大对不良贷款证券

化相关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与协调，加大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使得投资者不良贷款证券化业务在发行前后的真实情况，减

少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危患。

3.5政府应刺激经济恢复增长，减少因企业破产导致的贷

款无法回收的情况。商业银行应加强对贷款发放流程的监管

和审查，发放后的实时追踪调查，增加贷款的可回收性。同

时商业银行要适当的利用证券化来处置不良贷款，关注其估

值和回收环节，保证稳定而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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