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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银行向商业银千于转化 中的

信货资产质 卜与多几险问皿

兰耕云

一
、

质 与风险的体制表现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间题的决定提

出 “
发展商业性银行

。

现有的专业银行要

逐步转变为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要实行

资产负债比较管理和风险管理
。 ” 在不到两

年的时间内
,

很快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
,

进

出 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
。

这就意味着现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

迈出实质性步伐
。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
。

首先面临的

就是信贷资产质量和风险间题
。

这是因为信

贷资产是专业银行的主要资产
。

以 年

情况看
,

工商银行贷款占总资产的
,

农

业银行占 写
,

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较

低
,

分别占 左右
,

但仍是其各类资产中

比重最高的
。

近两年来
,

国有银行贷款资产

比重有所下降 年资产增量中
,

贷款占
,

为非贷款资产
。

这是因为国有

银行一段时期出现向证券业
、

信托业和房地

产投资业倾斜的状况
,

这是极不规范的
。

随

着分业经营的实施
,

贷款仍将是国有银行的

主要资产
。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
,

最本质的体

现是信贷资产商品化
。

信贷资产从国家经济

调节的杠杆
,

信用监督的工具转化为商品
,

实质就是由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公共服务

的产品转为通过金融市场由经济主体 自主

选择的商品要素 由银行对社会发挥调控监

督作用的手段
,

变为银行 自身安身立命发展

的基础 经营这一商品的银行必然要特别关

注它的质量和风险问题
。

从现实性来看
,

信

贷资产的质量主要是指流动性间题
,

风险主

要是指安全性问题
。

流动性问题包括两层涵

义 一是相对于负债来说
,

信贷资产不对称

的长期化
,

包括一大部分名义上的短期资产

变为事实上长期占用 二是有问题资产越来

越多
,

资产越来越难以流动
。

我们目前经常

说的信贷资产质量低
,

主要是就这两种情况

而言
。

安全性问题主要是指信贷资产归流缺

乏可靠的信息依据和制度保障
。

由于存在管

理混沌
,

透明度低
,

银行难以把握借款者真

实状况 同时
,

由于债权制度不健全
,

或缺

乏执行的条件
,

银行对有间题资产常常束手

无策
。

这两方面情况
。

构成我国银行信贷资

产特有的安全间题
,

或风险问题
。

由此造成

两种倾向 或是惧怕放贷
,

以尽量少放或不

放来逃避风险 或是偏向行政指令贷款和政

策性贷款
,

以上级风险和 国家风险来代替个

人责任风险
。

将风险降低到安全层次
,

将风

险管理变为安全性管理
,

是我国专业银行向

商业银行转化中的一大特色
。

从风险性的一

般特征看
,

应该是以预期高收益为条件的
,

具有社会先进性和 突破性的高科技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成功的不确定性
,

参与这一

转化过程的信贷资产才是风险资产
。

我国的



情况恰恰相反
,

由于高科技产业是国家鼓

励
、

支持的产业
,

高科技产业贷款对银行来

说反倒没有多少风险性
,

而低科技和非科技

产业贷款风险性更大一些
。

这说明质量和风

险本身虽然是客观的
,

但它如何发挥作用
,

人们如何对待它却具有体制化倾向
,

从而具

有主观性
。

是通过无形的形式作用到社会整

体上
,

还是通过有形的形式作用到社会个体

上
,

只能分别由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

制决定
。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过程
,

是信贷资产商品化的过程
,

是信贷资产质量

和风险由共性化转向个性化的过程
。

在人们的意识和实际工作中
,

信贷资产

质量和风险是一个问题
,

风险大的就是质量

低的
,

质量低的就是风险大的
。

由于专业银

行向商业银行转化
,

首先面临的就是信贷资

产质量低
,

风险大的间题
,

许多同志便得 出

结论 要顺利实现转化
,

必须扫除这一障碍
。

这种认识
,

把解决信贷资产质量和风险问题

当作条件
,

把实现 向商业银行转化当作 目

的
。

只有得到这一条件
,

才能达到这一 目的
。

这种认识一部分是把同一问题割裂了 例如

一些配套改革本身也应该包括在专业银行

向商业银行转化的进程之中
,

一部分是本

末倒置了
。

实际上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是条

件
,

或手段 包括配套改革
,

解决信贷资产

质量与风险问题才是 目的
,

不然
,

如果能够

解决信贷资产质量与风险问题
,

专业银行向

商业银行转化又还有什么意义呢 纠正这一

误识
,

才能在向商业银行转化的改革中树立

积极进取的精神
,

而不要抱等待观望的态

度
。

二
、

在改革
、

发展中形成的质 与风险

困境

对于 目前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和风

险状况
,

已有很多文章进行过描述
。

问题严

重
,

不容乐观
。

对此
,

本文不打算再多费笔

墨
。

这一状况
,

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十多年

的改革与发展机制不配套
,

不同步所形成

的
。

这并不是要抹煞和掩盖改革与发展的巨

大成果
。

这是为改革和发展支付的代价 对

此本文后面还要再作分析
。

包括专业银行

向商业银行转化过程在 内的改革与发展的

不配套
,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形成银行信贷资

产质量和风险的困境
。

不规 范的经济管理体制造成对信货

资金的肆意挥霍
。

例如政企一体
,

以政代企

制
,

长期来以产值和项 目为核心的政绩考核

制
,

财政对银行的借支透支制
,

信贷资金大

锅饭和供给制等等
,

这种混乱状况一是造成

对银行信贷资金的旺盛需求
,

二是造成行政

指令的难以抗拒
,

三是造成银行 自我约束软

化
,

最终结果是通过银行的转换
,

使资金的

稀缺性约束荡然无存
,

稀缺资金得到毫无遏

制地挥霍
。

改革
、

发展与德定统一需要银行提

供经济支柱
。

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始终存在着

如何正确处理与政治稳定
、

经济稳定
、

社会

秩序稳定的关系间题
。

稳定是前提
,

改革是

手段
,

发展是基础
。

当稳定这个前提面临威

胁的时候
,

稳定就是压倒一切的
,

就要确保

稳定
。

为此需要银行提供必要的经济手段
,

如确保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供应
,

发放工资

性和救济性贷款
,

延缓贷款债务的偿还期限

等
。

在这时候
,

银行就不能死扣经营原则和

信用原则
。

如果连政权都保不住
,

保住几笔

贷款又有什么用

投 资禽求反复膨胀 以及投 资资金来

源结构的变化造 成对银行信货资金 的强大

拉动和挤压
。

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

最容易发生的就是积累挤消费
,

投资需求膨

胀的问题
。

改革开放以来
。

这一问题不仅并

未解决
,

由于融资渠道的增多
,

反而更容易

发生
。

从 一 年 年中
,

我国积

累率平均为 写
,

一 年 年

中
,

积累率平均为
。

与此同时
,

银

行贷款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显著提高
。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构成中
,

国



家预算内资金 年占
,

年占
,

年占
,

年占

自筹 资金和 其 他资金 年 占
· ,

年占
,

年占 今百
。

银行

贷款 年占
, ,

年占
,

年占
。

实际上在 自筹和其他资

金中很大一部分也是挪用的银行贷款
,

两项

相加
,

银行贷款要占 以上
。

一方面膨胀

的固定资产投资大量吞噬银行信贷资金
,

另

一方面投资效益又 日益降低
,

形成信贷资产

的巨大困境
。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

信用制 度

日益显得残缺不全和软弱无 力
。

一是信用关

系的紊乱
。

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

一

切信用集中于银行
,

基本上取消了其他信用

形式
。

在改革开放中
,

商业信用
、

国家信用
、

民间信用
、

外资信用等多种信用形式都广泛

发展起来
。

这些信用形式往往 比银行信用更

具有盈利性和灵活性
,

银行信用不仅无法发

挥主导作用和调控作用
,

反而经常被利用和

侵蚀
。

二是信用监督的削弱
。

一方面银行传

统的监督手段失灵了 如帐户监督
、

结算监

督
、

现金库存监督
、

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

监督
、

物质保证监督等等
。

另一方面新的监

督手段由于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难 以发挥

作用
。

例如对企业资本金和 自有资金 比例的

监督
,

企业很容易制造假象蒙混过关 对企

业资金使用的监督
,

企业也很容易采用各种

办法转移约定的用途 对企业报表监督很难

获得真实情况 对企业还贷信誉监督
,

企业

经常找出很充足的客观理由进行辩护
,

从而

使银行难以作为信贷决策依据 三是信用保

障的软弱
。

缺乏有力手段维护正常的信用关

系
,

约束债务人的行为
,

保障债权人的权益
。

发展 中难 以 克服的 急于 求成思想
。

在

我国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
,

由于对党中央决

策的片面理解
,

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而多

次发生过盲 目过热
,

损害经济稳定
、

持续
、

协调发展的问题 年党的十二大提 出

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 目标后
,

一

段时期各个地区竞相加码
,

竞相缩短翻番时

间
,

出现了翻番热 年党中央提出大力

发展第三产业
,

调整产业结构的战略措施

后
,

很快又出现了工农兵学商
、

全民来经商

的经商热 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和

培育市场体系
,

接着又 出现到处建市场的市

场热
,

加上 年价格闯关
,

进一步加剧

了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 年到 年

上半年
,

更是掀起开发区热
、

证券热
、

房地

产投资热
。

每过热一次
,

银行贷款就被狂炒

一次
,

接着就损失沉淀一批
。

银行休制改革多次 步入误 区
。

年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实行统一计划
,

分级管

理
、

实借实存
,

自主经营的改革
,

确定

年底的基数作为划分资金的依据
,

造成各级

分支机构竞放贷款
,

争抢基数的局面
,

在经

济状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
,

年 底 专 业 银 行 贷 款 余 额 比 上 年 增 长
,

超出 一 年增长数 倍

多
。

年第 季度贷款余额 比第 季度

增长
。

一 年同一增长数分

别只有
, 、 、 。

而

年 季度贷款主要集中在 月份
。

年

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不失时机地在短期资金市场方面迈 出新

的步伐
,

有条件地实现省以下专业银行
、

保

险公司企业化
,

在金融组织之间适当开展竞

争
、

开辟多种信贷业务
。

结果实行起来便走

到极端
,

专业银行利用不规范的信托业参与

民间金融
,

摆脱国家宏观控制 利用同业拆

借市场扩大信贷规模
,

使 年以资金制

为核心的信贷管理体制改革落空 竞相采取

变相提高储蓄利率的手段掀起储蓄大战 尤

其是中央银行也出现企业化倾向
,

在利润 留

成的刺激下直接对企业发放贷款
,

参与专业

银行的同业拆借
。

年以后
,

银行更是全

面参与信托业
、

证券业
、

房地产投资业和各

种第三产业
,

刮起公司风
、

拆借风
、

投资风
,



这些误区直接损害了信贷资产质量和效益
。

三
、

必然的支付与收益的增长

任何国家
,

任何社会的改革与发展都是

要付出代价的
。

毫无代价
,

或不花费成本地

实现物质的增长和社会结构的优化是不可

能的
。

我国国有银行信贷资产存在的种种困

境和损失
,

就是为改革和发展付出的代价
。

这些代价
,

有些是由失误造成的
,

有些是由

客观条件所决定必然付出的代价
。

这一客观

条件主要反映在两方面 一方面我国作为

世纪 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
,

不可能再

采取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式积聚资金
,

发

展经济
,

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

又正是要

改变国家统一计划和行政调拨方式
,

发挥货

币资金对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的作用
。

这样

的货 币资金哪里来
,

既然不能靠每个企业去

发挥榨取劳动力剩余价值的资本作用
,

当然

只有通过享有 国家垄断权的银行采用信用

集聚和发行货币的方式来提供
。

在我国的条

件下
,

不靠银行
,

任何地方都难以实现经济

增长
。

而且我国企业不仅不能靠榨取劳动力

剩余价值来增加资本
,

从而减少对银行信贷

资金的依赖
,

反而经常为了保证和提高劳动

者的收入去挤占银行贷款
,

形成企业与职工

都依赖银行的状况
。

银行承担了广泛的社会

责任
。

另一方面
,

在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中
,

不管是从改善人民生活状况
,

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的目的出发
,

还是从保持产业结构
,

地

区结构平衡的 目的出发
,

都更加重视产出的

物质成果
,

而忽视价值成果
,

即净值
。

政府

和企业都偏重于对产出承担责任
,

而不对效

益承担责任
。

因此都有强烈的投入冲动
,

资

本成本的昂贵性得不到反映和尊重
。

当然
,

银行之所以能支付这一代价
,

本

身也得益于改革与发展为之提供的补偿
,

这

就是随着居民收入和储蓄率的提高
,

为银行

提供的储蓄资金稳定迅猛地增长
,

由 。

年 多亿元增 长到 年 多亿

元
,

多年中除 年和 年出现

了几个月的滑坡外
,

都是增长的
。

问题是这

一补偿是埋藏巨大隐患的
,

如果银行长期把

对居民的硬负债转为对企业的软资产
,

势必

有一天会面临崩溃的局面
。

银行信贷资产的代价不能无限期支付

下去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业银行法 》的出

台
,

标志的成果提供了这种可能
,

民间资本

的空前增长
,

多种金融机构的兴起和资本市

场的开拓
,

强化了国有银行的中立性和选择

性
,

经济发展不再以国有银行为唯一的资本

基础
,

而是具有多种形式
、

多种来源的资本

基础
。

同时经济发展也并不是要使每个经济

主体都得到生存发展
,

而愈来愈具有竞争性

和淘汰性
。

其次是因为改革与发展的深化发

生了这种必要
。

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注重

速度转到注重质量的阶段
。

如果说前段时期

主要需要国有银行发挥集聚资本的功能
,

那

么从现在开始
,

将越来越需要 国有银行节

约
,

高效益地使用资本
,

促进经济增长质量

的提高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一转化在实际工

作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

年代末期中小型

工商企业搞四放开
,

转体经营
、

联营
、

兼并
、

出租
、

出售等改革时
,

对银行债务怎么办没

有多少人注意
,

一门心思只要把企业搞活就

行
。

导致银行贷款大量流失
,

债务悬空
。

目

前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中
,

对银行债

务处置对决策部门来说就慎重多了
,

进行了

深入研究
,

提出了多种处置办法
。

对确保农

副产品收购资金供应间题
,

年还是要

求银行承担一切责任
。

年就只是有区

别地承担责任了
。

朱锵基副总理在全国农

副产品收购资金管理工作电视
、

电话会议上

的讲话中提出 “
任何首长都不能以不

‘

打白

条
’
为名而要求银行贷款于其他项 目

,

或者

垫补地方财政应拨未拨的资金
,

以及农产品

调销后应回笼而不 回笼的资金
。 ”这一转变

对银行来说是可喜的
。

于 年 月 日

正式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

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与安全保障作了一系



列明确规定
。

第四条
“

商业银行以效益性
、

安全性
、

流动性为经营原则
。 ”“

商业银行依

法开展业务
,

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 ”

第七条
“

商业银行依法向借款人收 回到期

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

受法律保护
。 ”
第四十一

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令商业银行发

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

何单位和个人强令要求其发放贷款或者提

供担保
。 ”第四十二条 “ 借款人到期不 归还

担保贷款的
,

商业银行依法享有要求保证人

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或者就该担保物优先

受偿的权利
。 ”这些规定

,

具有典型的中国特

色
,

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用性
。

当然
,

它的贯彻落实还需要做大量工作
,

还需要有

实施细则
,

但毕竟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

有

了方向
,

它表明国有银行 已到了减少改革代

价
,

增加改革收益的时候了
。

四
、

确立质 与风险体系的内部基础

建立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和风险体

系
,

必须从管理入手
,

确立其内部基础
。

外

界条件有利的时候
,

需要内应力吸收利用
,

外界条件不利的时候
,

需要 内应力抵御消

化
,

没有强大的内应力
,

质量与风险体系根

本建立不起来
。

增强银行行长的全融 家意识
。

长期

以来我国国有银行行长
,

具有比较浓厚的官

员意识和部门意识
。

以国家资金管理者 自

居
,

习惯于以整个经济发展状况来衡量金融

工作的成绩
,

因此总是成绩很大
。

专业银行

向商业银行转化
,

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这种

意识观念
,

逐步培育
、

增强金融家意识
,

也

就是信贷资产商品经营的意识
。

应淡化和取

消银行分支机构的行政级别
,

将行长和其他

负责人的待遇
、

报酬按机构业务等级配置
。

完善对信货资产质黄 和风险的监浏

机制
。

首先
,

制订科学的监测指标
。

不仅要

有对已成事实的反映功能
,

还要有对未成事

实的预警功能
。

《商业银行法 》第 条提出

的四项资产负债比例就是最基本的监测指

标
。

由于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分布广阔
,

经济

情况差别很大
,

除开需要有统一指标外
,

各

分支机构还应该有自己特定的指标
。

其次
,

建立监事机构
,

商业银行法提出国有独资商

业银行要设立监事会
。

这是在银行领导集团

之外设置独立的监督机构
,

确保银行的安全

和效益
。

各省级分行是否也有必要建立 从

我国的情况看
,

为了保证被监督人资料的真

实性和相互制约性
,

也有必要建立这一机

构
,

分行监事会与总行监事会没有系统隶属

关系
。

银行内部稽核审计机构应该要对监事

会负责
。

优化管理结构
,

提 高管理效 力
。

管

理也是生产力
。

银行信贷资产不活
,

不是管

理多了
,

直接经营少了
,

而是管理的结构不

合理
,

管理效力低
。

最突出的表现是上级机

构对下级机构没有真正发挥业务指导作用
、

信息服务作用和监督作用 机构中各个部门

和岗位没有真正围绕业务经营中心运转
,

而

是具有不规则地发散倾向
。

优化管理结构不

应该只是在部门和岗位设置上打主意
,

而应

该着重于责
、

权
、

利的构建
。

关键是责任
,

责任是权利的基础
,

责任不能泛化
,

而应该

简明集中
。

无所不包的责任等于没有责任
。

过去银行在责任构建中老是走不出死胡同
,

主要在于两点 一是泛化
,

生怕出现漏洞
,

尽量把一切都包容进来
。

年农业银行

承包制有几十个承包指标
,

从宏观调控指

标
,

资金效益指标到廉政建设指标
,

简直要

承包出一个双文明单位
。

二是互相矛盾
。

顾

了这个责任
,

就顾不得那个责任
,

结果哪个

责任也无法追究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

行法 》的出台
,

给责任构建提供了法律基础
,

集中起来就是信贷资产质量责任
,

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责任
,

保护存款人利益的责任以及

依法经营的责任 依据这一科学的责任体

系
,

优化管理结构是完全可能的
。

责任编样 杨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