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双月刊) 2016 年第 6 期( 总第 202 期)

收稿日期: 2016-09-12

作者简介: 于学军( 1958— ) ，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名誉院长。

当前形势下银行业“转型与突破”面临的两难选择

于学军

( 中国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北京 100140)

我们讨论的题目，是银行的未来之路，即必

须通过实施“转型与突破”的发展战略，才能达

到胜利的彼岸。而要探索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弄

清楚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形势。
一、当 前 中 国 银 行 业 发 展 所 面 临 的 严 峻

形势

近 3 年来，中国银行业面临着自 2004 年大

型国有银行核销处置大量不良资产、改制上市以

来最沉重的经营压力，并且这种压力在短期内难

以扭转。因此，需要银行业做好长期艰苦作战的

思想准备，苦练内功，迎接漫长严冬的考验。具

体有两点看法:

( 1) 2002—2011 年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

速增长时期，也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黄金阶段，

或称“黄金十年”。这一时期，中国在全球拥有

巨大的比较成本优势，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向中国

持续 聚 集，国 际 上 形 成“中 国 制 造”、“中 国 价

格”、“全球工厂”等概念，并声名远播，大大彰显

了中国巨大的制造优势。10 年间中国 GDP 的平

均增长率都在 10%以上，其中 2006 年和 2007 年

最高，分别增长 12. 7% 和 14. 2%。同时，银行存

贷款和货币供应量保持了更高的增长水平，几项

指标年均增长都在 16%以上。
这一时期需要特别提出的是: 前后经历过两

次国际性金融危机，而大型国有银行在两次危机

发生前恰好进行过两轮不良资产的剥离重整。
第一次是 1997 年在东南亚发生的亚洲金融危

机，以及在此之前进行的第一次不良资产剥离;

第二次是 2008 年由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以及在此之前进行的第二次不良资产剥离。只

是第二次剥离处置远比第一次深入、全面、彻底，

除了像第一次那样进行剥离和注资之外，还从美

欧等国家引进战略投资者，引导在中国香港和国

内资本市场重组上市，同时进行法人治理结构上

的必要改革，等等。两次合计，大约处置了 3 万

亿元不良资产，这使得大型国有银行减轻了历史

包袱，焕发了青春活力，有力支持了此后全国经

济的增长。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人民币汇率承受巨大的

贬值压力，中国经济增长遭遇明显的下行压力，

1998—2001 年连续 4 年 GDP 增长处于 7. 6% ～
8. 4%，属于徘徊不前的一个阶段。但大型国有

银行因适时进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却为 2002 年

之后中国经济恢复强劲增长打下了重要基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经济也带

来巨大冲击 ( 主要体现为外贸进出口的负面冲

击) ，但由于中国经济尚存在明显的增长潜能，并

且当时出台了以“4 万亿元”巨额投资为代表的

刺激性政策。银行信贷从 2009 年开始出现“井

喷”局面，中国每年的放贷规模由之前的不足 5
万亿元一下跳升为 10 万亿元以上，这造成中国

总需求大幅膨胀，进而推动之后经济仍维持将近

4 年超过 9%的高速增长。
“黄金十年”时期，我国伴随着经济快速增

长，银行业利率处于高位，形成利润连年大幅增

长的局面，是中国银行业历史上日子最好过的一

个阶段。
( 2) 但从 2012 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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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2012—2014 年 GDP 分别增长 7. 7%、7. 7%和

7. 4% ; 2015 年持续降低为 6. 9%，首次低于 7% ;

2016 年上半年依旧延续下滑趋势，最新公布的

统计数据为增长 6. 7%。同时，这一轮中国银行

业出现的不良贷款爆发以及压力持续增大，也是

始于 2012 年。当时最先在江浙沪等东部地区反

映出来，近 3 年又不断向中西部蔓延。对照全国

整体数据，自 2013 年出现不良率趋升以来，至今

已连续 12 个季度节节上升，截至 2016 年上半

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已达 2. 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 9% ; 不良贷款率突破 2%，

为 2. 04%，同比上升 0. 17 个百分点。同时，关注

类贷款和逾期 90 天以上的贷款也呈同步增加之

势，2016 年 6 月末全国关注类贷款余额达 5. 1 万

亿元，同 比 增 长 24. 1% ; 关 注 类 贷 款 比 率 为

4. 86%，比上年同期上升 0. 44 个百分点。银行

不良资产的持续大幅上升，致使银行的风险控

制、拨备、盈利等各方面的压力持续加大。
造成银行业经营困难、不良资产大量爆发有

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仍是经济持续下行，银行

经营压力日趋增大。现在，商业银行的行长们普

遍有个迫切的心态，就是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尽快

好起来，这样才能使他们压在手里的不良贷款

“逢凶 化 吉”、迎 刃 而 解，呈 现“柳 暗 花 明”之

效果。
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过去 30 多年

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所谓“外向型经济增

长模式”，现已出现明显的动力不足，或力不从心，

面临的考验越来越沉重; 而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尚

难确立，不足以带动中国经济恢复强劲增长。这

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常态”: 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

整阵痛，动能转换困难，并且相互交织。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

“调结构、转方式”，其任务十分艰巨，“三去一降

一补”还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并且其本身就是

巨大变量，预计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中

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反弹、经营压力持续加大

等，仍将会经历一个较长时期。
在这种背景下，银行业亟需摒弃临时观念，

力戒浮躁，破除等靠要等陈旧观念，同时立足长

远，扎实工作，艰苦努力，共度时艰。
二、“转型与突破”将面临两难选择

银行业经营困难的处境，除了经济增长持续

下行带来的巨大压力之外，还有三点突出因素:

一是银行利率调为历史低位，而去年存款利

率市场化改革又明显压缩银行的利差水平，这使

得银行盈利空间收窄。并且预计未来一段时间，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利率政策仍

处于降 息 周 期，银 行 盈 利 能 力 还 将 受 到 持 续

挤压。
二是货币扩张过快，使得银行业资产负债

表急剧膨胀，这不仅体现在贷款的增加上，而且

反映为类信贷业务的快速扩张。2015 年全国银

行业本外币贷款新增 11. 7 万亿元，而银行业仅

“债券投资”和“股权及其他投资”两项合计就新

增 14. 1 万亿元，大幅高于当年新增贷款规模。
这容易造成银行业务的表外化和复杂化，使得银

行资产负债的管理难度显著加大，并且流动性风

险、市场风险也随之大幅上升。
三是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对传统银行业形

成冲击，且其影响越来越大。这是现在大家经常

讨论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冲击大，有人则认为

没什么，或者感受不到实质性冲击。但我认为冲

击极为明显，并且今后会越来越突出。预计将来

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冲击，就像电商发展对传

统实体商场的冲击一样; 或者就像滴滴或优步打

车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击一样。
在这种压力之下，银行业愈加困难，“转型与

突破”时不我待，并且已经面临着严峻考验。但

不寻求“转型与突破”，或者“转型与突破”跟不

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又必将更加困难，甚至步履

维艰。现在银行普遍感到很纠结，都面临一种

“两难选择”的局面，这就需要银行做出一些基

本的改变:

第一，清醒认识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

征、趋势等，准确分析形势，把握未来商机，有效

控制好风险。近一年来，我国信贷市场出现了一

个显著变化: 随着货币的过快扩张，银行将大量

信贷资金投放在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这样在未

来一段时间，由于大量信贷投放可迅速做大分

母，有可能在某一阶段会使整体不良率水平有所

降低，但不良贷款额却仍会持续增加。并且，随

着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迅速上升，未来长期风险

更值得关注，一旦到来或者爆发，规模会更大、更
集中，甚至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此外，

引发严重的资产泡沫应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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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谨防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特别需要关注通

货膨胀卷土重来的影响。
第二，主动适应，把握时代发展潮流，尤其是

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和趋势，要早介入、早

开发、早应对，抢占时代发展的制高点，掌握市场

竞争的主动权。这是因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

行业形成的影响将越来越大，银行必须采取主动

触入的心态，才有可能适应这种变化和冲击。
第三，科技开发和全面风险管理必须及时跟

上，以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内部管理要求和外部

市场环境。现代银行业竞争已完全进入电子化

时代，银行业务一刻都离不开电脑核心系统的支

撑。因此，电子科技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

现，甚至是生命线。同时，随着科技手段的日新

月异以及金融市场的日趋复杂化，银行业实行全

面风险管理的体系建设必须提上日程。最近，恰

逢中国银监会对外公布《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规划纲要》，这十分及时和重要。所谓全面风险

管理，就是要将风险管理的要求全面覆盖到银行

经营管理中的所有风险领域，并采取审慎理念和

穿透原则，全部计提资本和拨备，以防隐瞒或藏

匿风险。
( 责任编辑: 康兰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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