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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银行不良分化：始于 2015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将风险分类的资产从信贷扩展到所有金

融资产，包括表内和表外，将关注类资产和不良划分的标准进一步明确，将

逾期天数这种“硬标准”作为风险分类的重要依据。 

其实这一办法的施行其实早有预兆，尤其是近年来监管在中小行的检查

中，多次发现部分地区存在不良率高、拨备覆盖率低、和掩盖不良资产等问

题，因此本次办法的施行规范银行资产质量的意图非常明显，但与此同时中

小行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二、银行资产从“软标准”进化到“硬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中小行为了减缓不良压力，可以怎么做？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将不良的标准放松。但是本次办法重新对银行资产的五级分类进行更细

化的定义，将逾期作为资产类别划分的重要标准就是为了堵上这个口子。 

 三、新规下中小行的不良压力与应对策略 

不良的处置方法一般有三种：清收、核销和转让。 

清收一般是银行最先用的处置不良的方式，是指对贷款人的抵债资产进

行处置、对企业破产清算、找第三方担保人还款等。 

核销就是用尽方法也没有追回来的部分，已经可以认为是实质性的损失

了，就用之前计提的拨备来抵消掉。 

转让是将不良贷款打包卖出去，一般是转卖给资产管理公司（AMC）。 

 四、银行不良的分化与未来 

我们发现 2015 年至今，我国大行和中小行的资产质量开始出现明显的

分化，中小行的资产质量压力加大，尤其在新办法的要求下，一些中小行的

资产质量变化可能会从关注类贷款上升开始，不良率上升，逾期贷款率上升，

但是 2018 年政策开始大力辅助中小企业后，为中小企业和为其服务的中小

银行提供了喘息之机。 

 

   风险提示 

政策变动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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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不良分化：始于 2015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办法”），办法将风险分类的资产从信贷扩展到所有金融资产，将逾期天数这种

“硬标准”作为风险分类的重要依据。 

其实这一办法的施行早有预兆，尤其是近年来监管在中小行的检查中，多次发现部

分地区存在不良率高、拨备覆盖率低、和掩盖不良资产等问题，因此本次办法的施行规

范银行资产质量的意图非常明显，但与此同时中小行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那么当前中小银行的资产状况、衡量标准和该办法实行后的监管压力有多大？ 

一切要从 2015 年说起。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供给侧改革被首次提出，这次改革的提出是基

于我们的现实国情和经济需要的。 

当时 GDP 持续回落，实际 GDP在 09 年以后首次掉到 7%以下，并且各地区之间也

出现了分化，比如黑龙江和山西等省份，GDP 累计同比转负，但是江苏、重庆等地却一

路高涨到 10%以上。 

详细剖析内部的根源我们发现，这种现象是旺盛的品质需求和粗狂的供给之间的不

匹配。总需求方面，国内居民的消费意识觉醒，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逐渐提高，社零增长

保持在 10%以上，汽车销售累计同比 4.5%，网络或实体的销售额增速保持 30%以上。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供给却持续疲软，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下滑，部分高

耗能产业增速回落，高技术产业后起动力不足，居民不得不纷纷想需求投向国外，日本

的马桶盖、韩国的彩妆、澳大利亚的奶粉等纷纷被大量抢购，形成了空前壮观的“代购

潮”。 

可见，国内的供给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而这主要是由于粗放式的供给已经不能

满足人民对品质生活的需求了，所以政策开始提倡从供给侧进行改革，去掉过剩产能，

激发有效产能，提供高效供给。 

然而去产能的过程中，必然存在部分企业要被“去掉”，上游供给侧的大型国企工业

品涨价，中下游的民营小企业成本和利润都进一步受到挤压，再加上债务到期，“屋漏偏

逢连阴雨”，部分中小企业举步维艰，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逾期甚至坏账也开始

增多，而金融机构的资金仍然存在不少供给，于是就进一步集中到大企业中，出现了资

金流向头部大企业的趋势，服务大企业的大行资产质量也获得了改善。 

由此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大银行与中小银行的分化埋下伏笔。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中小银行面临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有些民营企业为了获得融资，不惜高成本举债，被限制的行业不能贷款？没关系，

那就通过表外绕通道实现。而金融机构也愿意配合，为什么？ 

因为此时随着货币市场基金的崛起，银行存款被大量分流，存款是银行的血液，没

有存款银行的业务就是“无米之炊”，为了与货基竞争，银行纷纷采用理财的形式吸储，

具体流程是大行将央行释放的流动性购买中小行的同业存单或者同业理财，这些存单理

财背后都是同业背书，占用资本少，收益高。 

中小行资金少，通过发存单和理财将吸收的钱通过层层嵌套，到手里的时候成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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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拉高了，可以达到 5%或者 6%以上，为了支撑高成本，中小行再拿去非银做通道、委

外，投资民企的非标资产或者低等级债券等“重口味资产”。所以，尽管此时的大环境一

般，但是民企还是能融到钱的。  

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转变。 

16 年开始金融防风险成为政策的主线，监管严查“制度套利”，“高成本负债+重口

味资产配置”策略被打击，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迅速走低，提供重口味资产的中小企业

融资受阻，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进一步分化，带来大行和中小行的资产质量进

一步分化。 

2018年后半年，政策开始扶持中小企业，中小银行不良出现转机。随着全球经济不

振，政策的关注点从防范金融风险转移到提振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等问题上，金融机构

的风险偏好逐渐修复，2018 年中小行的不良率微升 0.04%，升幅小于大行，关注类贷款

占比出现了大幅下降（0.52%）。 

图表1： 2017 年大行和中小行的不良率开始分化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从银行的不良数据也可以看出 15 年以来的经济和政策波动情况，根据公布年报且数

据完整的 33 家上市银行（包括港股，下同）和 79 家公布年报的小银行数据来看，中小

银行的不良率平均高于上市大银行，而且 2017 年以后上市大行和中小银行开始出现分

化，上市大银行 17 年平均不良率略有下降，18 年只上升了 0.08%，而中小银行 17 年上

升了 0.26%，18 年继续上升了 0.04%。 

根据五级分类标准，我们关于不良的划分多标准是文字表述，银行具体操作过程中

可能会更细地划分 9 级或者 12 级等，但是一般用举例的方式，不能穷尽，这就造成了不

同银行划分不良时候的标准可能存在差异，那么会不会有银行为隐匿不良放松标准呢？ 

不良的上一级是关注类贷款，正常来说大部分的不良应该都是从关注类贷款中过来

的，所以关注类贷款的占比也是监测银行是否隐匿不良的重要指标，如果关注类贷款占

比较高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该行在划分不良的时候尺度比较松，如果关注类贷款占比

较低，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该行划分不良的尺度比较严。 

图表2： 2016 年大行和中小行的关注类贷款占比开始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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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根据公布年报且数据完整的 29家上市银行和 69家中小银行的关注类贷款占比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关注类贷款的分化是从 2016 年开始，比不良早一年，而不

良大部分是由关注类转化的，从时间上来看关注类贷款占比和不良率的数据是比较合理

的，我们可以用关注类占比来预测不良。第二，2016年开始大行和小行出现分化，中小

行的关注类一路走高，2018 年略有回落，大行一路下降，2018 年略有回升。 

进一步观察这段时期的数据，近三年来银行的关注类贷款迁徙率在稳步上升，15 年

后银行的不良和关注类贷款都能较好的反应银行的资产情况，这说明整体上看银行用关

注类来隐匿不良的现象不明显，中小银行不良确实存在较大压力。 

图表3： 近三年银行关注类贷款迁徙率稳步上升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二、银行资产从“软标准”进化到“硬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中小行为了减缓不良压力，可以怎么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将不良

的标准放松。但是上文中已经看到，整体上银行用关注类隐匿不良的现象不明显，不过

其中也不排除存在个别银行会这么做。 

本次办法重新对银行资产的五级分类进行更细化的定义，将逾期作为资产类别划分

的重要标准，将“软标准”硬化就是为了堵上这个口子。 

图表4： 银行贷款的五级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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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旧定义  新定义  拨备  

正常 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

贷款本息不能按时足额偿还。 

债务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客观证据表明

本金、利息或收益不能按时足额偿付，资

产未出现信用减值迹象。 

1.5% 

关注 尽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

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

素。 

虽然存在一些可能对履行合同产生不利

影响的因素，但债务人目前有能力偿付本

金、利息或收益，且资产未发生信用减值。 

3% 

次级 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

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

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造成一定损失。 

债务人依靠其正常收入无法足额偿付本

金、利息或收益，资产已经发生信用减值。 

30% 

可疑 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

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 

债务人已经无法足额偿付本金、利息或收

益，资产已显著信用减值。 

60% 

损失 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

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

回极少部分。 

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后，只能收回极少

部分金融资产，或损失全部金融资产。 

100%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联讯证券 

新规严格规定了不良划分的标准，更强调债务人本身的信用风险，弱化担保的作用，

不仅明确逾期进入关注类，逾期 90 天以上、270 天以上、360 天以上至少划入次级类、

可疑类和损失类（都是不良），而且要求对于非零售债务人债权 5%以上被分为不良的，

对该债务人在本行的所有债权均应归为不良。 

图表5： 2018 年上市银行的平均逾期贷款率下降，中小行上升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根据现有公布年报和数据完整的 29 家上市银行和 56 家非上市中小行数据显示，大

行和中小行的数据在 2014-2017 年趋势是一致的，但是 2018 年开始出现分化，大行的

逾期贷款率下降了 1%，中小行却上升了 1%，如果将逾期 90 天以上计入不良，中小行

可能会面临比当前更大的压力。 

三、新规下中小行的不良压力与应对策略 

那么根据政策，将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情况如何？理论上来说，逾

期贷款和不良贷款并非一一对应，一笔贷款可能是逾期贷款而非不良，可能是不良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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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也可能兼具不良和逾期。银行一般不会将仅逾期一两天的贷款马上计入不良，所

以正常情况下逾期贷款是多于不良的，毕竟还存在“技术性”逾期（比如因为忘记还而

逾期一两天），所以逾期贷款和不良贷款之间一般存在一个“剪刀差”，即不良贷款<逾期

贷款。 

将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联系在一起就是不良贷款偏离度。根据当前的监管标准，如

果逾期 90 天以上全部划为不良，那么不良贷款的额度应该大于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的规

模，即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不良贷款<逾期贷款，不良贷款偏离度应该小于 1，即： 

不良贷款偏离度 =
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总额

不良贷款总额
< 1 

但是将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需要一个过程，具体银行在执行过程中可以

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进度。根据根据年报公布且的 25 家上市银行的数据，我们看到

数据上整体也符合逾期 90天以上贷款<不良贷款<逾期贷款的规律，2018 年上市银行逾

期 90 天以上贷款占不良贷款的比重是 92.7%，说明银行已经将大部分逾期 90 天以上贷

款纳入了不良。 

根据上市银行数据，将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的进度是，国有行最快，城商行

最慢，国有行>农商行>股份行>城商行，当前上市银行中只有城商行的平均不良贷款偏

离度是超过 100%的，也就是说从平均水平上来看，城商行还没有将全部逾期 90 天以上

贷款纳入不良。 

图表6： 城商行不良贷款偏离度较高 

 

性质  逾期 90天

以上贷款

（亿） 

逾期 90

天同比  

逾期贷款

合计（亿） 

逾期同比 不良贷款

（亿）  

不良同比 不良贷款偏

离度  

股份行 1 576.58 -2.69% 855.32 -4.47% 681.43 -0.55% 84.6% 

股份行 2 438.55 -6.62% 551.17 -0.99% 298.09 21.19% 147.1% 

股份行 3 520.6 -19.98% 791.29 -11.21% 538.66 12.48% 96.6% 

股份行 4 422.72 -7.46% 620.03 0.24% 536.05 -6.60% 78.9% 

城商行 1 76.75444 43.79% 143.4852 105.61% 97.11697 27.06% 79.0% 

国有行 1 1234.74 -7.14% 2029.32 -9.43% 1900.02 -2.08% 65.0% 

国有行 2 633.21 -17.14% 891.64 -9.71% 725.12 8.39% 87.3% 

国有行 3 1787.79 -0.04% 2699.32 -5.64% 2350.84 6.38%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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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商行 2 24.66663 53.37% 36.69871 41.69% 26.43749 38.49% 93.3% 

股份行 5 322.98 -3.57% 568.89 13.83% 384.21 18.61% 84.1% 

农商行 1 8.230095 -19.21% 9.032419 -17.48% 14.7371 10.12% 55.8% 

国有行 4 1206.76 7.28% 1757.21 5.94% 2008.81 4.47% 60.1% 

国有行 5 1351.97 2.82% 2199.51 8.43% 1669.41 5.35% 81.0% 

城商行 3 18.66013 11.65% 49.97062 -0.67% 23.05918 37.12% 80.9% 

股份行 6 591.69 0.83% 965.59 5.50% 640.28 19.35% 92.4% 

城商行 4 11.58007 -17.26% 31.41924 41.19% 28.282 69.84% 40.9% 

城商行 5 37.55025 13.94% 70.49344 2.50% 39.37936 104.50% 95.4% 

城商行 6 27.63605 24.55% 38.07127 40.64% 33.52706 18.11% 82.4% 

农商行 2 11.93316 -2.41% 14.85822 4.14% 13.55604 1.39% 88.0% 

城商行 7 37.55025 13.94% 70.49344 2.50% 39.37936 104.50% 95.4% 

城商行 8 20.82032 6.14% 43.53816 23.94% 21.17178 27.63% 98.3% 

城商行 9 61.15896 -24.09% 109.1478 3.42% 62.068 70.40% 98.5% 

农商行 3 44.63681 7.72% 84.51114 43.88% 48.05 7.95% 92.9% 

国有行 6 277.92 23.21% 423.56 20.08% 368.88 35.27% 75.3% 

城商行 10 28.87918 27.10% 62.6659 7.52% 32.4837 52.86% 88.9% 

股份行 7 83.15194 38.11% 106.5113 48.15% 104.1418 34.09% 79.8% 

城商行 11 211.3105 419.43% 314.1998 491.46% 64.41518 55.00% 328.0% 

农商行 4 34.92322 0.93% 55.20021 10.34% 49.263 49.22% 70.9% 

城商行 12 36.59293 -11.95% 56.5473 -16.76% 39.8 20.61% 91.9%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根据原来监管的要求拨备覆盖率要达到 150%，但是当 90 天甚至 60 天贷款都纳入

不良贷款后，不良贷款会增加，拨备覆盖率下降，不良贷款率上升。 

比如某银行贷款 1 万亿，不良贷款 250 亿，拨备 375 亿，拨贷比 3.75%，拨备覆盖

率 150%，都符合监管要求，但是如果不良贷款因为新的标准上升到 350 亿，则拨备覆

盖率就要下降到 107%。 

这个时候银行想让不良的指标显示较为平稳可以怎么做呢？ 

1、冲量来压低不良 

第一是增加贷款总额，加速计提拨备。银行的不良贷款额增加，但是与此同时银行

的贷款总额也在上升，所以不良贷款率就不会明显提升，根据上文的数据我们发现 2018

年各银行有一定程度上通过这种方法降低不良率，但是这么做拨贷比会下降，而且还有

资本金限制。 

要维持拨贷比平稳，需要同时多计提拨备，按照上文的例子，将拨备提高到 525 亿，

多计提150亿就维持拨备覆盖率150%，这样一来拨贷比也会跟着相应上升，升为5.25%。 

不良贷款率 =
不良贷款总额

贷款总额
=

贷款损失准备/贷款总额

贷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总额
=

拨贷比

拨备覆盖率
 

图表7： 2011-2018 年上市银行拨贷比和拨备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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