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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资产转让实现新突破 

化解不良资产既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银

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内容。2021 年 1 月 12日，银保监会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便函[2021]26 号）(以下简称

《通知》)。主要关注点如下： 

一、《通知》实现了不良资产转让的四大突破，有利于实现不良资产的高效化、批

量化处理 

第一，拓宽不良资产转让类别，允许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根据此前相关规定

(财政部、中国银监会联合印发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财金〔2012〕6 号）第八条)，个人贷款不良资产不得进行批量转让。本次允许个人不

良贷款进行批量转让。值得注意的是，《通知》明确参与试点的个人贷款范围为已经纳

入不良分类的个人消费信用贷款、信用卡透支和个人经营类信用贷款，住房按揭贷款、

汽车消费贷款不包含在内。这一规定主要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不良率整体较低，商业

银行转让动力不足有关。2017年，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不良率仅为 0.3%，是不良率最低

的领域。汽车消费贷款不良率为 1.5%，虽然高于个人抵押贷款不良率，但其以汽车为

抵押，银行清收不良相对容易，因此银行转让汽车消费贷款不良资产的动力也不足。目

前，个人不良贷款主要集中于信用卡透支和个人经营性贷款等领域(图 1)。总的来说，

《通知》充分考虑不良贷款市场细分领域的特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图 1：2017年不同类型个人贷款不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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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银保监会，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二，放宽不良资产批量转让门槛要求，允许对公贷款不良资产以单户的形式进

行转让。根据财金【2012】6 号要求，此前对公贷款不良资产只能以 3 户及以上的数目

进行组包，允许对公贷款不良资产以单户的形式进行转让将明显降低不良资产转让的

门槛。值得注意的是，单户对公不良资产转让的管理成本高，对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并没

有明显优势，但这对金融投资公司等其它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将会更有吸引力。 

第三，拓宽不良资产转让对象，允许更多金融机构参与不良资产转让。根据财金

【2012】6 号要求，此前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转让对象主要是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地方资

产管理公司)，此次将转让对象进一步拓宽至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这有利于丰富不良资

产处置市场主体，做大不良资产转让市场。目前，我国 4 家全国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59家地方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及 5 家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第四，不良资产转让的地域范围有所放宽，个人不良贷款转让不受区域限制。此

前要求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只能参与本省（区、市）范围内不良资产的批量转让工作，此

次通知明确，个人不良贷款不受区域限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可跨区域参与个人不良

贷款转让。 

二、《通知》意义重大，有利于提高不良资产处置速度，前瞻性化解不良资产上升

压力 

疫情冲击之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压力明显加大。未来货币政策直达实体经济

工具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面临大幅反弹压力，这要求备足抵御风险

的“弹药”，前瞻性化解不良资产。提高不良资产转让力度，有利于加快不良资产处置

步伐，帮助银行优化信贷结构，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渠道有四种：一是清收重组和减免，二是自主

核销，三是不良资产对外转让，四是不良资产证券化。清收重组需要银行一对一地与债

务人进行商谈，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将耗费大量时间和资金，债务减免主要针对重点国

有企业，该方式不具有普遍性。自主核销主要指银行用坏账拨备来抵消不良贷款，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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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造成银行利润下降，还使得企业债务问题显性化。此外，监管层对自主核销的条件要

求严格，整个流程耗时较长。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主要指银行将不良资产大批量的转让

给资产管理公司，但在目前不良资产规模较大且未来还可能进一步上升的背景下，资

产管理公司的承接能力有限。不良资产证券化于 2016年开始重启，受定价困难、技术

复杂等影响，整体发展较为缓慢。总的来看，这四种处置方式各有优缺点，速度慢、批

量化处置能力不足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中普遍面临的问题。 

三、策略选择 

《通知》的颁布为不良资产批量化转让扫清了障碍，有利于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速

度。商业银行要以此为契机，加快不良资产处置速度。一是做到风险的早发现、早识别，

把好风险管理第一道关口建立风险。着力构建包括政府资产登记管理部门、海关、税

务、法院、公安等多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全面准确掌握企业真实债务信息和还款能

力。二是清收处置把握“抢”字诀，第一时间开展化解工作。资产清收处置时间越久，

清收化解工作效果越差。三是综合运用多种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尤其是充分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等新手段，提高不良资产回收率。 

对政府而言，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不良资产处置的金融生态以及相关监管政策，支持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具体来言：一是加快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着力推动覆盖全社会

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建设，打击恶意逃废债，为不良资产处置建立良好社会环

境。二是进一步放开核销自主权，赋予银行自主核销的权利。在资产准确分类、拔备充

足的前提下，自行制定核销政策，自主核销。三是搭建全国统一的不良资产流转平台，

将不良资产变废为宝。由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牵头，搭建全国统一标准的互联网不

良资产处置平台，提高标的资产透明度和披露信息的标准化，提升不良资产的交易效

率。 

（点评人：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李佩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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