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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温州民间借贷风波撞上了我国银行业持续多年的
不良贷款“双降”拐点。2011年9月，是温州金融危
机全面爆发之际，也是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有规范
统计数据以来的*低点，不良贷款余额为4078亿元，
不良贷款率为O．9％。自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出现反弹并持续至今，不良贷
款率的反弹也紧随其后。防控和化解不良贷款再度成 为银行管理的首要任务。
这一轮不良贷款“双升”呈现“两域”和“两链
”特点，即不良贷款在长三角地区及钢贸、造船、光
伏等行业集中曝出，这些领域的企业资金链断裂后一
年，担保链也会崩溃。担保链危机对浙江地区银企伤
害很大，不仅导致众多企业因互保连累受困，也使大
部分中小企业再无法靠担保获取新贷款。两链危机叠
加，银行惜贷情绪蔓延，地方政府虽大力协调却收效
甚微。分母做不大，分子却难抑，不良贷款持续攀升
趋势难减。以温州为例，区域内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从
危机前的O．37％攀升至2013年末的4.4％，从全国不
良率*低的地级市变成了金融风险重灾区。
不良贷款过多会严重影响银行对经济的支持能力
。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从不同角度昭示，银行业不良
贷款也是诱发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各国银行
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对不良资产的管理和处置。
温州民间借贷风波撞上了我国银行业持续多年的
不良贷款“双降”拐点。2011年9月，是温州金融危
机全面爆发之际，也是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有规范
统计数据以来的*低点，不良贷款余额为4078亿元，
不良贷款率为O．9％。自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出现反弹并持续至今，不良贷
款率的反弹也紧随其后。防控和化解不良贷款再度成 为银行管理的首要任务。
这一轮不良贷款“双升”呈现“两域”和“两链
”特点，即不良贷款在长三角地区及钢贸、造船、光
伏等行业集中曝出，这些领域的企业资金链断裂后一
年，担保链也会崩溃。担保链危机对浙江地区银企伤
害很大，不仅导致众多企业因互保连累受困，也使大
部分中小企业再无法靠担保获取新贷款。两链危机叠
加，银行惜贷情绪蔓延，地方政府虽大力协调却收效
甚微。分母做不大，分子却难抑，不良贷款持续攀升
趋势难减。以温州为例，区域内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从
危机前的O．37％攀升至2013年末的4.4％，从全国不



良率*低的地级市变成了金融风险重灾区。
不良贷款过多会严重影响银行对经济的支持能力
。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从不同角度昭示，银行业不良
贷款也是诱发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各国银行
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对不良资产的管理和处置。
自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
双升，无疑再次成为银行业管理部门及专家学者研究
的重点。由唐岫立编*的《挥不去的梦魇--商业银行
之不良贷款》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以较能说明
问题的历史跨度和较为广泛的经济金融领域现状为背
景，在分析多方面原因的前提下阐述不良资产问题的 解决方法。
对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产生的历史原因及这次欧
美危机后银行业持续增加的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进行
分析，以区分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
的影响。我国银行业改革前的不良资产主要产生于计
划经济和制度转轨时期，政策性因素强烈，还有就是
银行自身管理问题。这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银行业不
良资产产生的原因不同，欧美、拉美以及东南亚国家
银行业不良资产的集中出现，往往是由于金融危机的
爆发，大量不良资产拖累经济并进入恶性循环，引起
经济的长期萧条。我国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像这样的
金融危机，本文认为，2011年9月爆发的温州民间借
贷风波是一次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性金融危机案例。
本文观察到经济因素对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影响，
同时关注到剧烈的金融波动对我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的
伤害，以帮助商业银行深刻理解立足服务实体经济的
发展理念，加深对银行业监管必要性的认识。对不良
贷款产生的非经济因素的分析，则有助于防止银行管
理者利用不良贷款产生的经济因素来掩盖信贷管理行
为的不审慎，甚至导致政府对经济因素的过度担忧而 作出不恰当的经济调控。
本文从现有的文献及其不足之处出发，分别用定
量与定性的方法，全面分析了国内外银行业不良资产
产生的原因及银行业处置存量不良、控制增量不良的
有效实践，并结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阐述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研究现阶段及下一步防
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新增的制度设计，为商业银行管 理及银行业监管实践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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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岫立，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温州银行副行长，曾任中国银监会处长。师从我国
金融学泰斗、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林继肯教授，秉承导师“中国的经济学家
要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理念，致力于金融理论转化为金融政策并应用于商业银行发展
的实践，先后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省分行、大区分行、总行，中国银监会中小银行监管
部、规制监管部、政策研究局及温州银行，长期从事微观企业、中观行业、宏观经济运
营情况及银行业风险的分析研究，长期参与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政策、银行业监管政策
、产业发展等宏观调控政策及其相协调机制的制定、后督和后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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