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湖南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市场状况的调查报告 

 

  长沙办事处 聂毅斌 

刚刚过去的 2014 年，中国经济增速创 24 年的新低，全年 GDP 增长速度降至 7.4%。在

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影响下，经济

整体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在新常态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反弹趋势仍在持续。 

一、2014年湖南地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形势较为严峻 

近日据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透露，截至 2014年 12月末，银

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 1.64%，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1.29%，与 2013年同期数据 1.49%、

1%相比有所提高，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预计将突破 8000 亿元。与之相应的商业银行资产

总额也增长明显，截至 2014 年 12 月末，银行业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9.6%至 117.4 万亿元，

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3.3%至 86.8万亿元，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同比增 13.6%至 168.2万亿

元。 

不良资产余额大幅增长既跟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增加有一定关系，也受到了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的直接影响。虽然截至 2014 年 12 月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保持在 230.5%的较高水

平。截至 2014年 11月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到 12.93%，同比增加 0.75 个百分点。

从资本充足水平、拨备覆盖率上看，银行体系的风险抵御能力已大幅增强，银行承受不良贷

款反弹的空间仍然充裕，但随着更多不良贷款的暴露，银监会多次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加快不

良贷款核销工作，尽量避免高拨备与高不良并存，账销案存，轻装前行。根据银监会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3年底湖南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2.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99%， 2014

年不良贷款仍在继续攀升，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核销压力持续增加。 

二、2014年湖南地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市场情况 

面对已暴露的金融风险，银监会多次要求银行业要加快核销不良贷款。2014 年下半年

来，湖南地区各金融机构陆续推出不良资产包多达 8 个；涉及标的债权本金达 50 亿元，债

务利息超 8亿元；包含债务人 208户；主要分布在长株潭、湘西自治州、张家界、郴州等地

区；行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餐饮酒店、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房地产等；贷款分级以可

疑类、次级类为主；绝大部分已经停业；大部分贷款都有土地和房产做抵押担保，但也存在

抵押物估值偏高，债务人涉及民间借贷，跑路失联等情况。笔者将 2014 年湖南省地区主要

不良资产包情况统计如下，见表 1： 

 

 基本情况 债权标的情况 竞标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出让债权本金

（万元） 

出让债权利息及

其他权益（万元） 
户数 

中标价格

（万元） 

折扣率(中标

价格/本金) 
中标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

行不良资产包 2014-1 
65,305.00 22,664.00 15 -  - 信达 

2 
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

行不良资产 2014-1 
69,854.71 18,901.07 34 - - 流标 

3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

行不良资产 2014-3 
59,531.98 17,756.77 35 - - 东方 

4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

行不良资产 2014-2 
23,764.43 4,434.97 15 - - 流标 

5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

省分行不良资产 2014-1 
124,428.00 7,279.28 29 -  - 信达 



6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

省分行不良资产 2014-2 
147,261.00 9,015.00 26 -  - 信达 

7 
长沙银行不良资产包

2014-1 
1,528.10 1,688.10 19 - - 流标 

8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不良

资产包 2014-2 
9,310.52 334.7 35 -  - 华融 

合计 8个不良资产包 500,983.74 82,073.89 208 64176 15.82%（平均）  

表 1：湖南地区 2014年不良资产包统计表 

从表 1中推包的机构来看，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除中国银行以外，其他

三家均不同程度的推出了不良资产包，而股份制商业银行推包的力度并不大，从成交的情况

来看，去年总共推出的 8个资产包中有 5个竞价成交，共成功转让了 40.58亿元的债权，占

推包总额约 81%，总成交价约 6.42 亿元，中标折扣区间为 6％-69％，平均中标折扣率为

15.82%，此外，从资产包推出的时间上，绝大部分资产包的推出时间均集中在 2014 年下半

年，初步分析可以判定年末短期内金融机构为消化不良出表的压力凸显，另一方面也显现出

湖南不良资产一级市场仍然有较大的拓展空间，资产公司参与积极性较高。 

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驻湘机构中，信达资产是湖南地区不良资产包的主要竞买者，2014

年下半年总共中标了三个资产包。其中两个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不良资产，该

资产包债权规模较大，均超过 10 亿元。但由于该两个包内有较多的政策性贷款和无抵押信

用贷款，且资产所在地偏远，虽然购买折扣率处于 8个资产包中折扣区间的低值，但处置难

度也非常大。另外一个农行包主要债权资产也集中在长沙以外地区，可运作增值资产较少，

预计清收成本较高。 

华融资产长沙公司 2014 年以接近本金的价格买入了招商银行的个人经营性不良贷款

包，该资产包中涉及到大量债务人失联，抵押物评估价值虚高等情况，处置难度预计也会很

大，未来盈利空间有限。长城资产长沙办 2014年未能竞得不良资产包。 

东方公司长沙办在总部指导下，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不良资产市场机会。2014 年总共

参与了 8个不良资产包的尽调核价工作，通过充分的尽职调查和债权评估，有选择性的参加

了三个资产包的竞价工作，并成功的竞得了资产质量较好的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2014-3号不良资产包，为我办未来处置留下了较大的盈利空间。 

整体来看，湖南地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市场的活跃程度相较江浙沪长三角地区仍有一定

的差距，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推出可以定义为被动型的方式，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驻湘的机

构参与市场的态度仍然受制与其总部的政策导向，或激进或审慎。 

三、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的手段和方法 

面对日益复杂的金融风险，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既要保持战略定力，

又要积极主动作为。银行业应立足自身、因时施策，在发展中控制不良贷款，在盘活中降低

不良贷款，在处置中消化不良贷款。 

具体看，一是要及时核销不良贷款。二是要积极盘活不良贷款。可以充分利用金融市场

参与者的不同风险偏好，借助资产证券化、资产流转，通过合理渠道向有条件、有意愿的投

资者出售不良贷款。三是要争取重组不良贷款。四是要探索转化不良贷款。可以充分利用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各省陆续成立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渠道，探索不良贷款批量化、市场化

处置的有效机制。 

为盘活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增强抵御风险能力，促进金融支持经济发展，防范国有资产

流失。财政部、银监会联合下发了《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

号），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的相关要求。规定金融企业对一定规模的不良资



产（10 户／项以上）进行组包进行批量转让，只能定向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对于 10 户/

项以下的不良资产进行转让，资产管理公司可以与商业银行进行协商，进行协议转让。《办

法》也进一步明确了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过程中的权力和义务，为不良资产批量化、

市场化处置奠定了制度基础。 

目前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段： 

1.传统处置手段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多是选择催讨追偿、司法诉讼、以资抵债以

及呆账核销等手段。尽管这些处置手段多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处置进程要求不断加快、

处置难度不断加大的新形势下，其局限性不断显现，单纯依靠这些传统的常规手段已无法迅

速有效地缓解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压力。 

2.不良资产证券化 

不良资产证券化是指将流动性差的不良资产分离出来，转化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

流通的证券。早在 2008 年，建行就成功发行了中国首个资产证券化产品——“建元２００

８－１重整资产证券化”，该手段也在资产管理公司中也有应用，但相对于传统的处置手段，

要求较高，同时也面临相应的操作和发行风险。 

3.出售转让 

出售转让即银行在对债权及其他资产进行评估的基础上，通过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的方

式将不良资产转让于第三方。出售转让分为单一债权和批量债权出售。批量债权出售一般是

将不良资产进行打包，也就是将一定数量的债权、股权和实物等资产进行组合，形成具有某

一特性的资产包，再将该资产包通过转让、招标、拍卖、置换等手段进行处置。 

但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尚无法向社会一般投资者直接以本金打折方式出售不良贷款。由

于现行法规不允许国有商业银行按实际价值，通过直接缩水的方式处置不良贷款，银行只能

通过实施以物抵债或减免息，通过间接缩水的方式处置不良贷款。而该处置方式处置时间长，

处置成本高，处置效率低。 

根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相较一般社会投资人，金融企业批量转

让不良资产给资产管理公司符合监管相关规定，是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主要手段。 

4.财产信托 

信托是财产的所有人（委托人）将财产权利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依委托人的意愿，为

受益人的利益或为特定目的，管理和 处分信托财产的关系。对于银行而言， 就是将拟处置

的不良资产（一般是资产“打包”）作为信托财产，由专业的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来管理处

置不良资产。但近年来,通过信托平台发布的信贷资产理财产品,逐渐出现乱象。银监会也发

布了相关规定，要求商业银行的银信理财产品在由表外转入表内，所以该处置方式难以成为

主流。 

5.挂牌转让 

商业银行通过各地的产权交易平台和金融资产交易所将信贷资产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

转让给其他投资者，优势在于交易平台中询价的客户较多，资产增值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不

良资产的回收率较高。但通过这些途径处理不良贷款，尚在摸索阶段，目前未大规模展开，

且处理的都是小额贷款，大额不良贷款处理渠道仍然很少，而且公开挂牌转让要披露较多的

信息，商业银行并不一定愿意，因此资产管理公司仍是银行不良贷款处置的最主要渠道。 

目前湖南地区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贷款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类似于工、建、农行，采

取的方式是在总行的统一指导下，全国集中推出，批量自行处置为主，委托资产管理公司或

律所等中介机构处置为辅，而股份制商业银行或地方法人银行则根据行内不良处置消化的需

求，适时退包。但整体来看，商业银行处置不良的方式仍以公开批量整体处置为主。所以

2014 年湖南地区还有很多商业银行像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除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以外的其



他主要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都还未开始公开出售不良资产。但预计随着 2015 年不良资产核销

压力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更倾向于以公开竞价方式向资产公司批量转让不良资产，以快速

降低不良率。 

另外上述《办法》还同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法设立或授权一家资产管理

或经营公司，且上述资产管理或经营公司只能参与本省（区、市）范围内不良资产的批量转

让工作，其购入的不良资产应采取债务重组的方式进行处置，不得对外转让。到目前为止，

银监会共批复了 10家地方 AMC，但湖南地区暂未设立。 

四、湖南省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市场预测 

据总公司发布的《2014：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预测，2015 年我国商业银

行不良贷款规模将呈现上升趋势，预计 2015年四个季度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 8973.21 亿

元、9715.73 亿元、10506.57 亿元和 11347.37亿元，不良率分别为 1.29%、1.36%、1.44%

和 1.52%。由此可见 2015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破万亿几无悬念。 

《报告》同时预测湖南省地区 2015 年的不良贷款余额同比预计小幅增长，预计规模为

113.33 亿元。其中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继续是不良贷款的高发行业。由此

我们可以预计未来金融机构有较强的意愿出售不良资产，2015 年湖南不良资产市场将会稳

定增长。据了解，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预计 2015 年会继续推出两个不良资产包，债权

规模在十个亿左右，继续采取公开竞价的方式进行批量转让。预计湖南地区 2015 年不良资

产一级市场规模将超过 50亿元。 

五、2015年不良资产市场策略 

办事处作为总部派驻湖南地区的经营单位，在业务发展方向上，应在 2014 年不良资产

市场取得突破的基础上，跳出原有的不良资产的处置思维模式，高度重视，审慎选择，持续

关注湖南地区 2015 年乃至今后不良资产市场发展趋势，认真把握不良资产市场机遇，积极

探索与商业银行开展协议转让，过桥收购等业务模式，并进一步拓展下游市场，做好资产管

理公司一级批发商的角色，未来办事处还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不良资产业务核心竞争

力： 

1.丰富不良资产业务合作模式。一是通过主动营销，充分发挥市场不良资产一级批发商

的优势地位，挖掘潜在投资者开展不良资产过桥收购业务；二是与银行加强沟通，创新使用

协议转让、代持回购等多种不良资产处置合作模式。 

2、升级换代不良资产的运作模式。从原来的简单处置向投行运作、向增值运作方向转

化。不断学习国外投行的经验，践行重建与再生的不良资产运作理念，对不良资产进行分拣，

具备火眼金睛，对有重组价值的项目能增值运作的项目自己进行处置、重组或经营，把不良

资产有潜在价值的题材业务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不断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收益率。 

3.加快处置，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只有不断提高新收购的不良资产回现速度才能

降低资金成本的占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积极开拓合作处置，打包处置等多种处置

手段，通过引进社会资金共同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 

4.提高员工不良资产业务水平。积极开展多项不良资产业务培训，提高现有员工的不良

资产业务能力。同时合理借助中介机构的专业能力，提高不良资产收购处置效率。 

2015 年是不良资产业务发展重要的一年，面对不良资产市场机遇与挑战，需要有更为

广阔的视野和更为专业的处置手段和能力，需要把不良资产的处置与公司整体转型过程中其

他业务的拓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集团的协同作用，才能真正在不良资产市场占有

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