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金融机构对公用企业贷款的法律风险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8_AF_95_

E8_AE_BA_E9_87_91_E8_c122_480392.htm 一、问题的提出 新

《企业破产法》将于2007年6月1日生效实施，随着该法的实

施，金融机构如采用原有政策对公用企业进行贷款，将出现

不可回避的法律风险。这个风险的来源--就是新《企业破产

法》对公用企业的破产已作了新的规定，根据新《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的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

规定清理债务。”从该条的规定来看，新《企业破产法》的

适用范围具体包括：1、国有企业；2、集体企业；3、三资企

业（不属于企业法人的三资企业不适用该法）；4、公司（包

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5、私营企业中属于公司

类的企业。这就清楚地说明，公用企业的破产属于该法的调

整范围，在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试行）中，该法第三

条对公用企业的破产明确规定，这类企业不予宣告破产，当

这类企业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由政府有关部门给予资

助或帮助清偿债务，在新的《企业破产法》中，上述内容已

没有规定，这就进一步说明，这类企业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时，政府部门不再给予资助或帮助清偿债务，这就等于拿

掉了这类企业不能清偿债务时，由政府埋单的保险套。 当然

这类企业要真正的宣告破产，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那么

这类企业真出现资不抵债或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其所负债

务是不是要给予免除或不予清偿到期债务呢？答案也是肯定

的，就是不能免除，其所负债务肯定要清偿，但这个清偿却



是附有条件的，根据新《企业破产法》第八章关于重整的规

定，这类企业如真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资不抵债的情况

，就可根据该章的规定寻求破产保护，通过破产重整达到迟

延履行债务、债权转股权等目的实现，这时作为债权人即期

应收回的债权及收益就不可能得到现实的实现，这就是风险

的所在。 二、公用企业可能出现的困境成因和解困策略 公用

企业是指涉及公用事业的经营者，包括供水、供电、供热、

供气、邮政、电讯、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经营者。由于这类企

业的经营性质具有社会公益事业的特征，经营具有明显的垄

断性，所以其产品的销售不受市场影响，但价格却受到政府

的严格限制，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变化自由定价，这就形成

了企业自身积累有限的问题，正是基于此，这类企业在建设

过程中，由于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其建设规模往往要超前于

现实社会的发展，这就带来了其建设资金如何解决的问题？

当然其建设资金要靠企业自身筹集或政府投资，这是不太现

实的，要解决这个矛盾，银行贷款就成为解决这个矛盾的首

先方案，银行在对这类企业贷款时，由于1986年的企业破产

法（试行）所作的规定，其放贷的条件就比较宽松，现在新

《企业破产法》对此已作了改变，政府的职能也作了相应调

整，企业的行为就是企业的行为，政府不能再为企业行为买

单，这就带来了这类企业由于投资规模超前于现实社会的需

要，必然形成一定的资源闲置，这部分闲置的资源不能及时

地产生效益，势必影响企业的收益，也就会带来偿债的困难

，现以某供水企业为例，举例说明如下： 某市供水企业原有

供水能力每日50万吨，与之相适应的该市城市规模形成的供

水最大需求量亦为每日50万吨左右，随着该市的城市发展，



该市的供水已出现紧张状态，为解决日益紧张的供水矛盾，

该市决定再建一个日供水能力为50万吨的大型水厂，使该市

的日供水能力达到100万吨，要建一个这样的水厂需建设资

金13亿元人民币，这个水厂建成后，能保证该市十年内，不

会出现供水紧张的情况，于是采用银行贷款建成了这个水厂

，水厂建成后，该市目前的日供水需求量仍为每日50万吨，

这就出现了该供水企业有50万吨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

这时银行贷款到期，每年需偿还银行贷款本息1.8亿元人民币

，而该供水企业每年的销售收入只有1亿元人民币左右，由于

该供水企业不能偿还到期的银行贷款，导致银行直接从其帐

上扣划其银行存款，造成该企业经营出现严重危机，由于无

钱交纳电费，导致供电部门对该企业停电、由于无钱购买原

材料，导致水处理不能正常进行、由于无钱对生产设备进行

维护和检修，导致生产出现安全隐患、由于无钱按时发放工

资，导致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出现等问题，该企业为解困，

多次向政府申请帮助，后在政府的协调下，银行同意留下部

分存款，用于解决工人工资，供电部门同意暂时恢复供电，

这才使该企业暂时渡过难关，但要还债，还得要靠企业自己

，而企业自身在目前的情况下，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困难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解困的目的，如果说该企业现有的

生产能力全部得到实现，按此测算，该企业年销售收入就可

达到2亿元人民币，在偿还了1.8亿元银行贷款后，尚有2千万

元销售收入，可供其维持基本的生产需要，但由于其供大于

求的矛盾，才使其出现今天的困境，试想在新《企业破产法

》实施后，该企业采用破产重整的方式解困，鉴于该企业的

特殊性，加之其制定出符合新〈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规



定的重整草案，其解困的目的是不会出现法律障碍的，作为

银行的贷款回收期就有可能要适应该企业目前的偿债能力，

而不能随意扣划该企业的银行存款。 三、金融机构对公用企

业贷款的风险规避 基于上述举例，笔者认为金融机构要规避

对公用企业的贷款风险，应该做到： 1、在新增的贷款审批

中，要充分考察这类企业的市场需求能力，制定出与之相适

应的放贷计划和还贷期限，使其经营收入大于或约等于还贷

的能力； 2、对出现上述举例说明的企业，要积极主动地帮

助其寻找解困的途径，必要时要主动减免部分债务或延长还

贷期限，使其度过暂时的难关，避免其启动破产保护的程序

； 3、如出现投资规模与其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的情况，其贷

款申请基于某种原因又不能不满足的时候，应在坚持原则的

基础上，积极寻求投资机构的帮助，将部分贷款转贷于投资

机构，由投资机构对其进行投资，使贷款的风险降至最低，

从而避免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发生。 总之，在新的《企业破

产法》实施后，金融机构对公用企业的贷款必将出现这样或

那样意想不到的贷款风险，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对某些事例结

合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进行分析论证，以达到对金融机

构的风险提示，使金融机构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相应规章

的建立和健全预警、应变机制的完善。 （作者：张其春，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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