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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3/2021_2022__E9_98_B2_E

8_8C_83_E9_A3_8E_E9_c92_633945.htm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银

行系统新增人民币贷款超过5.8万亿元，把年初全年新增贷款5

万亿元的目标远远抛在了后面。银行信贷如此超常规的增长

，引起市场各方对不良贷款反弹以及后续风险隐患的许多担

忧。国际上，一些著名研究和评级机构也认为，中国银行业

正在进入一个以低利润、低增长、高风险为特征的新阶段，

并出于风险因素的考虑，纷纷调低了包括国有大型银行在内

的中资银行评级。由此，在当前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下

，如何在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有效地控

制和防范风险，实现银行自身稳健可持续发展，已是商业银

行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要收藏 事实上，处理好“支

持经济发展”和“防风险”的关系，实现银行发展“速度、

质量、规模、效益”的统一，一直是困扰着中国银行业的难

题。因此，围绕着“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以及“保增

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多次强

调，这两个目标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国国民

经济的增长少受一些外界的冲击，银行的不良贷款也会降下

来。银行业要始终坚持“保增长”和“防风险”相结合，当

前与长远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切实防范信贷风险，

确保稳健发展。 在支持经济发展和防范风险这一对辩证统一

的关系中，首先，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银行防范风险的

重要保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客观要求，也是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系统有效应对国际



环境不利影响的根本出路。其次，防范风险又是商业银行发

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银行支持经济有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把扩大国内有效需

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立足点，及时调整宏观政策取向，迅

速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十项措施，陆续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政

策，形成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计划。为支持经

济发展，银行业随即展开了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今年前5个月

，我国新增的5.8万亿元贷款，大部分投入到了政府主导的投

资项目和拉动经济复苏的行业中，为重振经济计划的顺利实

施提供了极大的资金保障。 应当说，在间接融资仍占主导地

位的今天，决定了银行必定要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和“保增长”的主力军。但银行支持企业实际上也是在自救

，因为如若金融危机继续向实体经济蔓延，经济形势不见好

转，必将反过来影响国内银行业的经营和发展。通过各项经

济刺激和行业振兴规划以及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

策的共同作用，促进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逐步向好，经济形势

企稳回升，一方面，将有效减弱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

济的冲击和影响；另一方面，经济环境的逐步趋好，也将为

银行的发展和信贷资产安全创造良好的条件，有利于银行降

低风险。换句话说，金融经济相辅相依，防范新的风险发生

和化解旧的风险最终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无论银行采取多

么完备的防范手段，如果企业经营情况不理想，甚至亏损倒

闭，最终还是会形成风险；无论银行采取多么有力的措施去

化解风险，如果授信对象不能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提高效

益，最终风险还是难以化解。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

到，今天的银行已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



和公开上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

管理水平，已成为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立足根本

。尽管我国商业银行整体抗风险能力大为增强，但由于长期

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商

业银行防范风险的任务依然很艰巨。我们还应当看到，始于

去年底的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从本质上依然延续了过去传统

的做法，粗放的增长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历史经验

证明，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张、简单粗放式的发展，具有较大

的系统性风险。银行加强风险防范，就是要防止实体经济的

风险通过信贷向银行业扩散。因为，金融体系的安全与否对

经济的影响将是致命性的，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

衰退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目前，由于经济形势及前景

仍存在不确定性，有人担心会出现银行\"惜贷\"的情况。对这

个问题，从表面上看，银行从防范化解风险的立场出发，客

观上可能会造成信贷投入不足，影响经济发展，而实际上，

银行无论是防范风险还是化解风险，其目的是提高授信质量

，增强资金的流动性，把有限的资金存量和增量优化配置到

经济发展中那些有市场、效益好的行业、企业、区域和项目

上，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最终还是为

了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进一步说，加快发展是硬道理

，是解决经济和金融深层次矛盾的根本办法，但发展是有条

件的，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硬发展，不是科学发展，从根本

上对发展是有害的。银行的科学发展首先就是要明确发展的

约束条件，在满足诸约束条件下实现发展。从经济角度看，

银行发展的约束主要有成本约束、治理约束、人才约束、法

律约束和监管约束。不顾约束条件硬发展，一方面反映了银



行的体制存在着缺陷，另一方面会有害长远的发展。 当前，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和深化，对我国经济金融运

行的深层次影响逐步显现，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运行环境

更加复杂，经营管理压力和潜在风险会进一步加大，银行业

盈利水平、资产质量和抗风险能力都面临严峻考验。而经历

了改革之后的中国银行业，又第一次面临经济下行周期的考

验，面临的形势不可谓不严峻。因此，各家银行在继续贯彻

落实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对经济发展的

支持力度的同时，应把风险控制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

务，加强内部管理，进一步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严防信贷风

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经济协调发展。 现实情况中

，目前银行抵御风险的各项指标并不尽如人意。作为抗风险

能力的重要指标，今年一季度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去年

底相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有个别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尚

未达到监管部门10％的严格要求。从风险覆盖上看，个别银

行的拨备覆盖率仍在130％的监管底线之下。此外，盈利能力

的下降和不良贷款的上升也使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受到考验

。作为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今年一季度四大国有上市银行

的净利息收入集体出现同比下降。而在股份制银行中，除两

家银行的净利息收入同比有所增加外，也出现全体下降。资

产质量方面，虽然不良贷款率由于贷款总量的增加有所降低

，但不良贷款余额则出现不约而同的上升，其中中小银行的

不良贷款余额上升趋势明显。 央行在日前发布的《中国金融

稳定报告（2009）》中强调，当前银行业处理好支持经济发

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既要避免盲目惜贷，也要防止盲

目放贷，积极防范信用风险。一要把握信贷投放节奏，保持



信贷总量合理增长。注意防范低水平重复建设可能引发的信

贷风险。二要继续优化信贷结构，适当控制对一般加工业的

贷款，限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

关注集中放贷行为的潜在风险，降低信用风险集中度。三要

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强化信贷监督和内控建设，建立健全重

大项目和重点行业、企业信贷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信贷风险事件。四要运用信贷资产重组

、转让和其他信用风险管理工具，适度分散信贷风险。五要

加强房地产信贷风险管理，密切监测房地产价格波动，积极

开展压力测试，动态评估房地产信贷风险。 总之，2009年中

国经济、金融发展面临新形势，对银行业来讲，要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处理好效益、质量、规模、速度之间的关

系，坚持银行经营的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相统一的基本

原则，在切实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全力\"保增长、调结构、

扩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