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时报：强监管年 银行业严守风险底线不放松 

 

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今年以

来，监管部门重拳出击，相继部署开展了“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十乱象”

等专项治理工作，治理效果显著。在监管部门的强力管理下，一些金融乱象得到有效整治。 

来自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16704 亿元，不良

贷款率 1.74%，不良率延续了上半年稳定向好的态势，银行业资产质量不断夯实。 

“从三季报来看，虽然资产质量拐点尚未到来，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而且部分地区和行业的风险尚未完全暴露，但上市银行资产质量延续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稳

定向好的态势，大部分银行实现了不良率的持续改善，前期积累的不良资产在一定程度上也

得到了有效处置。”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认为。 

强监管成效显著 

今年以来，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影响，金融发展和银行经营面临诸多风险挑战。 

面对严峻的风险形势，我国政府坚持底线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审慎管理，健全

金融监管的组织架构和工具手段。 

“特别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第五次全国金

融工作会议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有利于切实维护金融稳定，坚守不发生系统性

风险的底线；监管部门针对重点风险和重大资产泡沫加大处置和防范力度，整治金融乱象，

比如同业、委外业务等；银监会也先后出台‘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等多项监

管措施。” 吴琦表示。 

监管部门开展金融乱象综合治理效果明显。今年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余额累

计减少了 1.9万亿元，理财产品余额同比增速降至个位数，较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 35个百

分点；上半年新增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新增各项贷款的比重 25.1%，比去年下半年的高峰期

降低了 19.9个百分点；表外业务方面，从 4月份开始，委托贷款余额连续减少。上半年银

行业同业资产、同业负债规模双双收缩，分别下降 5.6%和 2.3%，这是自 2010年以来的首次

下降。 

同时，银行业也主动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和监管环境，进一步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2017年以来，银行业资产质量连续 3个季度保持平稳运行，关注类贷款和逾期贷款

的增长也开始出现减速的迹象，不良贷款快速增长的态势已经得到了初步遏制。这与宏观经

济增长提速有关，也是银行业近年来持续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的结果。”？交通银行金融

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许文兵表示。 



2017年前三个季度，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余额分别增加 1581亿元和 694亿元，同比

少增 614亿元和 5222 亿元，占比分别为 1.74%和 3.56%；不良贷款占比与年初持平，关注类

贷款占比较年初下降 0.31个百分点。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也认为，今年以来，随着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向好以及金融

监管加强，银行业不断提升抗风险能力，风险总体可控。 

主动防范化解风险 

虽然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有助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但也要看到，我国经

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部分领域的潜在风险仍需

加以关注。 

“随着全球经济持续缓慢复苏，美联储有可能继续加息和缩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

我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银行业面临的外部风险有所上升，需要更加重视流动性风险和

市场风险管理。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部分行业去产能以及处置僵尸企业政策

实施，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债券违约风险依然不能低估。此外，在金融监管趋严和金融去

杠杆背景下，银行依法合规经营仍面临压力。” 温彬表示。 

2018年，商业银行仍将面临复杂多变的金融风险环境。吴琦认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我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而且在部分重点领域，比如企业杠杆率、房地产行业、人民币汇

率、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触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较高，这些领域也将成为银行业明年重点防

范的风险领域。 

在钢铁、煤炭、房地产等领域，实体经济行业去杠杆与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任务

相交织，将更进一步加大了企业去杠杆的压力。而我国实体经济企业的贷款大部分来源于商

业银行，因此一旦不良贷款大规模爆出，将会对银行体系的稳定产生冲击。 

地方政府债务仍需重点关注。当前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平台”融资、债券市场发债、“政

府引导基金”等方式与商业银行业务日益紧密。如果地方政府债务出现问题，以地方政府为

背景的部分城商行或者农商行或将面临挤兑风潮及战略资本退出的风险。 

“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防范依然任重道远。受文化因素等影响，居民更喜欢将房地产作

为投资保值的最重要工具，这使得房地产金融属性过强，房地产价格易涨难跌。未来一旦贸

然放开限贷限购等从严房地产政策，房价仍存在非理性上涨的可能。”？中国银行国际金融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李佩珈表示。 

坚持底线思维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在整个金融业中占比较高，

因此，银行业明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仍将是守好安全防线和风险底线。 

“针对当前金融风险点多面广、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强等特点，商业银行

应从经营理念、业务模式、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进行根本变革，成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坚

强阵地。银行业要跳出‘重贷轻管’的传统风险管理模式，做到对风险的早识别、早发现、



早预警；有保有压化解过剩产能，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视同业业务风险防范，支持实

体经济‘降杠杆’。”李佩珈表示。 

实体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支撑，银行业要继续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

金融环境，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银行业应拓宽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渠道，推动资金‘脱虚

向实’；加快发展普惠金融，扩大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助力‘美丽中

国’建设；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整顿、规

范中间业务，为实体经济企业减负。”吴琦表示。 

就化解具体风险的措施，温彬认为，对于流动性风险，要加强资产负债管理，降低期限

错配敞口和杠杆比率；对于信用风险，要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债转股，主动发挥债委会作用，

扩大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规模；对于市场风险，可适当降低债券投资久期，减少外币头寸

风险敞口。此外，针对部分非标业务回到表内显著增加了资本压力，还要进一步拓宽外部融

资渠道，采取优先股、二级资本债、可转债等工具来补充资本，增强资本实力。 

明年的金融监管也将继续从严，商业银行需要进一步强化防范风险主体责任，既要塑造

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也要促进公司治理、内控体系、复杂金融产品交易清算的健康。 

“受益于‘去杠杆’政策的上游行业资产质量仍有继续改善的余地，银行业风险管控的

重点依然会放在增长较快而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小微企业上。预计明年银行业面临的信用

风险状况并不会出现大的变化。”许文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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