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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评

理 性 看 待 不 良 贷 款 反 弹

□ 吕志强经 济 热 点 面 面 观经 济 热 点 面 面 观

商业银行出现的不良贷款反弹，是经济增速放缓导致信贷质量的温

和波动，属于信贷正常运行中出现的时点动态，也是经济结构调整带来

的必然“阵痛”，既不可放松警觉，也不必过度恐慌

银监会数据显示，上半年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余额继续上升至 5395 亿元，不

良贷款率为 0.96%，连续 7 个季度反弹。

值得关注的是，浙江、江苏、山东的不

良贷款余额约占全国不良贷款总量 45%，

且上半年新增 310 亿元，占全国新增总量

60%多。有观点认为，这些迹象表明，不

良贷款风险正在聚集，并加速向部分东

部发达区域蔓延。笔者认为，对不良贷

款 的 反 弹 应 理 性 看 待 ， 既 不 可 放 松 警

觉，也不必过度恐慌。

首先，不良贷款出现反弹，并不必然

表明信贷运行失常。在我国经济处于增

速放缓、转型加速时期，商业银行贷款风

险压力随之增大，不仅合乎常理，还从一

个侧面证明银行承受风险能力与宏观经

济运行总体匹配。从浙江、江苏、山东的

情况看，外向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多，受

外部市场需求萎缩的冲击较大，加上自身

调整转型“阵痛”，原本正常运行的贷款难

免滋生不良苗头。另外，这 3 个省前几年

银行信贷总量和增量巨大，当地企业往往

采取“抱团互保”的模式，都容易导致不良

贷款风险更加明显。

其次，不良贷款持续反弹，某种程度

上表明我国仍处于前期调控政策的消化

期。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为了稳

定经济增长，一度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2009 年和 2010 年，我

国银行贷款出现快速增长，同时货币资金

的配置效率却在走低。数据显示，2008 年

末，我国 GDP/M2为 0.63，而去年末降低至

0.53，这表明每 1 元货币投放形成的增加值

大幅下降。货币资金生产效率的下降，反

映出实体经济收益难以覆盖生产成本，这

就不可避免地藏匿着不良贷款风险。

笔者认为，当前商业银行出现的不良

贷款回潮，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

“阵痛”，是经济增速放缓导致信贷质量的

温和波动，属于信贷正常运行中出现的时

点动态。

那么，此轮不良贷款回潮是否会导致

区域性甚至整体性金融风险失控呢？答

案是否定的。

我国商业银行业经过改革发展已具

备了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和实力。目前，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已持续 10 年“双

降”，目前已经降到 1%以下，远低于国际银

行业的平均水平。具体看，银行的信贷投

放比较分散，没有过多地集中在某一类高

风险产业上；贷款的保障比较充分，大部

分贷款具有抵质押保证，还款来源比较充

裕；商业银行均有充足的风险拨备，足以

应对风险；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央宏观调

控政策的全面落实，有利于遏制和缓解不

良贷款反弹。若今年我国 GDP 增速实现

7.5%的预期目标，不良贷款率不但不会出

现大幅攀升，还有可能止升回落。

以浙江省为例，该省上半年 GDP 增长

8.3%，尽管当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于全

国高位，但已开始回落。数据显示，6 月末

与 5月末相比，该省不良贷款余额减少 29.8

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 0.06 个百分点，开启

了近32个月来不良贷款“双降”态势。

尽管不良贷款的风险处于管控之中，

但不能丝毫放松警觉。要警觉企业与银

行通过“借新还旧”暂时掩盖不良贷款的

“默契”；警觉东部地区过剩产业向中西部

地区转移时“转嫁”贷款风险；警觉中西部

地区不良贷款风险滞后期的集中暴发。

因此，商业银行要在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

济的同时，全面加固风险屏障，进一步健

全风险管控体系，努力提升风险管控的能

力和水平。眼下要着力做好三条：一是贷

款五级分类自查常态化，对风险早发现、

早介入、早处置，确保贷款五级分类准确

性和资产质量真实性。二是不断完善与

风险挂钩的绩效考核长效机制。三是加

强银行间协调，避免抽贷过度集中、处置

“急刹车”引发新的风险。

（更多内容请浏览经济日报腾讯法人微博
http://e.t.qq.com/jingjiribao）

（更多内容请浏览经济日报腾讯法人微博
http://e.t.qq.com/jingjiribao）

对 手 机 新 业 务 多 点 鼓 励对 手 机 新 业 务 多 点 鼓 励

“买外资”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国内两大手机安全软件厂商360和网秦几乎同时
推出手机硬件保障业务，今后用户可以像买车险一样，
给手机买份“保险”。不过也有人不看好，认为这类保
险存在许多门槛，只是“看上去很美”。

【微评】 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手机防盗险确实存在

包括限制条款多、理赔难度大等实际问题。但对消费

者而言，若购买了这些新业务，如果手机意外丢失或

损坏，就多了一条弥补损失的途径。对这些“新事物”，

不妨营造些宽松环境，多多鼓励。随着相关服务的不

断完善，消费者接受程度的提高，未来这些新服务或许

会像车险一样获认可。

在全民招商的浪潮下，层层摊派的引资任务激发
了一些地方的“创造力”，某些地方甚至形成“买外资”
产业链。据报道，东部某地级市曾有不少“外资”是买
来的，1年至少要花费几千万元。

【微评】“买外资”的做法，不仅浪费财政资金，也让

一些地方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且这样引进的“外资”对

社会发展没有任何实质的促进，好看的仅仅是数字和面

子，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作祟。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转变政

绩观和发展观，恐怕这样的事还会改头换面地上演。

禁令之威在执行而非“重申”
高君波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当

前煤炭市场有所好转。不过新一期（8 月 21

日至 27 日）环渤海 5500 大卡动力煤综合平

均价格报收 546 元/吨，比前一报告周期下

降了 7元/吨。

在煤炭价格连续下跌、企业经营困难加

大之下，煤炭产业成了一些产煤省区持续出

台政策的帮助对象。继山西省出台支持煤

炭发展的“双 20 条”政策后，陕西、内蒙古等

地也在积极酝酿，准备出台政策措施，帮助

煤炭企业应对市场不利局面。

一种观点认为，在煤炭市场持续低迷的

情况下，出台政策措施是政府干预和调节产

业发展的应有之义。但也有不少人对政府

“救市”行为提出质疑和指责。批评者认为，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出手“救市”应慎之又

慎，有时非但不能帮助企业摆脱困局，更会

使煤炭产业失去加快结构调整的良机。

近期在一些地方出台支持煤炭产业措

施等政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煤炭需求偏

移指数有所回升，市场状况呈现好转迹

象。但这种短暂的好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产业面临的根本问题。而且以政策措施为

主的“有形之手”，本身又具有无法回避的

局限性，因此，煤炭产业显然不能对政策

措施寄望过高。

当前我国煤炭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缺乏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市场动

力。经过“黄金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煤炭

产业供给能力迅速提升，煤炭产能在最近一

两年间开始集中释放。而与此同时，宏观经

济增速有所放缓，煤炭需求开始出现萎缩。

行业周期和宏观经济周期的不匹配造成这一

“增”一“减”，加之进口煤的冲击，导致国内煤

炭市场供求关系明显失衡，煤炭价格一路下

挫，企业利润持续下降，全行业进入寒冬期。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煤炭产业仍将面临

市场供需总量宽松、结构性过剩的态势。全

行业库存维持高位，价格下行压力较大，去产

能、去库存的任务繁重。解决上述问题的最

好办法，就是把市场的问题尽可能交给市场

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改变煤炭产业

面临的不利局面，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扭转煤

炭产业供需失衡状态。这就要求煤炭企业必

须充分依靠市场机制，积极主动地按照市场

规律办事，科学合理地组织生产；也要求煤炭

企业苦练内功、抓好管理、控制成本、促进销

售，确保企业在逆境中能生存。

当然，强调用市场的办法解决问题，并

不意味着否定政府应该和可以有所作为，而

是在动用“有形之手”时，不能目光短浅、急

功近利，只顾当前利益而放弃推动产业结构

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利时机，应该把“解

近忧”和“谋长远”相结合，把稳增长与促升

级相贯通。

从这个层面看，相关地方政府不妨把更

多精力放在诸如鼓励推进煤电联营，改变煤

企和电企长期存在的互相扯皮、“看不惯对

方过好日子”的问题上；放在加快推进兼并

重组、淘汰落后产能上；放在清费正税、减轻

企业负担上。此外，还应鼓励清洁高效就近

利用煤炭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煤化工，促进

煤炭深加工利用。

“ 救 煤 市 ”别 急 功 近 利
林火灿

日前，湖北省有关部门发布相

关通知，重申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

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

湖北省委“六条意见”，要求中秋国

庆期间不准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

不准公款吃请。

不过，细看通知“重申”的事项，

大多是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底线，比

如“不准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不准

用公款吃请；不准用公款组织旅游；

不准公车私用”。即便没有上级部门

重申规定，这些要求也应不折不扣地

执行，否则就有违廉洁从政甚至属于

违法违纪。

为什么有令不行，严肃的规定

成了应景之文？试想，如果对公款

送月饼等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严

肃 处 理 ， 甚 至 让 一 些 人 丢 了 乌 纱

帽，还有几个人敢顶风作案、置禁

令于不顾？

其实，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从

中 央 到 地 方 的 规 定 并 不 少 。 遏 制

“节日腐败”，关键的问题不是重申

上级和之前的规定，而是要加大落

实规定的执行力度，使已有的每一

项规定能坚决落实，这样才能让禁

令真正成“红线”。

要改变煤炭产业面临的不利局面，关键在于从根本上

扭转煤炭产业供需失衡状态，要把“解近忧”和“谋长

远”相结合，把稳增长与促升级相贯通

匿 名 致 歉 说 明 了 啥
梅剑飞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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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在浙江宁波一家私人搬运公司工作，年近半
百的他因工骨折，但公司老板王某迟迟不予赔付法院
判决的6万元医疗费和抚慰金。没想到，王某刚考上
大学的儿子小王却用亲友给的升学红包帮父亲偿还了
这笔钱。

【微评】 “人无信不立”，中国一直有父债子还的

传统。小王难能可贵的举动，既体现了这位“富二代”

的良知，也反衬出他父亲有钱不还的不仁之态。对那

些恶意拖欠资金的老赖，既需要从道德层面加以谴责，

更需要切实执行好相关法律，使老赖们“赖不起”。

如此“父债子还”令“老赖”脸红
““ 跨 栏跨 栏 ””

许许 滔滔作作

各大高校陆续开学，大一新生是否该独立报到引
发热议。“物理隔离”、网上报到、“老乡学长陪伴”、
网上订购生活用品等，为了帮助“95后”孩子树立
独立生活的理念，一些高校采取了多种方式引导新生
独立报到，以此迈开大学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微评】 这种鼓励孩子自立自强的做法，值得广

大家长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思考和学习。不过，有时候，

家人陪同与否与孩子是否独立还不能完全画等号。对

很多家庭来说，这只是以一个家庭的形式，见证一个重

要的时刻。孩子走进大学，也期待有人和他分享那一刻

的心情。因此，对陪同新生报到，不宜“一刀切”。

要求新生“独立报到”不宜一刀切

日前，浙江某报在头版刊登了该市一家企业

的 《致全市人民的致歉书》，里面写到：我厂由

于安全意识淡薄，为抓经济效益，未能按照相关

规定对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进行及时整改，造成

了不好的影响。令人惊讶的是，该致歉书最后落

款竟为“永康市芝英镇某杯业”。

匿名向全市人民道歉，等于说了一堆废话。

道歉书中说了，“请全市人民监督”，可大家都不

知道你是谁，该如何监督？既然是道歉，诚心最

重要，如此虚情假意的道歉有何意义，是在糊弄

谁呢？

企 业 敢 于 “ 隐 姓 埋 名 ” 地 致 歉 ， 也 说 明 相

关监管单位还没有尽到应有的职责。该镇经济

发展办主任在接受采访时，也是绝口不提企业

名字。从头到尾，始终不知“某杯业”到底是

谁。对违规企业的名字讳莫如深，此般近乎“溺

爱”的保护让人们看不到当地政府在监督过程

中应有的坚定。对违规企业，监管部门决不能

为了局部小利而不顾大局，必须及时向社会全

面公布信息，严格按照规定加以惩处，并认真

督促其整改。

近期，一批省

级政府公开“三公”

经费的举动吸引了

公 众 的 关 注 。 然

而，交出的有些答

卷并不尽如人意。

“三公”经费向社会公开，是政府部门应该履

行的责任，也是社会公众监督政府法定权利实现的

手段。在这个问题上， 政 府 部 门 既 不 能 吞 吞 吐

吐、半遮半掩，甚至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拖延、推

脱，更不能将“三公”公开形式化、简约化，仅

仅列出一些笼统的数字，用来应付差事，这样不

仅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反而在各地产生极为

恶劣的负面效应，不可不察。那么，省级“三

公”经费为何公开乏力？果真如有关专家所言，

只是缺乏预算法的刚性约束吗？答案显然没有那

么简单。法律的要求是一种约束，而权力运行的封

闭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省级“三公”经费公开乏力在于：其一,“三

公”经费公开并非出于地方政府的理性，更多

是一种压力之下的勉强公开。既然是勉强的行

为，当然很难要求这种公开能够做到让公众满

意 。 这 样 的 公 开 ， 与 其 说 是 制 度 层 面 的 进 步 ，

倒不如说是对民意的搪塞之举，并不具有实质

的信息公开价值。其二，与监督缺失有关。长

期以来，政府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往往深深隐

藏在财政预算的大盘子当中，公众很难从中明了

具体的规模。

省级“三公”经费公开如果乏力，既关系到中

央公开“三公”的政策效果，也会影响到市、县一

级能否持续、彻底公开。有必要继续拓宽监督渠

道，比如，通过人大的介入审查，一方面，赋予政

府“三公”支出以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多一

道屏障，遏制那些并非必要的支出。又如，政府应

该主动公开，积极公开，以接受民众的审视，从而

对政府行为产生倒逼。

（原载于8月27日《法制日报》，有删改）

“三公”公开乏力很刺眼
胡印斌

据报道，河南省平顶山市实验高级中学校门前明明有条斑马线，但路中间却架起了隔离护栏。学校师生若要

到马路对面，只能绕一大圈，以致有人还冒险穿过滚滚车流，翻越护栏。许多市民抱怨此类交通设施的设置缺乏

人性化理念，安全隐患很大。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