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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银行不良贷款“双升”
吕志强

在日前闭幕的 2016 中国银行业发展

论坛上，有权威人士透露，全国银行业金

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已超过 2 万亿元，不

良率达到 2.15%，分别比年初新增 2800 多

亿元、提高 0.16 个百分点。同时，逾期 90

天以上的贷款也呈同步增加之势，银行

风险控制的压力、拨备的压力、盈利的压

力持续加大。业界普遍认为，银行已进

入不良贷款持续“双升”周期。

一提银行不良贷款“双升”，总有

人拿“经济下行”说事，似乎不良贷款

“双升”是“经济下行”的产物，这种

错误的倾向值得注意。该如何看待银行

不良贷款“双升”呢？

不能否认，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

投放的大量货币及银行信贷资金大量投

放造成的后遗症，正随着经济进入下行

周期而日益暴露。特别是实体经济的不

景气，致使企业还贷能力下降。也就是

说，经济下行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

银行不良贷款上升的压力，但这只是一

个客观因素，是外因。在同样的大环境

下 ， 有 些 银 行 的 不 良 贷 款 反 而 “ 双

降”，足以证明“经济下行”这个外因

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银行的“风控”

和“风控”机制才是关键。

说到底，我们不仅要看到不良贷款

“双升”的表象，更要弄清楚表象背后

的深层次问题。

首先，要正确认识我国银行业不良

贷款率破 2 的现实。国际上公认的不良

贷款率警戒线是 10%、正常水平在 5%以

下，从这个标准来看，2.15%当然是好

的。但2.15%是相当一部分银行贷款置换

巨额地方债之后的数字。另外，在短短

两年半时间里，银行不良贷款率和不良

贷款余额的上升幅度都很大，这一现实

已经让各方不能轻视2.15%这个数字。

其次，银行业的不良贷款还没有触

底，风险尚未完全释放。比如，一些原

来风险系数较小的国企债务、地方政府

担保的信用债也蕴含风险。加之，银行

在新增信贷的投向上面临着有效信贷需

求不足的问题，不良贷款率难以稀释。

再次，银行业未来利差持续收窄、

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对传统银行业的冲

击和挤压，也会使银行业的经营更加

艰难。

只有认识到不良贷款“双升”的真

正成因，才能探寻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良贷款近年来反弹的共因，在于银行

内部缺少成熟的风控文化和激励、问责

长效机制；在于不良贷款处置滞后，当

然也有银行出于某种目的人为暴露不良

贷款的可能。对于已经形成的不良贷

款，需要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可采取司

法诉讼、打包转让、呆账核销、资产证

券化等处置措施，及时盘活信贷资源。

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金融支持实体

经济的力度。实体经济不发展是银行贷

款最大的风险，只有实体经济健康发

展，银行贷款风险才可得到根本性防

范。因此，银行应进行积极的风险管

理，精准匹配企业真实融资需求，优化

信贷资源配置，继续加大对中小企业、

三农、新兴产业、国家重点产业等领域

的信贷支持力度，银企合力，实现信贷

质量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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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是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伴随

着移动化、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兴起出现的新的金融生

态和金融服务产品及模式，具有普惠性、无边界和扩散

性等特征。与传统金融有银行、证券、保险等清晰划分

不同，新金融没有明确分类，理论上可以全部实现跨界

运营，因此更加高效，可以降低成本。由于缺少传统金

融可通过内部风险管控、外部监管等对冲风险的办法，

新金融的扩散性这一特征值得关注。近年来，新金融

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资本跑路现

象，就是因为新金融风险没有对冲，外部监管不到位。

纺织服装行业是我国传统优势产业，在世界经济

复苏缓慢的背景下，面临的困难比较大。在目前全球

经济低迷的形势下，我们更要以高质量的供给来满足

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合作框架，

加快更高质量的“走出去”。纺织产业链较长，最下游

的缝制环节对劳动力成本敏感，会继续向东南亚等区

域转移。而上游的研发、设计和原料领域，国内企业优

势依然明显，我国有望继续保持竞争优势。

据报道，从发卡至今两年多的时间，郑州一卡通押

金并没有通过郑州市物价部门的审批，一直处于“未批

先收”状态。郑州一卡通“未批先收”持续两年多时间，

说明相关部门的监管是缺位的。提供基础公用产品或

公共服务，事关广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

不合理收费要坚决整改，严格遵循依法依规设立、成本

透明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原则，使公共服务事业在阳

光下运行。

近日，有民间机构发布了第六批虚

假大学名单，被曝光的“野鸡大学”超

过 400 所。单看名字，有些冒牌大学的

确很有欺骗性。但假的真不了，有时候

只需登录网站或打个电话，他们就会暴

露马脚。

从现实情况看，对这些“野鸡大

学”，有的人是真不知道。有些学生、

家长上当受骗，花了高价钱，以为进了

一所正规大学，一直等到上完 4 年学

后，拿不到毕业证或者拿到的并非想要

的正规大学的毕业证，才知道进了“野

鸡大学”。对于这部分学生和家长，高

校、教育部门、媒体等应该做好宣传普

及工作，尤其是高中老师应该向学生家

长传递信息，教会学生家长到哪里去查

询正规高校的信息，不要轻易上当。

当然，也有人是故意去买“野鸡大

学”的“文凭”。对这部分人来说，考

不上正规大学，就花钱买一个，甚至还

有企业经营者也在买“文凭”装样子。

对于买卖“野鸡大学”的“文凭”的行

为，一旦发现，有关方面要坚决曝光、

坚决打击。

全社会要扭转唯文凭、唯名校的人

才观。特别是，用人单位应该把眼睛从

文凭这块“敲门砖”上挪开，更多关注和

考察劳动者的个人素质、工作能力，在日

后的培养使用上给有能力的非名校生同

等发展机会；对于那些通过自学考试不

断提高自身文化程度的员工，也要肯定

其努力，做到量才适用。

让“野鸡大学”无处生存
佘 颖

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催生了新的环

境，临时职位日渐普遍。有资料表明，全

球有 13%的劳动力从事“零工”，并且“零

工经济”的工作机会更多是网上提供，越

来越多以前没有工作的人和对全职工作

厌倦的人开始转向“零工经济”。

“零工经济”的好处，对于企业来说，

可以有效开发人力资源，降低社会成本，

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对于就业者来说，

工作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满足了自主安排

生活的需要；对于社会来说，可以有效地

缓解全职人员的不足。优步中国曾表示，

70%的优步司机是兼职司机，在出行高峰

时段，兼职司机是全职司机的很好补充，

兼职司机还能获得额外的收入。

在看到“零工经济”好处的同时，也需

要对其弊端有清醒的认识。现实中有相

当数量的劳动者追求工作的稳定性，因为

工作稳定往往意味着在养老、医疗等社会

保障方面有充分的保障，这也是构成企业

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防止

个别企业以零工的形式消除应该承担的

社会保障成本。这就需要明确界定企业

要聘用的是全职人员还是零工人员，这一

点非常关键。

所以说，“零工经济”需要将八小时工

作制落到实处，需要雇主让兼职者享受到

应有的保障，这都需要相关管理和法律予

以跟进完善。政府所要做的，是在做好用

工规范的基础上，提供信息支持，保证“零

工经济”从业者的合法权益，让更多人享

受到“零工经济”带来的好处。

“零工经济”需保障劳动权益
关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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