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信托怎么出暗保(信托如何做)

六、类信贷业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类信贷业务的本质既然是商业银行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难免会存在诸多问题，
无须一一道尽：

 （一）它使得一些监管指标失效，引发交叉性金融风险

 由于信贷业务被故意隐藏在同业投资业务之下，使得存贷比的意义不大，目前国内
很多银行的存贷比甚至低于50%，远远低于75%的监管要求，和国外90%以上的存
贷比水平更是相去甚远，因此从存贷比来考虑资源配置情况已失去意义。

 同时，由于同业投资业务在计提拨备等方面和信贷业务有不小的差异，这也使得拨
备指标的有效性减弱不少，即计提不充分的情形应该是普遍存在。此外，多层通道
的存在使得风险在各类金融机构之间传递，即便有兜底、保函等存在，也无法避免
，同时还使得一些宏观金融指标失真，如M2、信贷规模、社会融资规模，我们现
在所知悉的社融、MPA、广义信贷等就是基于此产生，还包括整个资管行业的规模
重复计划等等。

 （二）类信贷业务会放大金融风险

 类信贷业务面临比传统信贷业务更少的监管，且风险缓释也比较缺乏，这很容易导
致商业银行放弃本应该有的审慎经营理念和放松流程管控，由于类信贷业务的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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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大部分是限制性行业（如两高一剩、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放到整个金
融行业中，就会存在过度授信的情况，再加上各类通道的嵌套，实体经济的风险很
容易传染到金融机构，并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杠杆来成倍放大。因此，资金端是明
显的期限错配和结构化安排，资产端又是政策限制性行业和多层嵌套的通道，风险
隐患在最初就已经埋下，而会越滚越大。

 （三）类信贷业务会让金融机构产生依赖，降低金融配置效率

 类信贷业务无论对实体经济还是银行而言，都是负债经营，或者说杠杆业务，即利
用非权益资金去对接资产，由于其收益通常远高于传统信贷资产，但风险又能隐藏
起来，少了很多麻烦，各参与者相互鼓劲打气，总会使各路资金趋之若鹜，不停地
加杠杆与进行嵌套，当商业银行尝到甜头时，便会对此产生明显依赖，特别是收益
端，随之而来得便是底层资产的信用下沉、杠杆抬升等等，甚至一些银行出现了贷
款挪用、代持、借新还旧等等现象。然而无论如何演变，最终收益的兑现总是需要
依靠底层资产的支撑，当风险一旦发生时，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扯皮现象也会变得
比较普遍和正常，不得不重新反思此项业务的源头以及在向金融机构提供丰富收益
的同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包括总行与分支机构之间在资产端的博弈
和在资金端的抢夺、对传统信贷业务风险管控能力的下降、对现有业务兑现收益的
盲目满足、对标准化资产业务的舍弃、对通道机构的依赖、对底层资产风险的无视
、对监管部门的无形抗拒以及对未来发展前景及转型路径的愈发迷茫等等，其最直
接的体现便是资产负债两端对整个市场环境开始变得比较敏感和脆弱。

七、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情况：表内非标
业务压缩似乎并不明显

 在2014年买入返售科目无力再继续承担类信贷业务的职能后，应收款项类投资科
目摇身一变，成为类信贷业务的代名词，我们通常所说的非标投资也大都记在该项
目下。应收款项类投资科目记载的主要资产包括债券类资产（主要为一些低层级的
信用债）、同业理财、信托贷款、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票据资产、信托及其
他受益权等等。

 2017年整个同业业务面临比较严厉的监管，在整体资产负债表来看，同业业务的
萎缩应该是是非常明显的。但我们考察38家上市银行（2016年与2017年都有数据
）的情况发现，38家上市银行2016年的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合计达到14.09万亿元
，2017年则相应降至13.20万亿元，全年仅压缩0.89万亿元，幅度上看似乎并不明
显。

 （一）在比较有代表性的35家银行中，12家银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占比超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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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目前商业银行中应收款项类投资的占比情况，我们选择35家比较有代表性
的银行（包括1家未上市银行渤海银行）在2017年底的数据情况，会发现这35家银
行中，有12家银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占比超过20%，18家银行超过15%，其中锦
州银行以47.47%的绝对优势（接近全部资产的50%）排在第一，天津银行也接近4
0%的比例（38.79%）排在第二，兴业银行、渤海银行、郑州银行、哈尔滨银行、
贵阳银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占比分别在25-28%之间。

 可以看出，城商行和股份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占比通常较高（平均占比分别为21.4
4%和14.65%），这主要是由于信贷规模管控的限制（贷款占比一般都非常低），
但也有一些例外，如上海银行（7.56%）、宁波银行（9.32%）、成都银行（9.32
%）等尚不足10%，这些银行主要将资产配置金融市场投资等标准化领域。对于国
有大行而言，应收款项类投资占比通常较低，如工商银行仅为1.06%，建行、中国
银行、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也均没有超过5%。

 当然这里面有些银行之前占比很高，现在已经降了很多，此外，在我们选择的这3
5家银行中，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合计达到13.4万亿元，已经有非常大的规模影响
。

 2、今年一季度15家上市银行中仍有8家银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保持增长

 （1）这15家银行中今年一季度仍有8家银行（超过50%）的应收款项类投资保持
增长，从高到低依次为成都银行（17.77%）、杭州银行（16.68%）、吴江银行（
13.22%）、宁波银行（10.56%）、贵阳银行（6.93%）、北京银行（5.91%）、
无锡银行（2.42%）、南京银行（2%）。

 （2）15家银行中仍有5家银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占比超过15%，从高到低依次为
兴业银行（29.29%）、贵阳银行（25.75%）、南京银行（21.30%）、北京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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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江苏银行（16%），除贵阳银行外，其余4家银行的资产规模均超过1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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