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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记者文丽娟

近3年来，宗广陆(化名)常常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同事们加班加点、穷尽方法来压降
不良贷款率。

宗广陆是南方地区某农商行的一位员工。入职至今，她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压力“每
一天都会增加”。这份压力源于要“守住监管红线”，但粗放的信贷业务管理让不
少同事“收不住手”，于是不良率的上涨就像滚雪球一样。

与宗广陆有着一样困扰的，还有全国1200余家农商行的员工。

几年前，金融市场正处于“钱多、流动性丰沛”的时代。那些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的、由农信社合并而成的农商行，纷纷南下深圳、东进上海、北上首都，寻找项目
。也是在这几年里，中国债市扩容兴盛，各种企业债券争先寻找买家。彼时的农商
行，凭借天时地利，成为各种公司债券的“大买家”。

但随着债券频频爆雷，“金主”农商行在各类型债务逾期事件中，成为主角。2017
年年末，各地农商行因在债券市场的表现，被原银监会陆续“点名”。

多数农商行不良资产高企，与债券“踩雷”紧密相关。随着监管加大对掩盖不良贷
款的违规查处，农商行陷入了坏账的旋涡。

农商行的不良暴露潮似乎正在到来。

不良率远高于行业整体水平

自贵阳农商行因20%的不良贷款率被中诚信下调评级开始，近1个月多来，多家农
商行被接连降低评级。

根据中国债券网数据，7月31日，吉林蛟河农商行和山东寿光农商行被下调评级。
其中，蛟河农商行的主要问题是本金36亿元的应收款项类投资回收存在不确定性，
并且相关投资未计提拨备，面临较大的风险敞口；寿光农商行的主要问题是信用风
险持续暴露，2018年一季度的不良率骤升至7.94%，拨备覆盖率下滑至53.99%。
这是近期农商行信用风险暴露的最新案例。

农商行的潜在风险引起了各方警惕。7月，青岛农商行和浙江瑞丰农商行的IPO申请
，先后在上会前夜被取消审核。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数位业内人士均认为，与
各农商行的资产质量问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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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部分银行通过不良资产的腾挪，将坏账移至表外，以粉饰报
表，但时下这类资产较难消化。同时，监管要求中小银行充分暴露坏账，导致部分
银行的不良率坏账回表大幅上升。

安徽宣城皖南农商行不良率超过8%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不良资产回表。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至少有10家农商行主体信用评级下调或评
级展望调为负面；仅7月份，就有8家。在7月被下调评级的6家农商行中，除吉林蛟
河农商行以外，其余农商行评级被下调均因不良贷款率骤增。

其实，农商行的风险暴露已有预兆。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大行的不良率持续下行，城商行、股份行的不
良率微升，但农商行的不良率却在攀升，从2017年一季度的2.55%增至四季度的3.
16%。2018年一季度，大行、股份行的不良率分别为1.5%、1.7%，城商行的不良
率为1.53%，农商行的不良率则升至3.26%。商业银行一季度整体不良率为1.75%
，农商行不良率远高于行业整体水平。

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杨芮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农商行不良率攀升的原因主要有
4个。一是在宏观经济层面，地方经济下行，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在较大程度上受制
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不良率激增的银行所在地区大多存在产能过剩、贷款担保公
司代偿能力下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房地产杠杆较高等问题，直接影响银行资产
质量；二是农商行本身的信贷业务结构不合理，业务管理粗放，贷款集中度较高；
三是化解不良的能力较弱，化解方式比较单一；四是农商行此前对不良的认定较宽
松，如今银行不良贷款认定标准提高，加速真实不良率的暴露。

目前，部分地区监管明确要求，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要全部计入不良贷款。经济学
家宋清辉认为，当前监管强化不良贷款认定的根本目的仍是防控金融风险，加速核
销，“不良贷款若一直藏匿，风险更容易爆发”。

宗广陆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地农商行不良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贷业务管
理比较粗放，部分信贷经理业务能力较弱，放款不审慎，风控做得不好；有些人贷
款用于赌博；也有些缺乏偿还能力的人轻而易举可以拿到贷款。

“不良贷款率提高，和风控体系设计有很大关系。贷款规模和不良贷款率是一个比
较矛盾的标准。想增量就必须放宽审批条件，所以并非某一个信贷员的问题，而是
整体风控体系比较激进。”北京地区某股份制银行一位负责信贷人士对法治周末记
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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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金承压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农商行此次暴露风险的地域分化比较明显，山东有3家，
贵州有2家，吉林有2家，江西有1家。

“这种地域分化特征意味着农商行谋求转型效果不一，渐显分化。山东有些地区银
行的不良问题，应该和当地环保限产有关。”宋清辉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

对于近期出现不良率上升的多个案例，市场担心，究竟是个案还是农商行风险集中
爆发的前兆？

宋清辉认为，多个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和监管指标恶化，正是农商行问题大规模爆发
的迹象，这些风险的暴露甚至可能会加速传导至同业。

不过，中信证券银行业分析师肖斐斐则表示，不良率上升并非农商行全行业的情况
，仅部分地区面临风险压力，农商行风险暴露的区域特征明显，集中在环渤海、东
北和中西部地区，不是全面性爆发，平均不良率前五为贵州、河南、辽宁、山东和
吉林，北京、四川、上海和广东的平均不良率均在1.5%以下。

当市场对不良攀升担忧时，伴随不良贷款激增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大幅下滑
现象，更让人揪心，一度突破监管要求的下限。

根据监管要求，2017年年末，农商行等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在10.1%
以上，2018年年末应达到10.5%以上。此外，今年2月，银保监会下发的《关于调
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显示，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由150%
调整为120%至150%。

但目前，贵阳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跌至0.91%，拨备覆盖率降至34.15%；贵州乌当
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跌至0.07%，拨备覆盖率降至26.62%；河南修武农商行的资本
充足率跌至-0.75%，拨备覆盖率为43.44%。山东邹平农商行和吉林蛟河农商行的
资本充足率也均低于监管红线。

“补血”困局

“不良率大于5%，资本金就会不足。这是一条红线。”宗广陆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因此要提高资本充足率，处置或者核销不良贷款，或者增资扩股。

自2017年以来，各地银监局陆续出台监管要求，督促农金机构少分红、增提风险准
备金和贷款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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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杨芮介绍，银行的资本补充途径主要有内生性补充和外源性补充。前者主要是依
靠银行的利润留存，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发行可转债、二级资本债等。

她进一步解释，上市农商行的“补血”途径更多，如增发、配股等，这些补充资本
的途径本身没有问题，但银行如果过度依赖外源性资本补充，忽视自身盈利能力提
高和收入结构的优化，不利于银行长远的稳健发展；而对于没有上市的农商行来说
，主要通过内部自身利润留存和发债，二级资本债是一个短期性的资本补充方式，
且是补充银行的附属资本，可在短期帮助农商行在监管考核上“达标”，但发债的
成本不容小觑。

如宗广陆和杨芮所说，让外部投资者入股，是农商行资本“补血”的方式之一。国
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也表示，农商行等中小银行欢迎有实力的民企、上
市公司、国企持股，一方面可以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可以对原有的公司治理和董事
会产生制衡。

“近年来，部分农商行仍然存在股权结构分散、股东管理不规范，‘三会一层’缺
乏相互制衡的有效机制，省联社过度干预和管理等一系列的公司治理问题。”杨芮
解释道。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正在积极入股中小银行。近日，P2P网
贷平台“悟空理财”的母公司玖富集团入股湖北鄂州农商行，并取得股金证。有媒
体报道称，其是看中了银行的牌照和渠道资源。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薛洪言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鉴于互金机构的持股比例普遍
在5%以下，入股银行还不能看作是对银行牌照的觊觎，更多的是强化双方的合作
关系。“一些实力雄厚的P2P平台，在流量、科技、互联网运营等方面具有比较丰
富的积累，在强监管背景下，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空间越来越大，对于以入股的
方式绑定与合作银行的长期关系、实现利益共享等有强烈诉求。”薛洪言说。

此外，有意向参股地方银行的投资者，还有不少是房地产相关企业。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房地产企业通过入股商
业银行，是在追求“协同效应”，一方面，当前房地产市场对于资金方面的依赖程
度较高，在各类高杠杆资金的融资渠道收窄的情况下，房企必须研究新的融资渠道
；另一方面，这几年商业银行数量较多，且面临互联网平台冲击，也希望其他资本
进行入股，银行在未来将和地产商形成新的合作，最典型的就是增加授信额度。

但也有观点认为，银行引入投资者夯实资本，也可能导致未来银行的资产质量和公
司治理恶化，有悖于监管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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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银监会在去年7月下发的《关于加强农村商业银行股东股权管理和公司治理
有关事项的意见》，在农商行股东审核、投资入股管理等方面，要求各银监局建立
辖内农商行股东信息数据库，设置“黑名单”，严禁“黑名单”内企业及其法人代
表投资入股。

股东“逃离”

一方面是引入外部投资者不易，另一方面还有股东在不断撤出。

法治周末记者查阅阿里拍卖平台的数据发现，截至8月10日，有关农商行股权拍卖
或变卖的信息，大约有2000条。转让股权的原因，多与农商行企业股东与个人股东
因兑现、司法纠纷和监管政策有关。

被拍卖的农商行股份规模大小不一，起拍价从几万元到几百万元均有覆盖。例如，
江西亿能铜业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上饶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6427200股股
权正在拍卖，变卖价为781.55万元，增加幅度达2万元。

还有一些银行股东因涉司法诉讼，导致股权被法院拍卖。

也有一些企业试图转让农商行股权，以获利兑现。例如，鸿博股份作为成都农商行
的发起设立股东之一，挂牌转让成都农商行3000万股股份。

此外，邯郸远洋实业集团因“两参一控”股权管理政策的原因，筹备转让河北邯郸
农商行、涉县农商行、魏县农信社3家地方性银行股权。

2018年年初，原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办法》规定，同一投资人及其关
联方、一致行动人作为主要股东参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或控股商业银
行的数量不得超过一家，俗称“两参一控”。

曾刚表示，目前，一些持股不符合要求的企业都在往外推，一些企业也不再具备投
资银行的资格，在趋严的监管框架下，银行要想找到合适的投资者，面临一定困难
。

而对于市场认为的地方政府最终会为农商行兜底行为，杨芮认为可能性很小，“《
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违规新增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贷款，严禁接受地方政府担保兜底”。

“作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农商行应当‘以农为本’，立足县域及以下地区提
供金融服务，促进现代农业与农村金融的高度融合。从同业竞争上看，农商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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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体现出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模式。应不断创新业务模式和产品，围绕本土产业
特点，提供特色化、一体化、全产业链的县域金融服务，留住并吸引更多低成本负
债来源，同时在提供综合化服务的过程中，重视非利息收入的提高，优化收入结构
。”杨芮建议。

(责任编辑：胡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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