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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海航、东旭、中科建、华夏幸福、恒大等系列企业集团重大信用危机的爆发，
反映了多头融资、过度授信的危害性，同时也暴露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企业真实债
务水平评估上的缺陷。怎样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信用风险的预先识别和前瞻防控风
险，抑制银行之间因信息割裂导致的授信不审慎，成为压缩企业多头融资、降低企
业杠杆率、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我国授信管理过程中的显著问题

信用风险管理要实施全过程的风险监控，及早发现风险，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可能
给银行带来的损失。银行对企业过度授信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风险，究其原
因主要是：

（一）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形。
在企业授信前，单个金融机构缺乏对企业整体融资需求满足情况的信息，不能准确
判断企业是否已经过度融资，导致向没有实际资金需求的企业发放大量贷款，放款
后资金往往被挪用或转贷，增加了社会融资成本、降低了资金效率、形成大量套利
资金。在企业贷款发放后，当企业经营出现风险，是否抽贷、何时抽贷、抽贷能否
实现利益最大化成为单一金融机构博弈的焦点
，一家原本可能挺过风险期的企业可能因为另一家金融机构抽贷自保造成企业破产
倒闭。

（二）企业盲目扩张。
在经济上行期，通过加杠杆获取超额收益，企业主往往形成一种心理暗示，认为自
己无所不能，可以通过短平快的方式迅速做大做强，进而“大而不倒”；到了经济
下行期，才发现自己盲目扩张、乱铺摊子最后形成的都是些风险资产，侵蚀了自己
原本靠勤劳拼搏攒下的企业财富，甚至给社会造成巨大的金融风暴。

（三）银行考核机制不合理。
银行考核指标过于注重资产规模发展速度，忽视了信贷投放的质量，甚至不惜采取
盲目垒大户方式扩展企业规模，并掩盖行业、企业的真实状况，对企业进行过度授
信。另一方面，实施压缩授信会影响业务的发展，导致企业存款减少，客户迁移和
结算量下降等问题，正是受这些短期因素的困扰，导致银行对企业过度授信、多头
授信的现象实难把控。

（四）传统清收手段缺少力度。
由于缺乏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强有力的手段，银行对欠债不还钱者，大多数情况下仅
靠道义劝说。此外，银行在风险资产清收过程中壁垒重重，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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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从中作祟，导致银行资产清收的成本过高，而企业违约的成本相对较低。对于部
分已暴露风险隐患的客户，由于贷款尚未到期，商业银行缺乏有力的处理手段，往
往只能采取发布风险预警、冻结客户未使用授信额度、关注客户经营情况、逐步压
缩退出等手段，等到客户实质性发生违约行为才能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保全资产。

（五）授信管理的理念需要进一步提升。
部分经营机构对加强贷款管理的认识仍然不足，思想上存在“重贷轻管”的现象。
贷款发放后，伴随各种收益兑现，思想上放松对贷款的进一步管理，后续仅仅做些
形式上的贷款检查报告和资产分类等工作，对客户的后续生产经营、财务状况、资
金使用和回笼状态缺乏深入了解，直至客户出现还款困难和其他违约行为时才引起
警觉和重视。

（六）联合授信管理办法落实难。
2018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前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授信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重重困难。一是国有
银行、股份制银行的省市分行在参与属地大型企业联合授信委员会的权限需要总行
认定，缺少自主权。二是银行业协会只有处罚的建议权，对违反联合授信委员会内
部约定的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的处罚权。三是部分牵头银行存在道德风险，为企业增
加联合授信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自家银行授信资金能够有效退出。

二、建立联合授信机制的重要性

由监管机构建立一套联合授信机制，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信用风险管控能力，有效
遏制多头授信、过度融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支持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补上监管制度短板

近年来，我国企业多头融资、过度融资问题日益突出，债务危机中不仅涉及金融债
务巨大，而且涉及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数量少则十几家、几十家，甚至上百家，
往往涉及几个或十几个省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多头授信、过度授信、不适当分配授信削弱了企业风险承受能力，加剧了企业的高
杠杆，降低了银行风险管控能力，放大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扩大了金融体系的不
稳定性。当前，为防范单一银行对单一企业的授信集中度风险，已建立了相应的监
管制度，但对于约束多家银行对单一企业过度融资还缺乏相应的监管体制机制安排
。

建立一套联合授信机制有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准确掌握企业实际融资状况，科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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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其整体风险水平，预先识别和前瞻防控风险；有助于强化银行间信息共享，抑制
银行之间因信息割裂导致的授信不审慎，压缩企业多头融资的制度空间，有效防范
企业超出其偿债能力的融资。另外，联合授信机制通过约束少数大型企业过度融资
，释放银行低效运作的存量信贷资产，将其配置到小微企业、创新企业、“三农”
等领域，还有助于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整体运行效率。

（二）联合授信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1.
对金融机构行为进行规范。
联合授信机制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成员银行协议、银企协
议等法律合约及联席会议决议等内部约定加以规范。

2.
控制企业的融资需求总额。
联合授信委员会根据企业经营和财务情况，测算企业可承受的最高债务水平，就相
关结果与企业协商一致后，共同确认企业联合授信额度。企业在额度内享有自主融
资的权利。企业也可根据经营需求，向联合授信委员会申请复评额度。在确定联合
授信额度的基础上，联合授信委员会将建立企业融资台账，对已确认的企业实际融
资及对集团外企业担保，在融资台账中等额扣减企业剩余融资额度。银行业金融机
构向企业提供融资前，应查询剩余融资额度，在剩余融资额度内向该企业提供融资
。

3.
通过预警最大限度保全银行资产。
应建立明确联合授信预警机制，具体规定了预警状态触发、管理和退出的条件。对
处于预警状态企业的新增融资，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更审慎的信贷审批标准、
风险管控措施和风险缓释手段。

三、多头授信和过度授信防范措施

（一）保证联合授信管理机制的落实。
一是按照联合授信管理办法落实联合风险防控、联合风险预警处置、联合惩戒及监
督管理等具体事项；二是银行间联合授信委员会对企业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进行
实时监督，增强银行对风向的预判能力；三是监管机构向银行业协会充分转授权，
形成对违约机构的威慑力；四是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总行需增加分支机构参与联
合授信委员会的授权。

（二）优化授信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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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调动金融机构信用风险控制的积极性是优化考核激励的关键，需要在优化外部
监管考核和内部管理激励两个方面同时发力。

外部监管考核既要注重发展规模的指标，更要注重发展质量的考核，切实做好相关
指标的监测。此外，内部管理激励要给员工“算好账”，注重提升业务条线和分支
机构从业人员积极性，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绩效考核倾斜、利润损失补偿等方式
予以奖励。同时还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内控合规管理，严防道德风险。

（三）建立科学有效的授信管理理念。
构建较为完善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规范授信流程，并建立银行自身实际的授信政
策，不碰红线、守住底线，避免发展的盲目性。重视贷后管理，完善信贷资金预警
机制，着力避免授信资金挪用到第三方形成的不可控风险。

（四）强化信用环境培育。
培养公民的信用意识，在全社会加强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培育企业的信用意识，
使企业认识到良好的信用是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增强政府及其经济管理、司法部门
的信用意识，使他们认识到社会信用是建立规范经济秩序的保证。

（作者李宏恩系焦作中旅银行总行副行长；李燕系焦作中旅银行郑州分行行长；执
笔人孙涛系本网特邀评论员 焦作中旅银行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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