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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作用(徐迪、刘小军；2004年6月15日)

文章作者：徐迪、刘小军

    资产证券化指的是金融机构将持有的同质、流动性较差但具有未来现金收入流的贷款、租赁、应收账等资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资产

池，通过结构性安排，对资产中的风险和收益要素进行分割和重组，将其转变为具有投资特征的可销售证券，以此回收资金的过程，其核心

在于将流动性差的银行贷款资产在资本市场上转换为流动资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为开端，美国掀起了资产证

券化的狂潮，之后，这一狂潮逐渐席卷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魅力的一种金融创新潮流和趋势。 

  资产证券化现在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一种金融产品，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实施和应用。目前国际上已

经出现并可运用于我国银行业实践的有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不良资产证券化、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贷款证券化、汽车贷款证券化

（CARS）、信用卡应收款证券化、贸易和服务应收款证券化等。我国银行业还可以根据业务发展需求，创造性地推出新的资产证券化产

品。 

  一、我国商业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的迫切性分析 

  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满足监管要求，防范和分散银行风险的有效工具和现实选择，表现在： 

    （一）优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负债以短期性存款为主，而贷款资产却呈现出长期化倾向。按监管报表的统计口径，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中

长期贷款的比重逐年增加。2001年至2003年，四大行中长期贷款占其当年贷款余额的比重加权平均分别为41.32％、44.19％和47.00％，

每年约增加三个百分点。而同期中国金融市场上新的金融投资产品层出不穷，除原有的国债、股票外，基金、储蓄型分红保单、信托产品，

还有外资银行也在分流着国内商业银行的存款。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趋势会一直继续，并不断增强。国内商业银行“短存长贷”的资产负债结

构问题将越来越突显，引致流动性风险不断加大。监管部门规定的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例的上限为120％。据悉，有些商业银行已经接近

甚至超过这一监管上限。 

  此外，为了控制大额贷款风险集中度，目前监管部门要求，商业银行对同一借款客户贷款余额与银行资本净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

对前十大客户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净额的50％，对单一集团客户授信总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净额的15％，这实质是银行资产组合

的优化问题。由于监管部门没有透露监管信息，我们无从判断国内商业银行的大额风险集中度状况。但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由于缺乏有效

的风险控制手段和技术，多数商业银行为了控制不良，都纷纷将贷款集中到少数优质大客户身上，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资产过于集中某一或

某些客户，将使得银行无法规避突发的客户风险和行业的周期风险。 

  （二）以较低成本调节资本充足率，满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年初，银监会借鉴《巴塞尔新协议》的有关要求，颁布了《商业银行资

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一些优惠风险权重做了重新调整，使银行高风险资产对资本金的要求增加。《办法》于

2004年3月1日起施行，要求商业银行在充分计提各项损失准备的基础之上计算资本充足率，并最迟于2007年1月1日使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4％，否则须承担相应罚则。2004年4月25日，人行对存款金融机构（除国有银行和农信社外）根据其资本充足

率情况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制度。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8％，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从而限制资本充实不足的银行的资金运用

能力。 

  而目前国内状况是，许多银行，特别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了争抢市场份额，资产规模急剧扩张，资本充足率面临低于8％最低监管要求

的问题。近期，浦发、招商、民生等上市银行频频在资本市场上采用配股、可转债或发行次级债等方式充实资本金，引发市场的极大争议，

招商银行与基金经理关于可转债规模的激烈论战就是其中著名一例。银行在资本市场上过度募集资本会招致投资者的抵制；发行次级债券因

不能改变银行资产规模及其风险权重，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而根据《巴塞尔协议》对不同类风险资产的资本金

要求，将不同风险的资产证券化，使得银行能够主动灵活地调整银行的风险资产规模、结构，以最小的成本增强流动性和提高资本充足率。

资产证券化已成为现代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有效技术手段，被国际上多数银行所广泛应用。 

  （三）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率，提高不良资产变现能力不良资产证券化是提高不良资产变现能力的有效解决途径，在国际上已被广泛应

用，美国的资产重组托管公司（RTC）和韩国的资产管理公司（KAMCO）就是成功的范例。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和农信社的不良资产问题较为

严重。银监会贷款五级分类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第一季度，境内主要商业银行（指4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1价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

良贷款率为16.61％，其中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9.15％，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7.12％，均比年初下降。但不良贷款率

仍远高于国际水平，且不良贷款额绝对值巨大，对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形成较大的威胁，国家和银行都急于为解决不良资产谋求出路。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不良资产的控制措施，主要是严格贷前审批和完善贷后管理。而开展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变现或将银行资产潜

在的风险部分转移、分散，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不良资产形成前后的控制体系将是十分可取的方式。 

  二、资产证券化业务对商业银行发展的战略作用 

  （一）防范、分散和转移银行风险。首先，资产证券化将期限较长的银行贷款证券化后，收回的资金可用于发放更多的贷款，从而提高

资金的流动性和利用率，防范因“短存长贷”而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其次，证券化后，银行将证券化资产服务以外的收益转让给投资人，在

让社会公众有机会投资银行资产的同时，也将银行承受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提前还款风险，通过结构性安排，部分转移、分散给资本市

场上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实现银行资产风险和收益的社会化。 



  （二）拓宽银行融资渠道，降低银行融资成本。发行资产支持债券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为银行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

通过信用增级措施和交易结构设计，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可发行比自身债信等级更高的债券，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三）提供介入资本市场的平台，是商业银行盈利的新增长点。 

  以利差收入为主的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利率市场化的冲击而逐渐萎缩，利用银行的专业化优势发展中间业务和表

外业务将是银行今后新的盈利增长点。证券化业务通过为证券化资产继续提供管理和服务、开拓证券化操作的投资银行业务等方式实现银行

与证券功能的融合，为银行发展中间业务提供介入资本市场的良好平台。 

  （四）提高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管理水平。资产证券化提高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体现在：1、为资产负债管理提供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

技术手段，使银行在调整资债结构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应变力，从而增强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2、证券化需要对基础资产现金流进行

定量分析和预测，对资产及其相配套管理服务进行信息披露，使得银行的贷款管理，包括经营模式、操作流程、规章制度、产品服务、信息

系统等更加标准化、规范化、透明化，从而提高银行贷款管理水平；3、资产证券化运用金融工程技术，在定量财务分析模型和风险预警模

型的基础上开发产品，有利于科学决策和产品的高效管理。 

  （五）使得商业银行贷款操作流程更趋于专业化。通过资产证券化，现在全部由商业银行独家承担贷款的发放、服务、信用风险控制和

贷款投资功能可分解由不同的机构完成，银行则可发挥专业优势，主营贷款发放和贷后服务，将集中于其一身的贷款投资风险和收益分散给

社会上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在提高银行经营效率的同时，也增强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文章出处：《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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