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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过剩”已非常突出 
“十五”期间，云南省昭通市银行业出现了存、贷款增速反差过大的情况。存款余额年均增长16.0
3%，贷款余额年均增长只有8.73%，两者相差高达7.3个百分点。2000年，银行业存、贷比为88.53%；
到2005年，仅为63.95%，降低了24.58个百分点，大大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3.58个百分点。意味着，全
市通过银行这个渠道有近30亿元的资金退出地方经济发展，银行信贷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呈弱化趋势。
表现为：2000年末，全市银行业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65.16%，到2005年降至62.37%，下
降了2.7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05年全市签约实施的招商引资项目协议总投资124.6亿元，实际到位
资金20.8亿元，其中省外到位资金13.7亿元，相当于2005年全市银行业贷款净增数。 
  于是乎，一边是银行富余资金用不足，一边是地方在加强招商引资，银行信贷资金的实际投入与地
方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出现了明显的不匹配。以2005年为例，全市银行业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比上
年增长27.44%，增速列全省第一位，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10.73个百分点；但贷款余额比上年末仅增长
14.51%，增速也仅列全省第九位，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83个百分点，存款增长与贷款增长形成反差。
另据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全市工业贷款比上年末下降16.89%，商业贷款比上年末下降20.67%。而市
统计局企业调查队2005年前景气调查也显示，全市企业融资景气指数仅为78.74点，表明企业融资渠道
不畅，而企业流动资金景气指数为73.72点，也表明企业流动资金呈现短缺状态。种种数据说明，银行
信贷资金的实际投入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实际的情况在2006年仍在延续，截止9月末，银行业
存贷比为62.62％，比上年末又下降了1.33个百分点。可见，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昭通市，银行业
“流动性过剩”现象已非常突出。 
“流动性过剩”究竟“伤害”了谁？ 
  对银行业“流动性过剩”这一现象的出现，不同的主体站在不同的角度，其看法迥然不同。 
  银行认为：不是因为银行不愿意发放贷款，而是找不到“放心的好客户”和“前景看好的项目”。
不贷款，银行的业务会大受影响，尤其是盈利能力更受影响。银行业如果长时间存在“流动性过剩”
问题，是不利于银行长远发展的。但为了生存，往往又只能“嫌贫爱富”，大量贷款投向大型国企，
不过，垒大户现象如果越来越突出，一旦这些企业生存环境发生较大变化，金融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企业认为：企业不是不需要银行贷款，而是无法达到银行信贷审核标准而不能获得银行贷款。企业
急需银行的贷款支持，但苦于无法得到银行的贷款。 
  地方政府认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急需资金支持，尤其是大量中小企业更是渴望资金支持，而银
行的信贷支持在欠发达地区显得尤为重要，但现实是银行却把大量的资金闲置起来，这于地方经济的
发展极为不利。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新发展，更需要银行信贷的大
力有效地支持。 
  由此看来，“流动性过剩”对谁都没有好处，银行、企业和政府均受到了“伤害”。 
“流动性过剩”谁之“责” 
  谈到责任，就有必要先弄清银行业“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从昭通市的实际情况来看，
一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对一些投资过热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实行严格的信贷限制，如
钢铁、水泥、电解铝、土地开发等，这对昭通市以能源、水泥等行业为主的经济产业结构产生了相当
大的影响，也抑制了银行贷款的快速扩张。二是投资环境不佳，缺乏有效的信贷增长点。比如企业缺
乏诚信，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直接影响银行的贷款“胆量”；多数中小企业发展迟缓、基础薄弱、经营
效益差，银行新增贷款的投入比较慎重；银行没有把握好前几年信贷环境宽松的有利时机，利用丰富
自然资源和较好工业基础城市的优势，很好地抓住发展机遇，导致一些生产领域的投资项目行动迟
缓、配套不到位，贷款不能及时投入；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基本没有大的支柱性项目、至今连销售收
入过亿的企业都没有等，制约了县(区)信贷投入的较快增长。三是企业整体素质差与银行门槛普遍提
高同时并存，导致企业贷款难，银行难贷款。四是地方担保体制不健全，银行追索债务难度大，导致
银行畏贷。 
  从形成“流动性过剩”原因揭示看，银行信贷投入的不足，除银行本身越来越关注风险防范外，更
主要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环境没能给银行提供一个“大展拳脚”的平台。 
  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是有效解决“流动性过剩”的关键 
  首先，人民银行要加大窗口指导力度，努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商业银行加大有效信贷投
入。可与地方政府合作，探索建立银、政、企信息沟通、交流和共享平台，及时交流经济金融宏观政
策和发展情况，定期组织重点企业和银行参加银企座谈会，反映问题，分析困难，研究对策，及时抓
住企业发展机遇，为企业提供多方位的金融服务，让银行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受益。 
  其次，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打造诚信昭通，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让银行放心大胆放贷。比
如，尽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保证银行贷款的合规性；严格规范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会计
财务制度，提高企业信用公开程度，使银行能全面、客观、及时地了解到企业的有关信息，确保银行
能及时、快速放贷，提高放贷的时效性；严厉打击企业和个人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维护好银行债权，
让银行敢于贷款、大胆贷款。 
  其三，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提高中小企业的实力，培育新的强有力的信贷增长点，吸引银行加大对
地方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真正实现银企双赢。 
  只有地方经济发展环境得到有效改善，银行才能“鼓足勇气”大胆、放心贷款，才能在扩大信贷力
度上得到上级行的政策支持，经济与金融也才能真正形成良性互动。当然，银行也应该在现有条件
下，提高金融服务本地经济的意识，转变银行业经营机制，围绕昭通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规划，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基础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有效方式，努力发掘和培育新的利润增长
点，及时推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产品，积极主动地有效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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