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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专家家：：如如何何看看待待银银行行““无无还还本本续续贷贷””

S05

应对“无还本续贷”政策加
以细化，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
建议从更高层面出台具体细
则，对无还本续贷进行严格规
范。

要防止地方行政干预，严
禁对“僵尸企业”、产能过剩企
业等办理续贷业务。要明确重
点支持的行业和企业，帮助目
前暂时困难的企业尽快走出困
境。

近日，山东德州“无还本续
贷”的新闻刷屏，赞扬和质疑声
音交加。那么，究竟如何看待银
行的无还本续贷。

以前，小微企业贷款到期
后，银行根据企业经营情况、负
债率、信用情况等，决定是否续
贷。续贷规则是“先还旧、再借
新”。企业若要续贷，就得把归
还银行的本金和利息窟窿先堵
上，于是产生了“过桥”资金。

“过桥”资金需要企业向小贷公
司或民间借贷组织筹集，高额
的费用和利息增加了企业融资
成本。

应该说，小微企业无还本
续贷是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
的产物，它起源于2014年7月份
原银监会印发的《关于完善和
创新小微企业贷款服务 提高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的通
知》。之后，原银监会又多次下
发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小微企
业无还本续贷政策，并要求银
行业金融机构在守住风险底线
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风险管控
水平和信贷管理制度认真落
实，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各地银监局也相

继出台办法，加以政策引导，如
福建银监局设置无还本续贷相
应监管考核指标，建立“续贷企
业名单”管理制度。河北银监局
明确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小微
企业，可用新发放贷款结清原
有贷款，以缓解小微企业“倒
贷”之痛。

但也有机构担心，无还本
续贷不能调整为“关注类”贷
款，相当于变相操纵了银行资
产质量，有些分支机构可能会
借此掩盖不良，这与充分真实
暴露不良的要求不一致。由于
各种原因，续贷政策执行不到
位。另外，有的银行续贷产品不

符合实际情况，设置的条件比
较苛刻；有的对续贷产品宣传
不到位，许多企业尚不了解甚
至不知道有续贷产品；还有的
信贷客户经理嫌手续繁琐、害
怕担责，加之缺乏绩效考核的
动力，甚至有个别信贷客户经
理与小贷公司、民间借贷组织
勾结，“帮助”企业寻找过桥资
金，从中收取好处费，等等。

其实，对于小微企业无还
本续贷五级分类问题，监管部
门的政策非常明确，就是银行
根据企业经营状况，严格按照
贷款五级风险分类基本原则、
分类标准，充分考虑借款人的

还款能力、正常营业收入、信用
评级以及担保等因素，合理确
定续贷贷款的风险分类，符合
正常类标准的，应当划为正常
类。由此可见，这是特殊情况下
的特殊监管政策，符合我国稳
增长、稳就业大局要求。

如何把无还本续贷政策落
实到位，既惠及小微企业，又防
止地方政府干预以及个别银行
借机掩盖不良贷款，笔者认为
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应对无还本续贷政
策加以细化，使其更具有可操
作性。近期各地监管部门出台
了一系列办法，引导银行机构

开展无还本续贷业务，并收到
一定的效果，但这些制度都比
较零散，缺乏统一标准和权威
性，建议从更高层面出台具体
细则，对无还本续贷进行严格
规范。同时还要防止地方行政
干预，严禁对“僵尸企业”、产能
过剩企业等办理续贷业务。要
明确重点支持的行业和企业，
帮助目前暂时困难的企业尽快
走出困境。

其次，加强监管考核，引导
合规开展无还本续贷业务。监
管部门要加大督导力度，促使
银行机构尽快修改完善现有续
贷办法，使其与稳增长政策和
监管政策保持协调一致，切实
解决小微企业续贷难问题。同
时也要加大监督检查和处罚问
责力度，防止借续贷之机掩盖
不良贷款问题发生。

再次，创新信贷产品，满足
企业所需。各银行机构要根据
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实际情况，
在监管政策允许范围内，研发
针对性强的续贷产品，满足不
同的小微企业需要。同时在把
控好风险的情况下，不断扩大
续贷范围，对于符合条件的中
型企业、扶贫贷款、农户贷款等
也要纳入无还本续贷范围，以
切实降低融资成本,让无还本
续贷政策惠及更多企业。

此外，各银行机构也要加
强新发放贷款的管理，根据生
产周期合理确定贷款期限，确
保贷款期限覆盖生产周期，避
免人为因素造成贷款期限不合
理问题发生。

(据中国经济网)

政政策策逐逐步步完完善善
网网贷贷行行业业市市场场出出清清仍仍将将继继续续

融360网贷评级组近日发
布的监测数据显示，二季度网
贷行业共计263家P2P平台出
现问题，其中平台失联119家，
提现困难93家。而据不完全统
计，7月停业及问题平台数量为
218家。

进入2018年二季度以来，
由于监管的不断收紧，和互金
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的深入，网
贷行业市场出清也在不断加
剧。这些问题平台对整个网贷
行业的声誉以及出借人的信心
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这
样的市场氛围下，网贷出借人
的信心遭受重创，资金外流明
显。融360数据显示，二季度网
贷行业成交量5203 . 4亿元，环
比下降7 . 73%，6月末贷款余额
为11718 . 96亿元，环比下降
4 . 49%。

分析人士称，近期问题平
台密集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
资产端质量太差。非法集资、恶
意诈骗、假标自融的平台除外，
这一波问题平台无一例外都是
资产端出现了问题。而资产端
质量差，最直接的原因是平台
的风控实力不济，对出借人的
风险识别能力太弱，加上一些
平台盲目做大规模，加剧了资
产端的恶化。随着监管层“限

额”、“双降”的落实，合规性方
面的要求，很多平台在存量清
零、资产转型，以及贷后催收方
面陷入了困境，对于逾期项目
平台又无法兜底，只能选择清
盘退出。

融360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7月底，P2P网贷行业待
还本金为9561 . 48亿元，环比
下降730亿元，降幅为7%，这其
中包含有数据的问题或停业平
台的待还本金近300亿元。此
外，2018年7月P2P网贷行业的
成交量为1447 . 54亿元，环比6

月下降17 . 62%，同比下降了
42 . 94%。分析认为，7月行业成
交量出现近半年来最大幅度的
下降，一是因为7月份行业进入
了风险集中爆发期，不乏成交
规模较大的平台出现问题；二
是行业负面舆情事件较多，出

借人负面情绪较大，对于行业
信心有所减弱，投资热度下降。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底，
P2P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
量下降至1645家，相比6月底减
少了218家。

此外，截至2018年7月24
日，全国共有858家正常运营的
网贷平台上线银行资金存管系
统，占融360监测范围内正常运
营平台的55 . 35%。较上一季度
新增26家平台。目前开展资金
存管业务银行中，接入平台数
量最多的依旧是江西银行和
华兴银行，分别是83家及72
家。即便如此“资金存管”也只
是看上去很美。存管银行在平
台资金存管业务中主要作用
仅是将平台和出借人、借款人
的资金做隔离，避免平台擅自
挪用出借人资金，存管银行无
法审核标的真实性。因此，上
线银行存管并不能代表平台
安全，而只能作为基本的合规
门槛。

分析认为，网贷行业市
场出清仍将继续。近期央行、
互金协会纷纷发布网贷监管
相关的政策，187条备案验收
细则也即将落实，网贷政策
正逐步完善。

(据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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