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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去产能过程中银行债权

处置情况的调研报告

要点

 过剩产能的清理消化必然涉及到银行债权的重

组。特别是部分企业会借去产能、去僵尸之机恶

意逃废银行债务。如果不能有效保护金融债权，

就会对银行的资产质量形成较大的冲击。

 在过剩产能比较集中的区域，一些中小银行会受

到更大冲击，甚至可能出现存款挤兑、流动性丧

失、债务链条断裂等极端事件。因此，除了要关

注本行客户的情况外，还要关注区域金融环境和

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

 在债务重组的过程中，银行一方面要标本兼治，

在稳定信贷资产质量的同时，探索新的发展机遇

和空间；另一方面要内外兼修，在增强自身风险

抵御能力的同时，加强与政府、金融同业的沟通

协调，推动采取市场的方式、改革的办法、法治

的手段化解过剩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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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去产能过程中银行债权处置情况的调研报告

去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经济企稳回好的着力点，但产

能过剩行业往往集聚了很多大中型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较高，过剩产能

的清理消化必然涉及到银行债权的重组。山东是全国能耗第一大省，产能过剩

情况较为严重，去产能的路径方式会对其他省份产生示范效应。为深入了解去

产能对银行资产安全性和经营发展空间的影响，我所调研团队近期赴山东分行

进行了调研，形成本报告，供参考。

一、山东省去产能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山东去产能面临的严峻形势

山东作为制造业大省，能耗高、污染重、附加值低、产业链短的特征非常

显著，因此去产能的任务重，困难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山东经济主要是由第二产业作为支撑的。2015年，山东第二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占比为46.8%，在已经公布地方统计公报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位列第12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3个百分点（图1）。

二是山东重工业产品在全国占有较大比重。2015年，山东粗钢、钢材、水

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的产量在全国占比分别达到8.2%、8%、6.4%、9.9%和23.6%

（表1）。

三是企业盈利状况是产能过剩的直接反映，近年来山东工业企业盈利状况

一直不容乐观。2015年山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2.8%，增幅比

上年回落7个百分点；利润总额由2014年的增长4.6%转为下降1.6%；实现利税由

2014年的增长5.6%转为下降0.9%；亏损企业亏损额较2014年增长44%，亏损企业

占比达到6.5%。

四是山东环保压力大，对产业结构转型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山东产业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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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业为主，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容量已接近饱和。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在全国

处于较差水平，为此山东临沂、德州、济宁、长岛等地的领导都曾被国家环保

部专门约谈过。

图1 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表1 山东主要重工业产品占全国的比重

工业品类别 山东产能 全国产能 占比

粗钢（万吨） 6619.3 80382.5 8.23%

钢材（万吨） 9003.2 112349.6 8.01%

水泥（万吨） 15173.9 236000 6.43%

平板玻璃（万重量

箱）
7345.6 73862.7 9.94%

电解铝（万吨） 711 3141 23.61%

（二）山东去产能的总体安排和部署

2014年山东省政府发布了《关于贯彻国发〔2013〕41号文件化解过剩产能



关于去产能过程中银行债权处置情况的调研报告

4

的实施意见》，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2015年一年，山东省就淘汰煤矿产

能938万吨，钢铁585万吨。但未来去产能的任务依然艰巨。以钢铁产业为例，

山东此前的规划是要到2015年底，将全省产能控制在5000万吨以内。但实际上

目前钢铁产能约为8000万吨，2015年粗钢产量达到了6619万吨，距离规划目标

仍然有较大差距。

2016年山东将化解钢铁、煤炭、水泥、有色、船舶、玻璃、轮胎、地炼等

行业的过剩产能作为经济工作的重头戏，打响了实施化工产业搬迁改造和结构

调整攻坚战。总体的思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严禁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不得以任何名义、任

何方式核准、备案新增产能项目，新上项目一律实行减量置换；对在建违规项

目分类妥善处理，全面清理整顿建成违规产能。

二是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对丧失自我修复能力的企业，通过兼并重

组、债务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实现市场出清。以钢铁、煤炭两个行业作为

切入点，摸清“僵尸企业”底数，一企一策制定处置方案。

三是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环保、能耗、技术、质量、安全等标准，启动新

一轮落后产能摸底工作，分年度制定实施淘汰计划。分行业制定产业准入的能

耗、物耗、水耗等标准，对不达标企业实施差别和惩罚性电价、超定额用水累

进加价，倒逼落后产能退出。

四是优化产能组织结构。完善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引导和激励

企业自愿自主开展兼并重组。深化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推动钢铁、水泥、

电解铝、工程机械等传统优势产能转移。同时，保护好产能过剩行业中产品有

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的优质企业，支持它们发展壮大。

二、化解过剩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过程中的金融债权问题

作为重工业大省，山东是国家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着力

点。山东分行在这一过程中要高度关注信贷资产的安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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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一）山东分行信贷结构集中度较高，“去产能、去僵尸”会对资产质量形

成较大冲击

山东分行虽然近年来在压缩产能过剩行业融资余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受历史和当地经营环境影响，信贷结构集中度偏高的特征依然比较突出，

2015年末，山东分行制造业贷款余额2170.70亿元，占法人贷款比重为51.51%，

比全行平均水平高出29.85个百分点。其中产能过剩行业贷款（按钢铁、水泥、

玻璃、船舶、电解铝、煤炭、有色、地炼八大行业口径统计）余额493.13亿元，

在制造业贷款中的占比高达22.7%。因此，在过剩产能的退出、整合和转化的过

程中，如果不能有效保护金融债权，就会对资产质量形成较大的冲击。

“去僵尸”与“去产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2015年山东省经信委对全

省“僵尸企业”进行了摸底调查，将“僵尸企业”分为三类：一是还在生产经

营，但效益低下，利润不够支付信贷利息，持续亏损、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

二是生产经营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暂停用电量的企业；三是停止经营活动

半年以上，半年以上未上缴增值税的企业。第一批调查发现448家僵尸企业，其

中规模以上企业307家，国企9家，70%以上分布在轻工、纺织、建材、机械、化

工等行业，经了解，这些企业大多是早期的破产企业，银行融资早已进入不良，

因此对信贷资产质量影响不大。但考虑到“僵尸企业”的名单是动态调整的，

因此这方面的风险仍需警惕。

（二）节能环保和安全生产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会造成潜在的贷款风险

2015年临沂、淄博、泰安等地区均有企业因环保或安全问题而停产治理，

对区域金融环境产生较大影响。2016年山东将推动化工企业“进区入园”，启动

城市周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搬迁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将增加搬迁、

重建、生产磨合等方面的成本，而且可能因为环保不达标而遭到限产、停产，

目前山东分行环境敏感行业贷款余额285亿元，受外部政策变化的影响较大。

（三）部分企业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可能会恶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在山东一些企业兼并重组的过程中，存在着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情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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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产能”过程中保护银行债权的政策建议

种现象如果不能有效抵制，就会形成随意践踏银行债权的社会风气，一旦“逃

废债风”卷土重来，银行资产的权益就会受到严重的侵害。“中冶银河”就是一

个典型的案例。中冶银河是山东省六大纸业集团之一，全国造纸业前20强，多

年来该企业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营状况，开工率100%，产销率在90%以上。但在

压缩造纸行业过剩产能的过程中，中冶银河随其母公司一起被整体划转给中国

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诚通集团虽然是一家央企，但接收中冶银河后，却对

银行债权极不尊重，它一方面故意转移中冶银河资产，例如，控制中冶银河的

销售回款，拒绝支付供应商货款；从中冶银河抽调4.16亿元流动资金，造成企

业流动性不足；人为将中冶银河部分订单转移至旗下另一造纸企业（岳阳纸业），

同时对集团旗下关联企业之间采取高买低卖的方式，快速扩大中冶银河的亏损

规模；另一方面拒绝偿还到期银行贷款及利息，在诚通集团单方面出台的债务

重组方案中，对无抵押银行债务，只承接43%，对剩余债务要求银行豁免全部本

金和利息，且承接后的贷款利率下浮30%。如果诚通集团顺利逃废银行债务，就

会对其他产能过剩行业和企业形成十分不好的示范效应，从而破坏银行赖以生

存的社会信用基础。

（四）去产能对不同银行和不同区域影响不均，要警惕信用风险传递和扩

散对我行的影响

在过剩产能比较集中的区域，一些地方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在去产能、去

僵尸过程中会受到更大冲击，甚至导致破产。如果出现存款挤兑、流动性丧失、

债务链条断裂等极端事件，就可能成为点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引线。

因此，除了要关注我行客户的情况外，还要关注区域金融环境和交易对手的信

用风险。

以去产能为抓手的供给侧改革是化解当前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必由之路，对

于夯实银行发展基础、提升发展质量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无论是直接压缩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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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通过破产重组的方式整合产能，都会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职工

的安置问题；二是过剩产能占用贷款的保全问题。前者已有财政专项资金留底，

而后者目前却并无具体的对策方案。从银行的角度，需要标本兼治，内外兼修，

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实现转型升级发展。

（一）标本兼治，严格把控融资风险、稳定资产质量的同时，探索新的发

展机遇和空间，提升业务竞争力

化解过剩产能是对信贷资产质量的严峻挑战，为此，必须要严格行业限额

管理，加大产能过剩行业退出力度，结合区域实际，对钢铁、煤炭、水泥、平

板玻璃等产能过剩行业实行信贷限额管理，逐年制定压降计划并坚决执行。在

债务重组的过程中，要坚持政策底线和风险底线，按照“风险不扩大、担保不

弱化并且有利于风险化解”的原则，稳定信贷资产质量，维护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去产能”也是优化信贷结构、探索新的业务发展空间的重要机

遇。为此：

一是要有进有退，从产能过剩行业的资产重组中寻找机遇。对于僵尸企业，

因为已经丧失了生存和发展能力，必须坚决退出市场，但对产能过剩行业，国

家在制定政策时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在遏制产能盲目扩张的同时，强调优化产

业结构、开拓市场需求、拓展对外发展空间、增强企业创新力和竞争力等。因

此，不能对过剩行业内所有企业都消极退出、简单压缩，而要积极介入过剩产

业的调整过程，一方面扶优限劣，对于产能过剩行业中那些引领行业发展、技

术工艺先进、节能环保的重点客户，助推其经营转型和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在

过剩产能整合和输出过程中，依托跨国和跨市场的业务平台，为企业兼并重组

和“走出去”提供“工程+金融”、“投行+商行”等特色服务。

二是深入研读国家和区域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框架，前瞻性把握经济发展的

趋向，探索新的业务增长点，分享经济转型发展的红利。例如，山东省是国家

“一带一路”规划海上战略支点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重点地区，拥有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国家级重

点规划建设区域，此外，山东省还提出要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契机，加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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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动能接续转换，发展壮大十大装备制造业，培植提升十大特色优势产业，实

施八大专项工程，并在全省筛选一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方面的代表性企

业，从而为山东分行的业务转型和客户结构优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内外兼修，在增强自身风险抵御能力的同时，加强与政府、金融同

业的沟通协调，推动采取市场的方式、改革的办法、法治的手段化解过剩产能

一是必须从全行高度制定专门应对过剩产能治理相关风险的预案。总行相

关部门要对产能过剩的重点企业、重点区域进行定期监测，启动压力测试进行

预警分析，对国家治理产能过剩可能给我行带来的风险要有全面的分析判断，

结合地方特点，出台区域性的政策，并对风险集中暴露的区域分支行要进行必

要的指导与帮扶。

二是与国家相关部门密切沟通，完善“去产能”过程中保护银行债权的政

策框架。例如，建议发改委、工信部在确定分行业去产能计划的同时，要与各

银行总行协商确定与去产能计划相匹配的贷款退出计划，去产能所涉及到的企

业名录与银行贷款名录要经“总对总”核定后实施，防止任意扩大贷款退出计

划；加强监督管理，坚决惩治借化解过剩产能之机逃废、悬空银行债权的行为；

对“去产能”涉及的企业，少采取破产清算的处置方式，防止一破了之，多采

取兼并重组的处置方式，盘活企业优质资产，降低负面影响。

三是发挥债权委员会的作用。针对重点风险客户成立债权人委员会，并且

根据各家银行的融资额大小，设置主任单位、副主任单位，通过债权人委员会，

一方面协调各家银行，达成行业公约或形成行动共识，做到共进共退，风险共

担，另一方面形成合力，增强声音，提高与政府、企业的谈判能力，维护债权

银行的共同利益。

四是各地分行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过剩产能行业债务重组的

过程中坚决维护合法权益。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个别企业在制定资产重组

方案时完全将银行排除在外，严重侵害了银行利益。对这种情况，决不能被动

接受，要通过与当地政府和同业的沟通协调，积极参与到企业的资产重组过程

之中，最大程度的保全资产，避免或者尽量减少贷款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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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谨慎和有限度的利用债转股的方式实施债务重组。债转股只是两种不

同性质资产的转换，并不能消除资产风险。从风险角度讲，投资风险大于贷款

风险，所占用的资本也远远大于贷款。因此实施债转股必须考虑银行的资本承

受力，范围应局限在那些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但资产负债率

较高、因周期性原因造成暂时性还本付息困难的企业，而不应过分铺开，尤其

不能对僵尸企业实施债转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