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5 年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首次推出“职工购房抵押

贷款”业务 , 为国内购房者办理了第一笔楼宇按揭贷款 , 自此

消费信贷开始在我国推行。在消费信贷资产为银行带来丰厚

利润的同时 , 也意味着银行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 , 特别是由于

“短存长贷”现象所产生的流动性风险 , 商业银行有必要加强

对这项资产的流动性管理。

一、消费信贷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开展情况

20 世纪中叶 ,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统银行业务面临巨大

挑战。随着直接融资市场的逐渐完善 , 银行公司客户开始大

量流失 , 同时非中介金融机构大量涌现 , 为公众提供更为便捷

多样的服务。银行迫切需要新的利润增长点 , 消费信贷市场

就成为各大银行扩大自身市场份额的新战场 , 并且商业银行

将 经 营 的 核 心 由 公 司 客 户 转 向 了 个 人 客 户 。 以 美 国 为 例 ,

1945 年消费信贷总额为 242.65 亿 美 元 , 1999 年 消 费 信 贷 总

额达到 58 750.07 亿美元 , 54 年里增长了 240 多倍 , 占商业银

行贷款总额的 50%以上。西方国家银行消费信贷的开展为银

行赢得了巨额利润 , 消费信用余额逐年攀升 , 在此项业务的基

础上 , 其他个人金融业务得以顺利展开 , 成为国际性大银行最

为稳定的利润来源。

我国个人信贷业务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 消费信贷在我

国是一项全新的业务 , 增速很快。1998 年我国消费信贷余额

为 172 亿元 , 2003 年增加至 15 732.6 亿元 , 5 年间增长了 90

倍 , 年平均增速达到 112%。在这样的高速增长支撑下 , 消费

信贷在银行信贷资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98 年我国消费信

贷余额占银行信贷总额的 0.85%, 2003 年上升到 9.9%, 其中 ,

个 人 消 费 信 贷 发 展 最 早 的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这 一 比 重 最 高 , 为

17.1%。目前 , 消费信贷已经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一项重要业

务 , 各家银行纷纷将消费信贷业务从原来的信贷业务中独立

出来 , 设立了零售业务部、个人金融部、住房信贷部、银行卡中

心等 , 专门从事和管理各类消费信贷。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办

的消费贷款包括个人大额耐用消费品贷款、个人助学贷款、个

人旅游贷款、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个人楼宇按揭贷款、家庭装

修贷款、个人医疗贷款、婚嫁贷款等 8 大类。

纵观国际趋势以及国内现状 , 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将成为

我国银行未来主要拓展业务的方向之一 , 同时也是我国履行

对 WTO 的承诺全面放开金融市场后 , 本土银行与外资银行

的主要竞争点。由此可见 , 对于消费信贷业务的管理 , 尤其是

风险管理 , 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 , 理论研究多将目光投

向消费信贷的信用风险 , 而事实上 , 鉴于我国银行负债多为短

期存款 , 而消费贷款普遍期限较长 , 作为银行资产的消费信贷

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影响更不应被忽视。

二、消费信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影响

1.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是指商业银行能够随时满足客户提取现金和必要

的贷款需求的支付能力。流动性风险是传统商业银行的主要

风险之一 , 指商业银行掌握的可用于即时支付的流动性资产

不足以满足支付需要 , 从而使其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性。流动

性风险常常是商业银行破产倒闭的直接原因。商业银行的倒

闭对整个金融系统将造成严重影响 , 更对一国的宏观经济产

生冲击。虽然我国的主要商业银行为国有体制 , 以国家信用为

其进行担保 , 发生挤提挤兑并进一步导致银行破产的可能性

很小 , 但也应该看到 , 正是因为长期以来依靠国家信用支持 ,

导致商业银行对保持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缺乏重视 , 因此更

需要加强银行内部对流动性风险的测算和控制。

2.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基本思想和方法

银行流动性管理主要依靠对流动性缺口的测算和监控,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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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调整, 使之达到金额匹配、期限匹配。

所谓流动性缺口是指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差额。当银行资产

大于负债时 , 产生正的流动性缺口 , 反之则产生负的流动性缺

口, 无论正缺口还是负缺口都将导致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指

由于金融市场上利率的变动使银行在筹集或运用资金时可能

遭受到的利息损失。当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中出现正流动性缺口

时 , 意味着银行需对未来盈余的资金进行投资 , 然而由于利率

变动的难以预测性, 银行很有可能由于不能以预期的回报率投

资而蒙受损失。同理, 当银行出现负流动性缺口时, 则意味着银

行为保持其流动性需要进行利息成本不确定的资金融通, 同样

可能给银行带来损失。此外, 银行的流动性状况不能只由某一

给定时点的某一缺口来描绘, 只有全部的缺口情形才能予以充

分反映。即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有资产和负债不断到期, 新业务

不断发生, 总资产和总负债在改变, 流动性缺口也在变化, 银行

必须全面考虑其业务开展情况才能对其流动性缺口进行有效

管理, 在不出现流动性风险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利率损失。

3.消费信贷流动性风险成因

( 1) 消费信贷期限一般较长 如个人住房贷款和汽车消费

贷款等主要贷款品种, 按期限划分, 都属中长期贷款, 流动性比

较差, 而商业银行的负债期限相对较短。目前, 我国银行储蓄存

款虽已逾 6 万亿元, 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 5 年期以下的存款,

而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例更占到 45%以上( 截至 2004 年底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 。相比而言, 房地产抵押贷款的一般期

限都在 10 年左右, 汽车贷款平均期限在 3 年左右。加之银行的

资产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以银行贷款的形式被企业长期使用、难

以周转 , 随着消费信贷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短存长贷”的局面

愈演愈烈, 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缺口逐步加大。

(2) 消费信贷一般金额较小, 客户分散, 难于管理 消费信

贷多以个人或家庭为对象, 相对于银行企业贷款业务而言, 消费

信贷单笔业务的金额一般较小, 即便是其中金额相对较大的个

人住房贷款根据各省市不同情况也都有一定上限。此外, 消费信

贷的客户分布比较分散, 除去助学贷款有一定固定客户群, 其他

如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的客户往往来自各行各业以及不同地

区, 银行常常要对其提供个性化服务, 使得不同客户还款期限差

异较大。消费信贷的以上两个特点均不利于银行准确测算其资

产流动性。但是, 虽然消费信贷的单笔业务数额不大, 但消费信

贷市场巨大, 客户众多, 使得商业银行整个消费信贷额很高, 因

此对这项业务的监控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防范至关重要。

( 3) 消费信贷还款时间具有易变性 由于消费贷款的偿

还主要取决于申请贷款个人及其家庭的收入情况 , 一旦收入

状况发生变化 , 提前或延迟还款的情况就会发生。而这种收入

变化的可能性在社会上是普遍存在而又难以预测的。例如 , 申

请消费贷款的个人发生下岗、重病、意外死亡等其他意外情况

或申请贷款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发生变化等 , 都极有可能使

消费信贷无法按时收回 , 甚至成为不良贷款 , 影响银行资产的

流动性。另外 , 当贷款申请者经济状况发生显著改善时 , 同样

有可能改变原来和银行约定的还款期限 , 而选择提前还款 , 以

减少利息支出。相比前一种情况 , 这种做法 , 虽然减少了银行

发生呆坏帐的可能性 , 但是根据前述流动性缺口管理的概念 ,

同样使银行面临利率风险。因为提前还款使得银行出现事先

没有预料到的正流动性缺口 , 如果此时银行没有好的投资机

会 , 即投资回报率低于原贷款的利率 , 将面临利息损失 , 损失

额=提前还款金额×( 原贷款利率—新投资回报率 ) , 这也是一

些地区对提前还款的消费者实行罚息政策的原因所在。可见 ,

由于消费信贷还款时间的不确定性 , 不论贷款申请人选择提

前或延迟还款都将对银行的流动性管理造成不利影响。

( 4) 消费信贷抵押品银行控制力差, 变现能力有限, 无法为

商业银行流动性提供有效补充 在商业银行贷款业务开展的

过程中 , 常要求申请人提供一定担保 , 以便在贷款发生损失时

补充银行流动性。具体到消费信贷业务来说, 担保形式主要为

抵押 , 即借款人在不转移财产占有权的情况下 , 将财产作为贷

款的担保 , 当其不履行借款合同时 , 银行有权以该财产折价或

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消费信贷的抵押品多

为消费品本身, 如住房抵押贷款抵押品即为申请人购买住房,

大额耐用消费品贷款则为该消费品。当贷款人发生违约时, 消

费品往往已经投入使用一段时间了 , 现实中 , 这些二手消费品

常常难以在市场上变现 , 即使售出 , 收回价款也常远远低于贷

款原值。同时, 由于消费贷款面向流动性很强的社会个体, 银行

对抵押品控制力差, 抵押品常常无法收回。这些都使商业银行

在其消费信贷业务的开展过程中难以实现风险补偿, 一旦发生

违约, 损失比例较高, 流动性缺口的形成几乎是必然的。

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流动性管理及其风险防范

1.完善流动性管理机制

流动性作为国际公认的商业银行经营原则之一, 是银行生

存和发展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满足流动性需求, 防范流动

性风险, 银行必须加强流动性管理。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借短贷

长”的局面本身已十分严重 , 随着中长期贷款一类的消费信贷

业务量的不断增长, 银行如不能尽快形成一套应对流动性风险

的方法, 经营的稳健性必然大大下降。我国商业银行融资渠道

有限 , 资本金普遍不足 , 针对扩大消费信贷额所可能形成的流

动性缺口 , 银行应一方面加大发行金融债券的力度 , 积极利用

其拥有的政府信用支持优势 , 及时补充流动性 , 保证消费信贷

的扩张不会影响银行满足流动性需求的能力 ; 另一方面 , 银行

应该也必须对消费信贷不断归还的本金和利息进行妥善利用。

消费信贷作为一种中长期贷款 , 并不是完全不流动的 , 例如住

房抵押贷款和汽车消费贷款, 每月还款通常规定一定时段, 从

某种程度上说, 这一部分现金流是银行可以预测和控制的。银

行可以通过行内信息系统对这些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建立模

型, 量化这部分流动性供给用以满足流动性需求。

2.采取适当罚息机制补偿利率风险

消费信贷多属于中长期贷款 , 对利率不敏感 , 但是当某笔

消费贷款即将到期时 , 银行收回这笔资金的同时意味着要以

新利率进行再运用 , 此时这笔即将到期的贷款则成为利率敏

感资产。商业银行常常需要把这一部分资产纳入持续期缺口

的计算中 , 用以对所面临的利率风险进行测算和管理。而正

如前文所述 , 消费信贷业务中提前还款的现象普遍存在 , 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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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常常不定 , 不利于准确量化利率风险。目前 , 我国商业银

行还很难以统计概率确定其消费信贷业务所面临的提前还款

情况。因此 , 现阶段对提前还款行为采取适当罚息政策是合理

的 , 有助于银行补偿其再投资的利息损失。

3.加强对抵押品的控制 , 完善抵押品二级市场

消费信贷单笔业务金额小、客户分散的特点使得我国商业

银行对消费信贷抵押品的控制力度明显不足。事实上, 抵押品

的出售和拍卖是银行流动性风险补偿的重要手段, 也是吸收损

失的首要途径。首先, 银行应及时为其取得的抵押品办理合法

登记手续 , 当贷款确认为坏帐后 , 银行应选择适当时机将抵押

品尽快变现, 以获得较为正常的市场价值, 补充其流动性; 另一

方面 , 应由政府出面促进抵押品二级市场的建设 , 组织商业银

行作为卖方定期进入二手房、二手车交易市场 , 只有市场交易

活跃了, 银行通过抵押品补充流动性的渠道才真正畅通。

4.实现消费信贷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 , 但能产生稳定、可预见的

现金流收入的资产 , 转换成在金融市场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

券的行为 , 这种证券一般被称为资产支持证券。资产证券化的

初衷就是解决银行的流动性困境 , 银行将贷款按证券化的要

求进行筛选、重组 , 在二级抵押市场上变现 , 提前收回贷款 , 打

破银行的流动性约束。适宜进行证券化的资产一般具备以下

显著特征 : ①具有可预测的、稳定的现金流量 ; ②在历史纪录

中很少发生违约或损失事件 ; ③未来现金流比较均匀的分摊

于资产的存续期内 ; ④所对应的债务人人有广泛的地域分布

和人口统计分布 , 有利于风险分散 ; ⑤资产的抵押物具有较高

的变现价值或其对债务人的效用很高 ; ⑥资产具有标准化和

高质量的合同条款。消费贷款大部分都具备证券化的条件 , 而

其期限长、单笔现金流小的特点也使对消费信贷实行资产证

券化成为国际银行管理此项资产的一般方法。

随 着 1985 年 美 国 第 一 笔 以 汽 车 贷 款 担 保 的 资 产 证 券

( CAR) 的发行得到广大投资者的认可和追捧 , 在国际范围内

证券化消费贷款资产一发不可收拾 , 截至 1999 年 9 月 , 美国

消费信贷的证券化比例高达 32%, 应用范围除了发行额最大

的三种资产证券 : 住房 抵 押 贷 款 担 保 证 券 、汽 车 贷 款 担 保 证

券、信用卡担保证券 , 还包括游艇贷款、农机设备贷款等等。在

我国 , 资产证券化尚未广泛开展 , 目前从实际情况看 , 可以从

现金流较为稳定、违约率较低、银行对抵押品控制权较大的住

房抵押款业务着手。纵观美英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或市场产生

与发展的经验 , 我国商业银行可从中借鉴以下几点 : ①主要按

照商业原则运作 , 政府控制最终社会目标 , 尽量不破坏一级按

揭市场运作的完整性和商业性 ; ②积极建立抵押证券二级市

场 , 活跃证券化产品交易 ; ③完善法律、会计、保险、信用评级

以及监管结构 , 对证券化各环节进行支持。

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是发行人 , 即 SPV。银行将用以证券化

的一系列基础贷款作为一个资产组合出售给一家专门从事资

产支持证券设计和发行的中介公司 , 再由这家公司作为发行

人向市场发行证券。SPV 从银行直接购买资产 , 是银行补充其

流动性以及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成功与否的关键。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常由投资银行充当 SPV。在我国 , 由于目前没有专门

的投资银行 , 可考虑以某些信托投资公司或政策性银行作为

SPV 从银行购买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池。这两种金融机构政府

都持有相当一部分股份 , 可达到由国家政策对消费信贷资产

证券化进行扶持的目的。也可借鉴美国 , 成立类似联邦住宅

抵押贷款公司( FHLMC) 的由政府支持的专门金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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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of Consumption and its Effect
on the Floating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MA Li
(School of Finance and Monetary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Credit of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 major business for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and the slice of the business is ever in-

creasing in terms of both revenues and profits. The floating management of these assets, however,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confronting

the commercial banks, and it must be solved before the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capital are completely lifted. The long term loan, scattered

customers and mortgage of the business have posed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used in the floating management of commer-

cial banks. Improvement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in this paper to tackle the problems and lower the risks.

Keywords: credit of consumption; floating risks; floating management; security of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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