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包括四大行在内的多家银
行都进行了不良贷款的核销。大行中，
工行核销额最大，约为250.1亿元，农
行、建行和中行分别为207.6亿元、117
亿元和123.6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
任郭田勇认为，核销对上半年不良贷款
数据确实起到了“美化”作用，但下半年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传导到金融层面体
现为不良贷款将继续增加。

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温州地区金
融机构不良率持续第11个月上升，不
良率已上升至2.85%。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
为，银监会规定2.5%的拨贷比要求足
以吸收现在的不良状况。下半年，银
行需要通过自身调整严控风险，防止
信贷资金进入房地产炒作和民间借贷
市场。

“在一些不良率已经攀高的地区，
银行应注重操作风险；而在一些不良率
较低的地区，可适当放开不良容忍度，
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宗良说。

中国社科院重点金融实验室主
任刘煜辉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对银
行的风险定价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银行必须改变过去依靠信贷规
模增长的粗放经营模式，转向走资本
节约型路线，才能从根本上防范风
险，改善资产质量”。

核销不良贡献大
下半年不良资产仍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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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 齐中
熙）

9月10日，中国南车株机公司宣布
中标南非Transnet公司价值近4亿美
元的普货电力机车订单。这是中国电
力机车首次登陆非洲，也是中国企业获
得的最大的电力机车海外订单。

在全球经济放缓，企业生存压力加
剧的情况下，上半年，株机公司等龙头
企业强势出击海外市场，中国南车连续
拿下大单，先后中标马来西亚安邦线、
土耳其安卡拉、新加坡等城市地铁订
单，中标哈萨克斯坦等国内燃机车订
单。截至目前中国南车年内获得的海
外市场订单已经近17亿美元，实现翻番
增长，再创历史新高。

据统计，2011年中国南车实现海外
销售收入超过60亿元人民币，同比大幅
增长162%。在2011年大幅增长的基
础上，中国南车今年上半年海外销售收
入再度实现大幅度增长，实现销售收入
近 50亿元，同比增长近 100%。在海
外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的同时，中国
南车还同时实现了市场区域的广泛
覆盖。目前公司产品出口至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动车组、城轨地
铁、交流传动机车等为代表的高端产品
占据公司海外贸易额的80%以上，重
点产品出口欧洲、新加坡、澳大利亚等
发达国家和地区。

南非是非洲铁路系统最为发达的
国家。中国南车株机公司有关专家介
绍，该项目机车为4轴交流传动货运电
力机车，功率为 3100千瓦，最高时速
100公里。

根据安排，中国南车株机公司将向
南非输出电力机车制造技术。此次中标
的电力机车项目在南非的本地化率将超
过60%，首台电力机车预计将在2013年
年底交付。

16家上市银行中报已公布，其中，14家银行不良贷款上升

加强信贷结构调整 贷款风险可控

中国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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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银监会发布数据称，上半
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4564亿元，较年初增加285亿元，这使
得外界担心尚未公布中报的银行资产
质量下滑。

随后，陆续发布的中报也显示，
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上升的形势日趋
明显，区域性、行业性和集群性风险
有所增强。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地
区不良贷款大幅增长，且以制造业和
批发零售行业为主。

“企业发展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
银行资产质量的好坏。”中信银行计划
财务部总经理王康表示，上半年该行长
三角和珠三角不良贷款占比超过70%，
以江浙一带外向型企业居多。

不仅股份制银行如此，一些国有大
行也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无法独善其
身。上半年，建行批发和零售行业不良
贷款比上年末增长68%。

“其实，年初我们预计上半年不良
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可能出现‘双升
’，并着手积极应对，目前情况远好于预
期。”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在中报发布会
上道出了多数银行高管的心声。

“经济环境不理想，银行不良贷款
上升是正常现象。”建行董事长王洪章
说，“下半年银行经营将愈加审慎，力争
将不良贷款控制在合理区间。”

尽管上半年不良贷款余额普遍上
升，但工、农、中、建、交五大商业银行的
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出现下降，维持在
0.82%至1.39%的区间。

中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宗良表
示，目前中国银行业平均不良率在1%
以下，远低于国际同业。“因此，也不要
因为过分强调资产质量风险而惜贷”。

不良贷款普遍上升
但控制在合理区间

16家上市银行中报已公布，其中，上半年14家上市
银行共增115亿多元的不良贷款，备受关注。

什么原因造成银行业不良贷款普遍上升？银行业
又将如何应对下半年的严峻形势？

□新华社记者 吴雨 刘琳 苏雪燕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 王宇
王培伟）

中国人民银行11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8月新增人民币7039亿元，广义及
狭义货币供应余额增速较7月均有所下
滑。

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M2）
余额92.49万亿元，同比增长13.5%，比
上月末低0.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
余额28.57万亿元，同比增长4.5%，比上
月末低0.1个百分点。当月净投放现金
530亿元。

数据显示，8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7039亿元，同比多增1555亿元。

存款方面，8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5044亿元，同比少增2022亿元。其中，
住户存款增加1030亿元，非金融企业存
款增加1965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406
亿元。

数据显示，8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业务发生2710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
结算业务发生212亿元。

8月末
我国货币供应增速
环比下滑

尽管上半年不良贷款普遍上升，但
各行地方融资平台类和房地产类贷款
加大调整力度，使得这两类市场普遍关
注的贷款不良率明显降低。

中报显示，上半年大行大部分平台
类贷款项目有充足现金流覆盖，有可变
现的资产抵押，不良率低于全行平均水
平。与此同时，不少股份制银行的平台
类贷款也平稳度过了到期高峰，并坚持
主动退出。例如，中信银行去年和前年
共退出平台类贷款360亿元，上半年贷
款余额较年初减少143亿元。

虽然不良率降低，但中行、农行、建
行等不少银行平台类贷款余额还在上
升。截至6月末，四大行融资平台贷款
的余额共计约2万亿元。

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认为，在“稳
增长”的调控下，二季度以来地方投资
项目增加，平台类贷款余额也相应增
加。下半年银行应延续审慎原则，重点
关注重大在建续建工程、涉及“稳增长”
的重点项目。中行等大行高层也表示，
未来将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只减不增，
严格落实还款来源。

至于房地产开发贷款，上半年四大
行严格控制，除了中行开发贷余额较年
初增长98亿元以外，三大行都较年初
减少。

大行高层表示，下半年将压缩房地
产开发贷余额，重点投向和民生相关的
保障房项目，支持一批品质优、效益好
的民营房企。

加强信贷结构调整
平台贷和开发贷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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