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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不良资产是一个泛概念，它是针对会计科目里的坏账科目来讲的，主要但不限于包括银行

的不良资产，政府的不良资产，证券、保险、资金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不良资产。金融企业

是不良资产的源头。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于1999年分别设立了中国华融、中国长城、中国东方和中

国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对口接收、管理和处置来自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贷款，中国的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由此产生。

至今，中国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即政策性业务时期、商业化转型时

期、全面商业化时期。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目前正处于全面商业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业务实现

了由单一不良资产管理向多元化金融服务延伸，机构由单一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向综合金融控

股集团转变。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背景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将继续在化解金融

系统风险、优化增量和盘活存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截止2016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123亿元，较2016年3季末增加183亿元；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率1.74%,较2016年3季季末下降0.02个百分点，2016年不良贷款率基本保持稳定。2016

年我国信托行业的信托资产规模达到20.22万亿，不良率为0.58%，不良资产为1172.76亿元

。2016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合计59.6万亿元，增长6.3%;所有者权益合计47.2万亿元，

增长8.2%;资产负债率为55.8%。而非金企业不良资产规模超过6万亿元。总体上2016年不良资

产的市场化投放规模达1.5万亿左右。 

    我国不良资产行业短期内行业将继续维持较高壁垒，牌照稀缺价值高。长期看竞争分化将

加剧，在资金实力、项目甄别和定价、不良资产价值提升和处置等方面有优势的不良资产处

置机构有望脱颖而出。同时更多市场主体通过参股地方AMC切入不良资产行业核心价值链。

四大AMC股权结构稳定，引入新增股东的概率较小；不持牌资产处置机构利润空间有限投资

价值较低。地方AMC牌照稀缺有投资价值，因此参股地方AMC是市场主体切入不良资产行业

的重要途径。AMC是资本驱动型的企业，地方AMC因业务规模受制于与资本金和杠杆约束也

普遍存在增资扩股的诉求。 

    在&ldquo;供给侧结构性改革&rdquo;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随着改革力度进一

步加大，产能过剩行业面临着深度结构调整的压力，这为不良资产行业提供了稳定的市场供

给。监管环境的不断完善、信用体系的逐步建立、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等经营环境的改善推

动行业经营效率的提升。中国经济&ldquo;新常态&rdquo;下实施&ldquo;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rdquo;必然伴随不良资产和破产重组等业务机会的增加，这将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

置和收购重组类业务带来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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