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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不良资产处置是指通过综合运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对资产进行的价

值变现和价值提升的活动。资产处置的范围按资产形态可划分为：股权类资产、债权类资产

和实物类资产；资产处置方式按资产变现分为终极处置和阶段性处置。终极处置主要包括破

产清算、拍卖、招标、协议转让、折扣变现等方式，阶段性处置主要包括债转股、债务重组

、诉讼及诉讼保全、以资抵债、资产置换、企业重组、实物资产再投资完善、实物资产出租

、实物资产投资等方式。

    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竞争格局发生变化。当前，我国经济正逐步由单一经济竞争走向混

合经济竞争，由低成本经济竞争走向高成本经济竞争，由需求供给竞争走向有效供给竞争，

由制造业竞争走向创造业竞争，由价格低廉竞争走向价值高端竞争。同时，我国经济生活中

出现了地方债务增长过快、产能过剩、银行不良资产持续双升等问题。通过兼并重组，化解

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必然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将带来一系列挑战和机遇

。

    移动互联网将颠覆传统领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影响和冲击。大数据、物

联网、智能制造将是未来的发展重点。传统产业若不与移动互联网融合，很快将会被大多数

消费者所抛弃。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将成为未来的三大支柱产业，其

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

车、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等，是市场需求最大、能够取得突破的产业，我们可以从中

发现众多投资机遇。

    十三五&rdquo;时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也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

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期，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一时期的不良资产处置中可以大有作为。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3年中国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市场调研与投资方

向研究报告》共九章。首先介绍了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互联网+不良资

产处置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

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互联网+不

良资产处置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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