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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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不良资产处置，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近年间由互联

网金融平台产生的不良贷款的处置，二是指新兴机构通过互联网手段来介入传统不良资产的

处置。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行，银行业，特别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持续

攀升，随着成交量稳步上升，网络借贷行业贷款余额也同步走高。 

2022年一季度，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3.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79%，较年初略有下降。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周期持续调整的背景下，不良资产的持续释放对于商业银行清

收处置方式提出新的要求。随着银行业科技赋能战略不断深化以及互联网金融业务不断发展

，借助&ldquo;互联网+&rdquo;平台进行不良资产处置将开创商业银行资产保全工作的新蓝海

。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报

告》共九章。首先介绍了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的相关概念以及行业发展环境，并具体分析了

互联网金融和传统不良资产处置的发展；随后，报告详细阐述了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发

展状况以及互联网金融趋势下资产管理的发展，并详细解析了典型平台的经营状况；最后，

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行业的投融资状况，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

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产业

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

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

科学地预测。您若想对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互联网+不良资

产处置相关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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