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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

正在呈现“井喷”的态势。

近日，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

流转中心（以下简称“银登中心”）

发布的《2024 年三季度不良贷款

转让业务统计》（以下简称“统计

报告”）显示：2024 年三季度不良

贷款转让业务挂单量 288 单，未偿

本息合计 826.2 亿元；成交量 213

单，未偿本息合计645亿元。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上述增长主要由个人不良贷款批

量转让业务成交规模的同比激增

所驱动。根据银登中心统计数

据，三季度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

让业务成交额为 546.6 亿元，占比

84.74%，同比增长 96.27%，环比增

长56.7%。

本报记者 慈玉鹏 北京报道

《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Wind

数据统计，截至 10 月 22 日，我国

银行机构境内发行“二永债”（二

级资本债、永续债）109 只，共计

1.37 万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 1.12

万亿元发行量。

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二永

债”发行量大的原因，首先永续绩

在 2024 年迎来首度续回，二级资

本债规模亦超 5000 亿元。其次，

资本新规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资本

要求。《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已于今年实施，银行面临更高的

资本达标要求。另外，今年前 10

个月，“二永债”平均发行利率均

低于 2023 年，有利于降低银行资

金成本、激发资本补充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 2024 年

10 月 22 日，城商行共发行“二永

债”38 只，总额为 2072 亿元，同比

提升 125.71%。业内人士表示，考

虑到资本安全缓冲垫较薄、资本

补充手段较少以及为未来业务发

展和防止资产质量劣变产生的资

本损耗等因素，中小银行仍面临

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相比大

型银行，中小银行难以通过股市

融资，更多依赖于定向增资、发

行“二永债”、专项债及优先股等

方式。

发行量同比上升90%

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井喷”：信用卡透支占比显著提升

三季度成交额达546.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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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地方AMC成活跃受让方

银行密集“补血”“二永债”发行提速
城商行发行增幅较大

值得一提的是，银登中心

统计报告还首次将“活跃受让

方机构”作为披露项目。

银登中心统计报告显示，个

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前十

大活跃受让机构包括天津滨海

正信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

“滨海正信资产”）、江西瑞京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

“瑞京资产”）、吉林省盛融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昆朋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国通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黑龙

江国瑞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以及华润渝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从上述前十大活跃受让机

构类型来看均为地方 AMC，其

中，滨海正信资产、瑞京资产均

为民营地方 AMC，其余八家为

国有地方AMC。

今年 7 月份，专注于为银

行、消费金融公司、AMC等机构

的个人贷款不良提供服务的北

京原法科技有限公司发布的《个

贷不良转让半年报告》也提到，

上半年各资产管理公司持续公

布了资产包成交结果，共公告

240 条成交结果，时间涵盖 2021

年至 2024 年，其中多数为 2023

年成交的资产包，为220条，2024

年为12条。从公告的成交结果

来看，地方AMC 为绝对主力，全

国性金融AMC 仅东方资产公告

了其在 2022 年的一个资产包。

而在地方 AMC 中，民营或民营

控股的资产管理公司又占多数。

上述报告显示，前十位资

产受让主体中，有六家为民营

地方 AMC，其中，排在第一位

的辽宁富安金融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和排在第二位的滨海正信

资产均为民营地方 AMC，对应

的受让资产包个数分别为 131

个和40个。

据记者此前统计，从企业

性 质 来 看 ，国 有 控 股 的 地 方

AMC 数量为 46 家，民营地方

AMC 有 13 家，外资控股的地方

AMC有1家。

“民营的资产管理公司在

个贷不良资产包的处置环节具

有更大的优势，更容易与债务

人就减免方案达成一致，提高

资产处置效率。同时，由于目

前法律规定，个货不良资产包

受让后由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

置，不得二次转让，对于投资方

而言，在资产安全性上，民营资

产管理公司产权边界更容易通

过合同划定，而国资企业目前

对于国资的边界划定具有一定

模糊性。”上述报告提到。

对于不同背景资产管理公

司参与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

业务深度方面的差异性，彭城

分析认为，五大金融 AMC 与地

方 AMC 面对的监管机构及监

管政策均有所不同，这就决定

了他们对于个贷业务的审慎程

度有所差异。同时，五大金融

AMC 与地方 AMC 在规模、体

量上也相差悬殊，面对新业务，

地方AMC明显“船小好掉头”。

“至于民营地方 AMC 相对

国有地方 AMC 在个贷业务方

面更为活跃，则首先是因为国

有地方 AMC 承担了更多地方

债务化解功能，其业务重心与

民营 AMC 略有差异。此外，民

营地方 AMC 受到的合规及纪

律约束相对国有地方 AMC 来

说较为宽松，能够用更加开放、

更加市场化的态度去接受新业

务。”彭城表示。

从银行类别上看，整体来

看，城商行提升幅度较大。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22 日，六大国有银行发行“二永

债”24 只，总额为 7060 亿元，相

比去年同期 5600 亿元发行规

模上升 26.07%；股份制银行发

行“二永债”20 只，总额为 4060

亿元；城商行发行“二永债”38

只，总额为 2072 亿元，相比去年

同 期 918 亿 元 发 行 规 模 上 升

125.71%；农商行发行“二永债”

27只，总额为470亿元，发行额度

相比去年同期314亿元发行规模

上升49.68%。

记者注意到，近期多家城商

行表示发行二级资本债。例如，

青 岛 银 行（002948.SZ）近 日 公

告，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关于资本补充工具计

划发行额度的议案》。

青岛银行 9 月发布的《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显

示：“随着全行资产规模和经营

业绩的快速增长，本行资本充足

水平仍面临一定压力。为此，在

监管规定框架之内，结合自身发

展需要，本行拟申请资本补充工

具发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亿

元（含20亿元）。通过资本补充

工具的发行，以进一步提升本行

资本对全行发展的支持能力，提

高本行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

续发展。”

长沙银行（601577.SH）在10

月公告称，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

案以及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的议案均审核通过。此前，长沙

银行方面表示，为深入贯彻落实

监管要求，提高资本充足率，增

强营运实力，支持业务持续稳健

发展，计划发行二级资本债券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一次

或分次发行。

李佩珈表示，目前来看，城

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资本充

足率相比过去来说并不低。截

至2024年9月，城商行和农商行

资 本 充 足 率 分 别 为 12.71% 和

13.08%，分别高于2023年平均水

平大约 0.21 个百分点和 0.90 个

百分点。但考虑到资本安全缓

冲垫较薄、资本补充手段较少以

及为未来业务发展和防止资产

质量劣变产生的资本损耗等因

素，中小银行仍面临较大的资本

补充压力。2024年9月末，城商

行和农商行仅分别比资本充足

率监管红线要求（10.5%）高 2.2

个和 2.5 个百分点，而大型银行

相比资本充足率要求高 3—5 个

百分点。相比大型银行，中小银

行难以通过股市融资，更多依赖

于定向增资、发行“二永债”、专

项债及优先股等方式。

杜娟表示，银行资本补充

分为内源补充和外源补充，内

源补充主要依靠利润，外源补

充可以通过上市、增资、配股

等，以及发行优先股、可转债、

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方式。

目前银行净息差下行，盈利承

压，在内源资本补充方面受限；

同 时 自 2022 年 兰 州 银 行

（001227.SZ）后 尚 未 有 银 行

IPO，所以中小银行更多采取发

行“二永债”的方式补充资本，

也有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

为地方城商行、农商行等补充

资本。

根据银登中心统计报告，不良

贷款转让业务包括个人不良贷款

批量转让业务、单户对公不良贷款

转让业务和对公不良资产批量转

让业务。不良贷款转让方包括股

份制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金

融租赁公司等，受让方主要是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金融

AMC”）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

下简称“地方AMC”）。

就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

而言，其转让方主要是商业银行与

消费金融公司，受让方则主要是金

融AMC和地方AMC。

银登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成

交规模达到 965 亿元，同比增长

449.4%。进入 2024 年，随着信用

卡、汽车消费金融等类型不良资产

大规模涌入，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

让业务明显提速。截至今年第二季

度，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规

模从一季度的43亿元上涨至278.5

亿元，较一季度上涨 547.67%。今

年三季度，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

业务共计成交 170 单，合计规模达

546.6亿元。从季度走势来看，个人

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同比增长

96.27%，环比增长56.7%。

从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

的资产构成类型来看，信用卡透支

类资产、个人消费贷款规模占绝对

优势，其中信用卡透支类资产占比

提升尤为显著。

数据显示，2023 年，个人不良

贷款批量转让业务中，信用卡透支

类资产、个人消费贷款、个人经营类

贷 款 分 别 占 比 39.15% 、43.26% 、

17.56%。今年上半年，个人消费贷

款 占 比 最 多 ，为 42.63% ，规 模 为

93.56 亿元。信用卡类资产挂牌规

模占比为41.68%，略高于2023年全

年数据。

从今年三季度个人不良贷款批

量转让业务资产类型构成分析，信

用卡透支为 262.2 亿元，占比 48%，

个 人 消 费 贷 款 229 亿 元 ，占 比

41.9%，个人经营类贷款55.4亿元，

占比10.1%。

其中，信用卡透支类资产今年

前三个季度的规模分别为5.3亿元、

93.3 亿元、262.2 亿元，在个人不良

贷款批量转让业务资产中的占比分

别为12.2%、33.5%、48.0%，增速尤为

迅猛。

火栗网特聘高级研究顾问彭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卖方角

度来讲，前两年平安银行无论是在

出包数量方面还是在转让资产规模

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今年

前三季度数据显示，平安银行虽然

依然在出包机构中占据第一梯队的

位置，但已经不再占据绝对主导地

位，后来者包括以建设银行为代表

的国有银行，以光大银行、华夏银行

等为代表的股份制银行，以甘肃省

联社、甘肃农信社等为代表的地方

性银行，以及包括中银消金、北银消

金、蚂蚁消金在内的消费金融公司

等，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金融机构

更多地参与到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

让业务市场中。

彭城进一步向记者表示，随着

转让方的变化，个贷市场标的资产

构成也发生明显转变，今年三季

度，银行信用卡透支不良和消费金

融公司的个人信用消费贷款不良

尤为突出。

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1月，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

发布了《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

点工作的通知》，开启了个贷不良资

产批量转让试点工作。

2022 年年底，银登中心公布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第

二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

知》，第二批试点进一步扩大了金

融机构的范围，在 6 家国有控股大

型银行和 12 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试点基础上，将开发银行、进出口

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以及信托公

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

司、金融租赁公司纳入试点机构

范围；将注册地位于北京、河北、

甘肃等 11 个省市的城市商业银

行、农村中小银行机构纳入试点

机构范围。

10月21日，银登中心公布的最

新一期“已开立不良贷款转让业务账

户机构统计表”，已有 191家（含分支

机构，下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304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78家城市商业银

行、149家农村中小银行、27家消费金

融公司开立了机构账户。

据相关媒体统计，截至今年 9

月10日，年内13家银行挂牌了信用

卡透支类个人不良贷款转让项目，

挂牌项目30余单，涉及债权金额共

约 356.37 亿元。截至今年 10 月 14

日，已有13家消费金融公司挂牌转

让超过 100 期个人不良贷款资产

包，未偿本息总额接近200亿元。

今年三季度，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共计成交170单，合计规模达546.6亿元。从季度走势来看，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同比增长

96.27%，环比增长56.7%。

民营的资产管理公司在个贷不良资产包的处置环节具有更大

的优势，更容易与债务人就减免方案达成一致，提高资产处置

效率。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22

日，我国银行机构境内发行“二永

债”109 只，共计 1.37 万亿元，同比

上升90.27%。去年同期，我国银行

机构境内发行“二永债”82只，共计

0.72万亿元。去年全年“二永债”总

共发行1.12万亿元。

单从永续债分析，截至10月22

日，我国银行机构境内发行 33 只，

共计5412亿元，相比去年同期2153

亿元提升 151.37%。其中，六大国

有银行发行6只，共计2500亿元；股

份制银行发行7只，共计1910亿元；

城商行发行16只，共计757亿元；农

商行发行4只，共计245亿元。

从二级资本债分析，截至10月

22日，我国银行机构境内发行共计

8250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其

中，六大国有银行发行共计4560亿

元，股份行发行共计 2150 亿元，城

商行发行共计1315亿元，农商行发

行共计225亿元。

中国银行研究院中国金融团

队主管李佩珈表示，总的来看，“二

永债”发行规模要比2023年明显增

加。今年“二永债”大量发行主要

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永续绩将

在 2024 年迎来首度续回。据相关

统计，2024 年全年约有 1.087 万亿

元的“二永债”到期规模（其中，永

续债到期规模约为5466亿元，二级

资本债到期规模约为5405.5亿元），

这要求商业银行提前采取措施，加

大资本补充。二是资本新规提出

了更为严格的资本管理新要求。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于 2024

年1月1日正式实施，其提高了逆周

期资本监管要求，设置了更为严格

的风险分类及计提要求等，特别是

大型银行还将面临更高的资本达

标要求。

展望未来，李佩珈表示，考虑

到“二永债”集中到期较多、市场利

率持续走低，未来一段时间，商业

银行“二永债”发行仍有望保持扩

张。具体来看，2024 年前 10 个月，

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发行平均利

率分别约为 2.73%和 2.56%，相比

2023 年 4.25%和 4.08%的发行利率

水平有所降低，这有利于降低银行

资金成本、激发资本补充需求。

苏商银行高级研究员杜娟认

为，今年“二永债”大量发行，一是今

年上半年银行先前发行的“二永债”

集中赎回到期的规模较大，银行为

保持资本充足率，需要续发“二永

债”；二是政策引导银行加大对实体

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实体经济

信贷投放，同时一些银行在净息差

收窄背景下希望以量补价，通过扩

大规模做大营收利润，资产端扩张

需要补充资本金作支持；三是在净

息差缩窄的背景下，银行利润收窄，

内源资本补充贡献有限，所以需要

更多依靠外源资本补充方式；四是

金融业加大对风险的防控力度，而

资本金是抵御风险的重要防线。

毋庸置疑，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

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也是维护金

融稳定的压舱石。当前，工、农、中、

建、交、邮储六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经营整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拨

备计提充足，按照国际最佳实践标

准，主要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

近期，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

相关政策补充银行资本。财政部

副部长廖岷10月12日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与其他各类金融机构一起，共同

承担着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

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要任

务。一揽子增量政策举措明确，发

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升这些银

行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

廖岷说，在当前形势下，有必

要通过适当方式支持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进一步增加核心一级资

本。这不仅能够提升银行的稳健

经营能力，而且可以发挥资本的杠

杆撬动作用，增强信贷投放能力，

进一步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

力度。

根据国务院授权，财政部负责

集中统一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

人职责，其中包括建立国有金融机

构资本补充和动态调整机制。廖

岷介绍，财政部将坚持市场化、法

治化原则，按照“统筹推进、分期分

批、一行一策”的思路，积极通过包

括发行特别国债在内的渠道筹集

资金，稳妥有序支持国有大型商业

银行进一步增加核心一级资本。

据悉，财政部已会同有关金融

管理部门成立了跨部门工作机制，

为各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完成相

关工作提供高效服务。“目前，我们

正在等待各家银行提交资本补充

具体方案，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

进。”廖岷说，作为上市银行，各国

有大型商业银行具体的资本补充

计划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依法进

行信息披露。

在补充资本的同时，银行亦在

不断提升资本精细化管理水平。最

新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银行业发

展报告》显示，银行业以资本新规实

施为契机，着力构建涵盖资本规划、

配置、计量、监测、考核、披露的全流

程资本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全面风

险管理体系，确保各类风险得到科

学的识别、监测、计量、评估和报告；

不断深化资本在经营管理中的应

用，将资本新规与经营目标有机融

合，充分释放资本管理效能；持续推

进高级计量法体系的建设及应用，

加快推进银行数智化转型，推动实

现更加稳健的经营。

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运行情况

数据时间：2022年四季度—2024年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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