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隨着經濟下行壓力加

大，內地財金官員均指出，內地金融業面對的不穩定性和風險

將會增加。中國銀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于學軍透

露，截至2016年5月末，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不良率已經達

到2.15%，較今年初提高了0.16個百分點，銀行業面臨着改制

上市以來最嚴峻的經營壓力。銀行業要謹防資產泡沫一旦爆破

所帶來的多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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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銀不良率達內銀不良率達22..1515%% 不良餘額逾兩萬億不良餘額逾兩萬億

于學軍昨天在2016中國銀行業發展論壇
上指出，截至2016年5月末，銀行業

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餘額已經大大超過兩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今年初新增了
2,800多億元；不良資產比率突破2%，達到
2.15%，較今年初提高了0.16個百分點。同
時，90天以上的逾期貸款也呈同步增加之
勢，銀行風險控制壓力、撥備壓力、盈利壓
力持續加大。

貨幣擴張過快 增資產負債
在于學軍看來，中國經濟的持續下行是造
成銀行業經營困難的主要原因。「現在商業
銀行普遍而迫切地希望中國經濟盡快好起
來，這樣壓在手裡的不良貸款就可以逢凶化
吉、迎刃而解。但這種願望短期內是不可能
的實現。」他認為，中國過去30多年來依靠
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出現明顯的挑
戰，而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尚未確立。
此外，貨幣過快擴張也使得銀行業資產負
債表快速膨脹。于學軍說，2015年銀行業新
增貸款超過11萬億元，銀行類信貸業務如表
外業務增長更快，這就造成了金融市場的膨
脹和複雜化，也使得銀行的流動性風險和市
場風險更加複雜。
另外，利率市場化、互聯網金融衝擊等因

素也使銀行經營壓力增加。
于學軍判斷，由於這兩年銀行將大量的信

貸資金投放到政府平台，未來一段時間銀行
不良率有可能出現微降的局面，但不良的風
險仍然會持續上升。「銀行前些年放的貸
款，尤其是實體經濟的貸款，不良還會呈一
個上升的態勢，這就需要銀行業謹防資產泡
沫引發的一系列問題。」

利率市場化提高金融風險
出席同一場合的央行貨幣政策委員黃益平

稱，過去金融改革的重心主要放在機構的設
立和規模擴大上，並沒有放在市場的開放、
市場機制的運用，尤其是利率匯率、資本流
動和資金配置的決定上；未來伴隨金融改革
推進，中國必須面對金融不穩定性的提高和
金融風險的增加。
「改革到今天，過去很多信貸都是有政府

擔保剛性兌付，雖然是有風險的，但沒有出
現問題。利率市場化必然意味着打破剛性兌
付，這也意味着金融風險的上升。」他稱。
他又提到，中國的高槓桿率已經成為國際

市場普遍擔心的問題，目前中國的企業債務
比較高，主要體現在非金融企業債佔GDP比
重高達160%甚至可能更高，該水平與國際
相比亦相當高。

人民幣國際化 中資銀行新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受中國經濟下行、國際金融市場動
盪、以及互聯網新業態的衝擊，內地銀
行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經營困境。面對
「腹背受敵」的局面，與會的銀行家認
為，內地實體產業的東部升級和西部轉
移仍充滿機會。同時人民幣國際化也將
成為中資業的新機遇。
興業銀行行長陶以平認為，在內地經

濟L型增長格局下，過去的普漲格局已
經不可持續，內地銀行業的經營情況會
加速分化。如去年整個內地銀行業的淨
利潤同比增速僅為2.43%，與過去兩位
數增速落差很大。
平安銀行行長邵平指出，鑒於內地經

濟L型走勢、英國脫歐等「黑天鵝」事
件引發的國際金融市場動盪，銀行在新

增信貸的投向上面臨「資產荒」的問
題，原來風險較小的國企債務、地方政
府擔保的信用債開始爆發風險，新增資
產缺乏「安全區」。現在要對中國經濟
觸底和不良率見頂的時間做判斷，可能
還為時尚早。

牛錫明：不良貸還未到底
交通銀行董事長牛錫明也表示，目前

內地銀行業的不良貸還沒有到底，風險
並沒有完全釋放，正處於風險管理的關
鍵時期。他提醒要特別重視一個問題，
就是利潤當期性與風險滯後性的錯配，
發放貸款後利潤當期就增加，但3年後
才會出現風險，5年後不良貸款會增加，
7年後會形成損失。但同時，牛錫明指
出，支持實體經濟才是銀行業發展之根

本，內地實體經濟還有巨大的發展空
間，產業的東部升級和西部轉移都是機
會。

新格局帶來30年機遇
中國銀行董事長田國立也認為，中國

對外開放新格局、「一帶一路」為主軸
的新市場、人民幣國際化新商機正在給
內地銀行業創造出30年未有之的大機
遇。
他料，2020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將超

過5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額將超過
2,000億美元，未來內地銀行業拓展海外
業務將獲得更為廣闊的空間；同時，隨
着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有利
於中資銀行以人民幣業務為切入，拓展
國際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A股昨日展開震盪整理，盤中3,000
點關口失而復得，滬綜指全日幾近平
收。

兩市成交量增700億
早盤滬深兩市雙雙低開。盤中醫療板

塊、黃金概念爆發，帶動滬指小幅上行
並翻紅，但又衝高回落。臨近午盤，一
波急跌後，滬指擊破 3,000 點，低見
2,994點，所幸迅速反彈，又收復了3,000
點關口。午後，稀土永磁概念崛起，帶
動市場逐漸回暖。臨近尾盤，三大股指
再度走弱，出現不同程度回調。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016點，跌0.44

點或0.01%；深成指報10,620點，跌21
點或0.2%；創業板指報2,233點，跌7點
或0.34%。兩市共成交7,335億元，較前
一日增量700億。

黃金概念股持續強勢
盤面上，有色金屬、貴金屬領漲。有
色金屬板塊中，中色股份、貴研鉑業等6
股封漲停，全球避險情緒升溫，刺激金
價走高，亦帶動了有色金屬板塊。黃金
概念股維持強勢，中金黃金、中潤資源
亦錄得漲停。
市場消息稱，中國南方稀土集團整合

工作，已達到了國家級大型稀土企業集
團組建工作目標，日前正式通過專家組
驗收，稀土永磁概念走強。航天航空、
釀酒板塊跌幅居前。
央行在公開市場進行了150億元（人民
幣，下同）7天期逆回購操作，當日有
1,300億元7天期逆回購到期，因此實現
淨回籠1,150億元，至此，公開市場已連
續4個交易日淨回籠資金。交易員稱，整
體資金面保持寬鬆態勢。

滬指微跌 3000點失而復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人民銀行7日發佈的數據顯示，6月末中國
外匯儲備餘額32,051.62億美元，較上月增
長134.26億美元，SDR計值的外儲餘額也
出現正增長。這是央行發佈SDR計值的儲
備資產數據後，兩者首次呈現同向變動。分
析指6月外匯儲備意外上升，顯示本來人民
幣貶值壓力可控，而且央行逐步退出外匯市
場的常態化干預。但亦有分析認為，外匯儲
備只是短暫回升，下半年人民幣恐繼續面臨
更大的貶值和資本流出的壓力。

此前彭博調
查經濟學家預
期6月外儲中
值為下降 247
億美元，參與
調查的19位經
濟學家中，僅
有2位預測環
比上升。金融
四十人論壇特
邀研究員鄧海
清表示，在 6
月 以 均 值 來
算，人民幣兌

美元仍貶值0.96%。
以往常經驗來講，匯率貶值與人民幣外匯
儲備下行是一致的，此次則大不相同。中國
減少乃至退出常態化的外匯市場干預，是6
月中國貨幣貶值但外匯儲備增長的根本原
因。

央行逐漸減市場常態干預
此外，從資產重估上看，鄧海清指日圓相
對美元的升值幅度遠超歐元兌美元的貶值幅
度，導致整體外匯儲備上升；另外，債券等

避險資產在6月出現了顯著的上漲，總體推
高了央行持有資產的資產價格。
民生證券分析師管清友也指出，外儲再度
回升顯示，雖然英國退歐衝擊及後續不確定
性使得人民幣短期內有一定貶值壓力，但結
售匯、貶值預期、進出口結售匯率等中微觀
基本面並未跟隨惡化，本輪貶值壓力可控。

儲備回升或只屬短暫現象
不過亦有經濟學家認為，外匯儲備回升只
是短暫現象。華僑銀行經濟學家謝棟銘表
示，6月份外匯儲備超預期增長可能只是一
個短期現象，英國脫歐導致的人民幣貶值對
外儲的影響預期更多體現在本月。6月外儲
上漲一方面可能和當月央行干預較少有關；
另一方面，5月份中國當局出台的單邊鼓勵
外債流入等措施開始見效，包括明確外資機
構投資境內債市，在6月份一定程度上緩解
了資本流出的壓力。專家認為，下半年人民
幣恐繼續面臨更大的貶值和資本流出的壓
力。
中國央行同時公佈，6月末官方儲備資產
中黃金儲備為 774.29 億美元，環比增加
69.54億美元。以盎司計，6月末黃金儲備為
5,862萬盎司，5月末為5,814萬盎司。

上月外儲增134億美元超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央企合併風潮吹向房企，保利地產
（600048.SH）與中航地產（000043.SZ）
雙雙發佈公告稱，母公司保利集團與中國航
空工業集團公司籌劃關於所屬地產相關業務
資產的重組整合方案，雙方股票自7月7日
起停牌。業內稱此次合併將是一次挑戰常規
的合併重組。
據悉，國資委對央企深化改革的要求是突

出主業，可以集中資源打造核心競爭力。從
中航工業集團業務來看，這家排名前十的軍
工集團內，地產業務平台包括中航地產、中
航國際和天虹商場，但總體營收佔比較小。
因此有券商內部人士猜測中航剝離旗下地產
業務到保利的可能性較大，央企合併潮源自
決策層希望各行業都有巨無霸企業出現，房
企也不例外。
有業內人士評論，此次合併將挑戰很多常

規，對於中航地產而言，房地產一旦抽離，
剩餘業務不足以支撐整個上市公司，且中航
下的地產業務對於保利而言或許也是微不足
道。
值得一提的是，保利集團業務板塊亦包含

軍貿類，其前身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國老
牌的軍工貿易公司，此次保利和中航的配對
整合，讓業內猜測是否亦會將兩家的軍工業
務也做整合。

央企保利中航籌劃合併重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萬科A公告稱，7月5日及6日，鉅
盛華在二級市場增持78,392,300股萬科
A，佔公司總股份的 0.71%，目前鉅盛華
及其一致行動人前海人壽合計持有公司
總股份25%。
儘管寶能目前持有公司股份為25%，

但是其並未觸發要約收購義務。
寶能系在昨日的公告中強調，「不排

斥各種可供選擇的合理建議，抱着最大
的善意和開放的態度，依法合規在滿足
上市公司治理框架內與各方達成最終解
決方案。」、「尊重且看好萬科的管理
團隊，對萬科管理層保留了期待，歡迎
並真誠希望管理層中的優秀者繼續留任
萬科。」
萬科A昨日跌4.95%，成交81.3億元，
自本周一復牌以來連續下跌，至今累計
跌幅已達22.96%，最新報18.82元，而
萬科H股則上漲了4.21%。
市場分析指出，寶能系持有萬科的綜
合成本價在17元左右；高盛認為，如果
股東之爭未能得到解決，該股還會繼續
跌至15.6元。

寶能冀萬科優秀管理層留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A股市場頻發舉牌事件，西藏發展5日
突發公告稱遭無法聯繫到的神秘人舉牌，為
應對控制權易主，公司採取起訴方式要求舉
牌人在二級市場拋售所持股票。

馬淑芬頻增持從未露面
西藏發展公告稱，馬淑芬增持公司股份已
佔上市公司總股本的10%，但馬淑芬從未聯
繫過西藏發展確認相關事宜，公司亦無法聯

繫到馬淑芬本人，因此不代表對此前公告的
《簡式權益變動報告書》及提供人認可或確
認。
據悉，西藏發展目前第一大股東是西藏天

易隆興，其在6月1日通過受讓方式持有公
司10.65%的股權，而馬淑芬亦在第一股東
入主後大肆舉牌。
從時間上來看，馬氏今年1月起買入西藏

發展，第一次舉牌持股超過5%正是在6月
上旬，最終在截至6月底前完成持股總比

10%，持股量接近第一大股東。馬淑芬因為
年初就介入，持股成本僅為14.38元（人民
幣，下同），而天易隆興受讓時間在6月，
每股價格為24.91元。
其實在馬淑芳首次舉牌達5.15%時，西藏

發展曾以起訴的辦法要求該股東在二級市場
拋售股票，所得收益賠償給西藏發展。但業
內認為該請求被法院支持的可能性極小。目
前馬淑芬和天易隆興均在權益變動報告書中
表示擬於未來12個月內繼續增持。

西藏發展起訴舉牌人 要求減持

■昨天，滬綜
指收報 3,016
點，深成指報
10,620 點 ，
兩市共成交
7,335 億元，
較前一日增量
7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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