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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贷款存量问题研究

潘淦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纪委书记

【摘 要】：2013 年二季度，李克强总理三提“盘活存量货币”，强调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

型升级。本文着重分析 2003～2012 年江西贷款存量情况，并开展了相关调查，得出结论：江西贷款同时面临着总

量做大和存量盘活的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实体经济，关键是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好、维护好，从而增强贷款吸

纳能力和经济活力。在此基础上，针对银行动力不足和各级地方政府着力不够、县域资金外流和农村资金短缺、社

会和民生责任淡化等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主张以市场经济的理念、开拓进取的精神和真抓实干的作风来促进江西金

融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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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省贷款存量扩大化形势的现实考察

从江西贷款增长态势来看，在以往的大多数年份，江西贷款增长率都要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反映了以往江西贷款投放

略显不足的客观事实。此外，从江西与全国贷款增长率的态势对比中可以得到证实，近年来国家信贷政策对支持江西经济发展

也给予了适度倾斜。2010～2012 年江西贷款增长率分别达到 22.24%、19.03%和 19.12%，较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出 2.59、

4.58 和 3.48 个百分点；2012 年末江西贷款余额达到 1.11 万亿元，占全国贷款比重达到 1.65%，比 2011 年末上升 0.05 个百分

点。数据显示，近年来江西贷款存量扩大化趋势较为明显，但是考虑到历史基数和全国排名等因素，江西贷款依然面临着总量

做大的问题。因此，当前不仅要将贷款存量用好用活，更要将贷款总量加快做大，片面强调贷款增速过慢或贷款存量过大的论

调都缺乏科学论证。

新增贷款生产率的经济意义是每单位新增贷款能带来多少单位新增 GDP，该指标反映了贷款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从江西与全

国新增贷款生产率态势对比来看，在所有年份，江西新增贷款生产率都要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以观测期内的峰值为例，2006

年江西新增贷款生产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74.96 个百分点，显示信贷支持江西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率较高，同时也映射了加大信

贷支持力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在 2009 年以来江西贷款存量持续扩大的同时，新增贷款生产率较之前绝大多数年份却呈

现出急剧下滑态势，2009 年和 2012 年两次触底，分别跌至 37.95%和 76.75%，进一步逼近全国平均水平，江西贷款存量用好和

盘活的重要性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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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贷款投资率的经济意义是每单位新增贷款能带来多少单位新增投资，该指标反映了贷款对社会投资的贡献。从江西与

全国新增贷款投资率态势对比来看，在观测期内的绝大多数年份，江西新增贷款投资率都要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观测期

内的峰值为例，2008 年达到 193.76%，显示信贷支持实体投资的总体效率较高，信贷资金在推动江西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是，2009 年以来江西新增贷款投资率却表现出总体走低态势，2009 年陡降至 105.26%，2010 年回升至 149.19%，2011 年

是一个大跳水，进一步降至 21.62%，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24.30 个百分点。因此，在贷款存量持续扩大的背景下，要特别关

注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在想方设法将贷款总量继续做大的同时，也要采取措施进一步用好新增贷款和盘活贷款存量。

二、江西省贷款存量使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江西金融机构贷款增速低于存款增速，银行存贷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省居民存款未能全部留在本省以促进经

济建设，而是部分流向了其他地区，存在某种程度的资金外流，制约了贷款存量使用。

从江西存贷款增长率态势对比来看，在观测区间的大多数年份，江西贷款增长率都要显著低于存款增长率，其中，2010～

2011 年贷款增长率分别低于存款增长率 5.08 和 1.21 个百分点。此外，从江西与全国银行存贷比态势对比来看，在 2006 年以来

的大多数年份，江西银行存贷比都要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2010～2012 年江西存贷比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57、5.44

和 5.55 个百分点，近年来呈现出加速放大态势，资金外流现象比较明显。根据调查分析，资金外流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资金系

统内上存、邮政储蓄资金系统内上存、银行承兑汇票异地贴现及异地贷款、保险费用及集团性客户资金上划四种方式，并且以

商业银行资金系统内上存为主。数据显示，2012 年我省各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内资金上存总额占各项存款比重为 8.84%～42.86%，

异地贴现总额占各项存款比重为 0.06%～0.41%；而我省各城商行异地贴现总额占各项存款比重为 0.48%～1.31%，异地贷款总额

占各项存款比重为 0.30%～2.82%，占比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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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外流的直接后果就是县域资金外流、小微企业和农村资金短缺。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域外资金收益率较高、金融生

态环境较好、银行业机构商业化改革、网点撤并之外，还包括其他因素，例如：贷款零损失、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等致使信贷

人员宁愿少贷款，也不愿意承担风险；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不良资产、中介机构乱收费、担保机构的放大功能弱化等

诸多因素制约着信贷投放，部分企业逃废悬空金融债权，等等。调查显示，县域房产过户费、房产评估费、保险费率、起诉费

率、执行费率、抵债资产处置费率等各项费用合计达到 4%～6%。对于将一定比例新增存款投放当地，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关心的

是如何解决担保、税率优惠和利率上浮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不满银行转移金融资源，而金融机构又抱怨本地投

资项目太少。究其原因，从需求方面看，我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经济结构层次不高，企业主体数量不多，从而影响了

有效需求的扩大；从供给方面看，我省农村金融体系较为薄弱，城市金融体系竞争力不强，金融产品比较单一，服务方式相对

滞后，从而制约了金融多种功能的发挥。事实上，这也是当前金融体制和行政管理分歧的缩影，其核心问题是诚信环境建设和

合力协调，当然还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另一方面，江西贷款余额长期处于中部六省的落后位置，近年来贷款存量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更加明显，从促进江西发

展的战略高度，发挥合力，众志成城，继续做大贷款总量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从中部六省本外币贷款余额对比来看，2010～2011 年江西人均贷款余额分别为 1.76 和 2.07 万元，与山西相比分别少 0.96

和 1.07 万元，与安徽相比分别少 0.21 和 0.30 万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分别少 2.02 和 2.23 万元。相对中部其他省份和全国

平均水平，江西贷款存量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差距扩大化趋势明显。数据显示，2010～2012 年江西贷款总额占 GDP 比重分别为

82.99%、80.30%和 85.57%，与山西相比分别低 22.75、19.95 和 23.50 个百分点，与安徽相比分别低 11.98、12.16 和 12.01 个

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分别低 43.84、43.51 和 44.00 个百分点，表明江西贷款总量不仅落后于中部大多数省份和全国平

均水平，而且与江西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难以有效发挥信贷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某种程度上也映射了江西经济发展的落后

与金融发展的滞后直接相关。

与贷款总量不足相伴的一些典型事实值得重视。一是江西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全省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和不足，导致融资总量不足与供求结构失衡。二是江西缺乏实力比较雄厚、辐射能力较强的地方大型金融机构，造成金融资源

利用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市场辐射能力偏弱。三是江西缺乏综合性投资银行机构平台，融合、撮合、转换全社会各类资金的

能力较差，从而对规避各类资金投资渠道门槛、增加资金投资能力形成桎梏。四是江西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用增进评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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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严重不足，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导致金融市场内部建设明显滞后，资本市场融资能力薄弱。

五是作为主要的融资渠道，江西银行信贷投向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大企业、大集团，造成中小企业面临着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

由此可见，贷款总量的继续做大，已经超出了融资本身的范畴，理应纳入江西经济金融发展的大框架内进行规划设计，必

须站在全省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考虑，发挥合力，众志成城，着力于进一步做大做强金融业，全面提

升金融服务功能，增强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从根本上改善和优化江西经济发展环境。

三、江西省贷款存量用好和盘活的对策建议

一是省政府应建立一整套考核与激励相结合、重在激励的管理制度，其激励对象应包括江西辖内金融机构与各级地方政府，

重点解决银行动力不足和各级地方政府着力不够的问题。

对地方金融企业，省政府应对地方政府制定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金融增长目标，特别是在资本市场、银行间债务融资市场

和资产证券化等直接融资方面拓展融资渠道，落实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责任，对于完成经营目标任务、考核业绩良好的，给予

重点奖励。对于全国性金融企业在赣分支机构，则希望他们向总部积极争取业务规模、优惠政策和位次前移。贷款增加要高于

本系统内全国平均水平，进而提高江西分支机构的授信额度，形成良性循环。为了形成有效激励，省政府要规定对在本系统内

服务地方经济成效突出、位次明显前移的全国性金融企业在赣分支机构进行重点奖励。此外，省政府要对银行机构建立项目贷

款首谈责任制，规定凡是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银行应该积极放贷。同时，为了与银行营造双赢关系，

省政府还要鼓励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向商业银行推荐好项目，提高项目融资成功率。从根本上讲，各级政府要把发展金融产业当

成主导产业来发展，以招商引资的精力和魄力来培植壮大金融业，以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和优越环境来吸引激励金融业，大力

提高金融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省政府要重点在营造有利于做大江西贷款总量的大环境上下工夫，解决商业银行想贷但找不

到好出路、地方政府有项目但好项目不多的问题，着力提高我省贷款的吸纳能力。

二是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建设，综合运用担保、税收等经济手段构建导向

激励机制，重点解决县域资金外流和农村资金短缺的问题。

完善农村征信管理和失信惩戒等机制，建立统一的企业信用规范制度，发挥财政资金、政策性信贷资金的政策导向和典型

引导作用，综合运用担保、税收等经济手段构建导向激励机制，引导和促使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其他社会资金流向县域经济

和“三农”产业。例如，可以考虑对金融机构发放的农业贷款实行分账管理、单独核算，减免其营业税和所得税，鼓励和引导

其将资金投向县域和“三农”。还可以考虑不把财政扶贫资金直接补给农村金融机构，而是设立风险基金，鼓励农村信用社等

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农户贷款，共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对于贷款回收达到一定比例以上的农村金融机构，由风险基金给予奖励，

对于回收低于一定比例的则由风险基金和金融机构共同承担风险。此外，监管机构应全面考核区域内各家银(上接第 12 页)行新

增存贷比例，以正向激励措施引导其加大对当地的金融服务。例如，对由于客观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免于责任追究；对由于非

客观因素达不到增量存贷比的机构，采取一定的惩罚限制措施；对区域金融机构以及高管人员的年审可附加对本区域资金投入

情况好坏的条件，等等。

三是商业银行、邮政储蓄、信用社、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和经营策略，扩大基

层机构经营自主权，重点解决社会和民生责任淡化的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应该逐步调整上存资金利率形成机制，降低上存资金利率水平，减弱资金向域外流动的利益驱动；取消上存

资金数量考核，适当下放贷款权限，对县域中小企业应单独设立授信评级体系，放宽贷款准入门槛；科学确定基层支行的市场

地位，把贷款发放的侧重点转移到中小企业上；制定科学合理的贷款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奖罚对称，提高基层行营销贷款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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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对于邮政储蓄吸收的存款，可以考虑通过再贷款或允许邮政储蓄与农村信用社签订协议存款的方式，将邮政储蓄资金交

由农村信用社或农村发展银行，以扩大放贷力度；还可以考虑扩大开放基层邮政储蓄资金直接运用的渠道，例如开办各种有价

证券贷款业务和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增加资金本地使用的比例。同时，应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逐步以股份制形式提升经

营管理能力和公司治理水平，建立健全风险控制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着力提高其在支农中的资金带动力和区域影响力。此外，

应该尽快制定政策措施，明确金融机构在县及县以下机构、网点的新增存款用于支持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