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不良贷款[1]主要指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2]。

来自中国银监会的数据表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3]

从 2011 年的 3 379 亿元上涨至 2016 年末的 15 123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1.74% ，实现 22个季度持续上

升，我国金融机构迈入前所未有的“严监管”时代。

在此背景下，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

放缓，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也面临新的挑战。

林毅夫（1998）认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控制可

贷资金流向低效益的行业，可有效降低不良贷款[4]；

于为群（2000）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转型过

程中银企关系，指出其原因是金融制度因素[5]；曾诗

鸿等(2008) 指出不良贷款是“金融污染”，通过建立

效应函数来说明其对国家福利产生的影响[6]；宋涛

等 (2009)指出国家救助会提升不良贷款形成的

概率 [7]；于一、何维达（2011）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与

银行信贷质量之间的关系[8]；黄立新、郑建明（2012）

指出不同省份的银行不良贷款率总体呈现同步性

的变化[9]；马振国（2015）则指出不良贷款的主要诱

因在于不健全的监管体制及不良的宏观经济环

境 [10]。上述学者的论证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但现有研究未结合经济新常态下新的发展

态势，本文在此大背景下开展针对性的分析论证。

1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定量分析

1.1 变量选择

影响不良贷款的因素众多复杂, 但是通过研究

经济理论对不良贷款的解释以及对实践的观察，对

不良贷款Y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X1，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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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2，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3，

进出口总额X4。其中不良贷款余额数据来自中国

银监会的官方网站，而宏观经济指标则来自《中国

经济统计年鉴》。

1.2 分析方法的选取

由表1可知原始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5个

变量之间呈高度自相关，回归分析结果为模型不可

用，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采用能将具有

错综复杂关系的自变量综合成较少且不相关因子

的因子分析法。

首先对主成分因子进行提取，KMO = 0.578>

0.5，Bartlett = 45.647 比较大，P=0.000<0.000 1，符合

主成分分析的有关条件（表2）。

由表3可知，实证分析应选取一个主成分，即提

取第一个因子（特征值 =3.235）作为公共因子，其方

差贡献率为 80.873%>80%，可解释样本数据包含的

信息，将此公共因子用G来表示。

由表4可知，由于只提取了一个公因子，可以直

接得出公共因子G的线性组合为：

G = 0.964X1 + 0.889X2 + 0.856X3 +0.884X4 （1）

2 不良贷款的回归分析

对公共因子和因变量不良贷款作一元线性回

归，利用这些数据可得回归方程为：

Y= 21 343.97－0.084 406G （2）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在给定显著性水平

0.05 的情况下，F=10.063 81，P=0.008 881，足够小，

所以拒绝原假设，回归方程显著。回归参数的显著

性检验，从上表可以看出，t 的绝对值分别为

9.936 944和3.172 362，其中C的P值极小，G的P值

为0.008 9，也很小，由此可说明各解释变量对Y的影

响均显著。常数项C和公共因子G因子都应该作为

解释变量出现在回归方程中，将（1）式代入（2）式，

得不良贷款和公共因子G的回归方程：

（3）

回归结果表明：不良贷款Y和X1、X2、X3、X4均

为负相关，说明伴随不断增长的经济总量、上升的经

济效益、加速发展的进出口贸易、不断攀升的投资及

消费，银行不良贷款在不断减少，这可能归因于同步

增长的银行的贷款收益以及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为

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3 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新常态大背景下，进一步将经济增长目

标进行强化，使经济总量得到持续稳定增长，同时

刺激消费，增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完善进出口贸

易制度，为有效降低不良贷款奠定良好经济基础。

进一步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有效完善，特别是

对功能监管及综合监管进行强化，指引银行业更加

注重主业发展，增加银行贷款收益。

积极推动直接融资发展进程，有效解决企业高

杠杆率难题，帮助企业有效推进去杠杆，降低企业

债务水平。同时通过完善经营管理制度，规范资产

质量，加强贷款管理，降低不良资产形成。

切实提高资本充足率,如通过上市筹资增加资

本实力，发行长期次级金融债券等增加风险抵御能

力。同时结合自身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选取化解

存量不良资产的有效途径。

表2 KMO-Bartlett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df

Sig.

.578

45.647

6

.000

Y=2 143.97－0.081X1－0.075X2－0.072X3－0.074X4

表4 因子载荷矩阵

国内生产总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进出口总额

Component

1

.964

.889

.856

.884

不良贷款

国内生产总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进出口总额

不良贷款

国内生产总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进出口总额

不良

贷款

1.000

-.633

-.629

-.664

-.863

.010

.011

.007

.000

国内生

产总值

-.633

1.000

.927

.780

.751

.010

.000

.001

.002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629

.927

1.000

.563

.691

.011

.000

.023

.004

城镇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

-.664

.780

.563

1.000

.746

.007

.001

.023

.002

进出口

总额

-.863

.751

.691

.746

1.000

.000

.002

.004

.002

Correlation

Sig(1-tailed)

表1 相关性分析

1

2

3

4

合计/%

3.235

.479

.262

2.372E-02

方差/%

80.873

11.982

6.552

.593

累计/%

80.873

92.855

99.407

100.000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3.235

方差/%

80.873

累计/%

80.873

表3 主成分列表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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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促进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促进新工科人

才的培养。

与我系建立长期合作的企业有30多家，定期邀

请企业走进校园，搭建与学生的沟通平台。通过讲

座、培训的形式让学生了解市场动向及新技术。与

国内一些知名培训机构合作，其推出的免费的、公

开的实训课程，经过教师严格的审核，保障质量，以

课外训练、知识拓展的形式共同培育人才；针对企

业和市场需求，共同制定、修缮人才培养计划，让毕

业生快速适应企业的要求；及时了解企业对实习

生、毕业生表现的反馈。通过对校企合作平台的充

分利用，对市场需求深入调研，我系形成了特色鲜

明的专业与学科，促进新工科人才的培养。

3 结语

新工科大幕已经拉开，以“复旦共识”“天大行

动”“北京指南”为引领，不断探索新工科人才培养

体系，完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虽然我系对人

才培养方案做了大量探索与实践，也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差距：没有较为典

型的创业成功案例、资金短缺、缺乏大学生科技创

新创业园、专业的师资队伍匮乏等。今后仍需不懈

努力，为适应国家产业和经济发展需要，结合专业

特色和社会人才需求，形成一个基于新工科背景

的、完善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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