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银行贷款资产风险评价 

10.1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资产风险评价方法简介 

贷款资产风险评价是银行贷款工作中的关键环节。中国的商业银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的

风险管理方法，将贷款客户风险与贷款方式风险结合起来，提出了贷款风险度的概念和贷款

资产风险度的概念1。 

10.1.1 贷款风险度公式 

以 X 表示贷款风险度， 表示企业信用等级风险系数， 表示贷款方式风险系数，则 

S×Τ=Χ                                 (1)  

其中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如表 10-1。 

表 10-1 

一级指标2
 二 级 指 标 

领导者素质 15 分 
其中：经历 2 分，业绩 2 分，学历 2 分，能力 4 分，合作 2 分，

品德 3 分 

经济实力 15 分 
其中：实有净资产 8 分，有形长期资产 4 分，人均实有净资产

3 分 

资金结构 20 分 
其中：资产负债率 6 分，债务股权比率 5 分，流动比率 6 分，

速动比率 3 分 

经营效益 20 分 
其中：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周转次数 3 分，存货周转次数 2 分，

利润总额 8 分，总资产利润率 7 分 

信誉状况 20 分 其中：贷款质量 9 分，贷款付息 9 分，存贷款占比 2 分 

发展前景 10 分 
其中：近三年利润情况 3 分，市场预期状况 2 分，新产品经营

能力 3 分，主要产品寿命周期 2 分  

评价中，银行根据表 10-1 的指标评估值，将企业评判为某个信用等级：AAA、AA、A、

BBB、BB 或 B，然后根据等级风险系数表确定其信用等级风险系数。 

10.1.2 计算单笔贷款资产风险度 

单笔贷款资产风险度=单笔贷款风险度×贷款形态风险系数               (2)  

所谓贷款形态是银行已贷出款的还款状态，分为正常贷款(即未到期贷款)、逾期贷款、

呆滞贷款和呆帐贷款3。不同贷款形态的风险度是不同的，如表 10-2。 

                                                        
1牛锡明.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度管理的理论研究[J]. 经济研究，1998,(3):58-65 
2据《贷款通则》（1996 年 8 月 1 日起实行），在贷款时，银行“应当根据借款人的领导者素质、经济实力、

资金结构、履约情况、效益和发展前景等因素，评定借款人的信用等级”。 
3根据银发 [1998]151 号文《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试行)，新的贷款形态分类为：正常、关注、次级、



表 10-2 

贷款形态 贷款形态风险系数 

正常贷款 1.0 

逾期贷款 1.5 

呆滞贷款 2.0 

呆帐贷款 2.5 

一般认为，同发放贷款时的风险度比较，如果贷款形态没有变化(即贷款资产形态风险

系数为 1)，则贷款资产风险度等于贷款风险度；如果贷款形态发生变化，成为了逾期、呆

滞或呆帐，则风险度增大，贷款资产的质量已经恶化了。 

10.1.3 计算全部贷款资产风险度 

一家银行某一时期对企业发放的全部贷款的总风险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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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第 i 笔贷款风险权重资产=第 i 笔贷款余额×该笔贷款资产风险度        (4) 

10.2 银行贷款风险度的定义 

10.2.1 风险度的定义 

根据定性定义4，所谓贷款风险是指发生贷款本息损失的不确定性，即借款方不能按期

偿还和清付本息的可能性。作为纯粹随机现象看，定量描述可能性的大小用概率，但是贷款

偿还这件事本身不是在一个时刻发生的一次性事件，所以一笔贷款的风险从理论上说是一个

连续或多值概率分布，可以有多种表示方法，如：令b表示最终欠款余额占总应还款额的比

例，则一笔贷款的风险分布就是 

          )(P)( xbxFX ≥==         10 << x                             (5) 

)( xbp ≥ 表示最终欠款余额比例b 大于一个实数 x 的概率， 1=x 是特殊情形。 

10.2.2 风险度函数 

上一节所述的理论认为，贷款风险度是企业信用等级和贷款方式的函数。若以V 表示

企业信用等级，U 表示贷款方式，则 X 其实是V 和U 的函数，即 
                                                                                                                                                               
可疑和损失五种，其中后三种属于不良贷款资产。 

4牛锡明.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度管理的理论研究[J]. 经济研究，1998,(3):58-65 



  ),( UVfX =                                  (6) 

或者说 X 是V 和U 的条件概率，即 

),|()( uUvVxbPxFX ==≥==                           (7) 

其中 和u 分别是V 和 的一个具体值。 v U
仅 在 下 列 情 形 下 ， 才 有 公 式 (1) ： 令 1=x  ( 或 其 它 特 殊 值 ) ，

),|1( vVbPT === )|1( uUbPS === ，则当U 和V 的取值相互独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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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银行，当把 视为常数时，就可用)(bP STX •= 评价每笔贷款的风险度。 

10. 3 企业信用等级评价 

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是每笔贷款决策任务的主要工作，也是最难和最复杂的工作。实际上，

由于贷款客户与一个银行的关系紧密程度不同，可以采集到的客户信息充分性就不同，从而

需要不同的评价方案。这里我们仅能讨论一种情况。这种情况的简单假定就是：表 10-1 所

列指标的各项指标数据能够得到。 

10.3.1 企业贷款信用度的定义 

一个企业的信用度同时具有客观不变性和不确定性。所谓客观不变性有两个含义：(1)

该企业的信用历史数据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会改变，由此我们可计算它的历史信用度，比如

可简单计算它到目前为止三年或五年内的到期贷款总额中已付清本息的金额比例或更细致

一些。(2)企业的现状情况是确定的。企业信用度的不确定性来源也有两个方面：(1)所获得

的关于企业历史和现状的数据会有某种程度的不可靠性或不精确性；(2)对未来趋势的预期

一般都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而对银行评价贷款风险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未来的预测，

也就是要确定企业的未来贷款风险度。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现状是历史的结果和未来的基础，所以作为对企业未来还款能力

的衡量，现状评价指标应是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的基础，而历史和未来预期可作为校正系数。 

定义 信用度是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其定量测度是企业在期限内支

付贷款本息总额占应付贷款本息总额的比例，记为V ，则V 应是企业现状评价、信用历史

和未来预期的函数，即 

gV =  (企业现状评价、信用历史、未来预期)。 

根据表 10-1 所列评价指标，其中前四项可以认为是现状评价，第五项是历史评价，第六项

是未来评价。这种信用度评价将各种贷款方式的信用状况都包括在内。 



严格来讲，由于其它不可知或难以评价的信息的作用，对于每个企业，函数形式 都

会不同。但是，作为银行，不可能为每个贷款企业都建立一个评价方案，所以，实际应用的

只可能是一个近似平均模型。不过，它毕竟是贷款企业有关信息的一个概括，所以可

以把它看作是企业的一个信用特征函数。如果有可能，银行至少应为不同类型的企业建立不

同的评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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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企业信用等级的定义 

根据层位评价理论的第 5 项思想和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指标(见表 10-1)的特点，建立

的连续取值函数没有太大的意义，故对企业的信用度状况作有限分类。由于有了

信用度的概念，所以分类容易做出。分类的级数多少并没有一定之规，如在评价理论中有所

谓五级 9 分制之说和简单五级制之说。现假定采用通常的六级分类，即 、 、A、 、

)(•= gV

A3 A2 B3
B2 和 B ，并假设分类定义如表 10-3。 

表 10-3 

信用等级 描 述 词 信 用 度 范 围 

A3  很强 ＞95% 

A2  较强 90 - 95% 

A  强(一般) 80 - 90% 

B3  差 60 - 80% 

B2  较差 50 - 60% 

B  很差 ≤50% 

上述分类标准，仅是一个示例，实际上不同银行可以有自己的分类标准，社会中介评价

机构也可以有自己的标准，其决定因素在于银行自身的信贷能力。 

10.3.3 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方法 

虽然表 10-1 所列指标体系并不满足评价指标体系完备性的基本要求，但这里不准备更

进一步讨论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的指标体系设计问题。为简单起见，我们也不考虑表 10-1 中

的二级指标。 

前面给出了信用度和信用等级的严格量化定义，但是，我们要建立精确量化的评价模型

还是很困难的，其原因一是银行积累的历史资料的完备性不好，二是即使历史信用度都是可

依据定义准确计算的，但是企业现状评价和未来预期仍然只能是定性综合指标。在条件严重

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采取定性化的评估方法。 

表 10-4 

贷款时现状评价 到期时的实现信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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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用历史样本点建立基础信用度估计模型。 

根据企业现状评估的信用度称为基础信用度。假设表 10-4 是一银行贷款的历史记录，

其中 分别表示表 10-1 中的前四个指标，是审批贷款时的评估资料，V 是贷款

到期时的实现信用度，即到期时已支付贷款本身占应支付贷款本息的比例。于是我们可以用

统计回归方法建立V 与( )之间的一个数学模型。表 10-5 给出一个模拟数字例

子，据此可计算得下面的公式： 

4321 yyyy 、、、

4321 yyyy 、、、

4321 066.1881.0307.3821.0V yyyy +++= 、、、  

表 10-5 

1Y  2Y  3Y  4Y  V   

1 15 15 20 20 100 

2 15 15 19 19 100 

3 14 15 18 18 98 

4 14 15 17 18 95 

5 14 14 18 18 93 

6 13 14 17 17 89 

7 13 13 16 16 85 

8 12 13 15 14 80 

9 12 11 15 15 75 

10 12 12 13 14 75 

11 11 11 12 14 70 

12 11 10 12 13 68 

13 10 10 11 12 65 

14 10 9 11 12 60 

15 10 8 10 11 56 

16 8 8 9 9 50 

17 7 7 7 9 44 

18 7 6 7 8 40 

19 6 5 7 7 35 

20 4 4 5 3 25 

21 3 1 3 2 10 

22 1 1 1 1 8 



23 2 1 2 0.5 6 

24 1 0.5 1.5 1 5 

第二步，计算申请贷款企业的基础信用度及基础信用等级。 

设对某企业的现状评估结果是：( )=(12 14 18 19)，则对该企业的基础信用度估

计是 92.26。根据表 3，该企业的基础信用等级是 级。 

4321 yyyy

A2
第三步，评估申请贷款企业的信用历史和未来预期。 

根据一个企业的信用历史数据可以评估其历史信用等级情况，称为历史信用等级。因为历史

是多个样本点，所以这种评估是一种平均。对于没有信用历史的企业，则可以假定为 或

。 

B3
A

关于未来的预期几乎是一种纯主观经验评估。因为对这种不确定性较大的事件，人们的

分辨能力较低，不妨也假定分为 、 、 、 、A3 A2 A B3 B2 、 B 六级。 

第四步，确定申请贷款企业的信用等级。 

每个银行要有一个根据基础信用等级(其实就是一种现状评估值)、历史信用等级和未来

预期决定一个企业的贷款信用等级的评价量表。因为三种相关因素指标都已化为等级值，所

以可以较容易地采用层位评价模式。在这里，基础信用等级起主导作用，历史信用等级和未

来预期起校正系数作用。比如可以设定，若对历史或未来的评估有一个低于基础信用等级评

估，就将其贷款信用等级设定为低于基础信用等级至少一个级别。假设在上述例子中，该企

业的后二者评估值分别为 和 ，则该企业的贷款信用等级可以定为 级。 A A2 A
由基础信用等级、历史信用等级和未来预期决定贷款信用等级的评价量表共包含

6×6×6=216 种情况。每个银行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为每种情况确定一个贷款信用等级。 

以上所述贷款信用等级评价方法应是一种动态方法，这不仅是因为用来建立基础信用等

级公式的历史资料是动态的，而且由三项信用等级确定贷款信用等级的评价量表也需要根据

不断积累的历史经验进行调整。 
根据本章的理论，企业的贷款信用风险度在定义上是一个可以严格量化的概念，虽然可

以有多种量化模式。但是,在贷款事件发生之前,对一个企业的信用度的评估仍然要借助于定

性指标定量化技术进行评价。这里提出的层位评价模式为最大限度地利用理性和非理性(经

验直觉)信息做出评估结论提供了一种理论。每个银行都可以在本理论的指导下建立一个具

有特殊个性的企业贷款信用等级评价方案， 这个方案是在使用中不断根据新数据和新经验

修正调整的动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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