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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

是经济的血脉。金融业务几乎渗

透、融入国民经济的每个细胞。

稳金融至关重要，它既是经济健

康发展的保障，又是防范经济风

险的要求。金融不稳，宏观经济

就不可能稳。“稳金融”的核心

就是防控好金融风险，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近几年，内蒙古自治区金融

业同样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

暴露出较多、较大的金融风险。

主要包括 ：信用风险、流动性风

险，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债务

违约风险、 房地产 市场泡沫风

险，以及 影子 银行风险、互联

网金融风险、非法金融活动风

险等等。

经过各有关部门近几年有针

对性的规范和综合治理，严格和

强化监管，以上风险均得到了不

同程度的控制，内蒙古防范金融

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但

是，金融风险隐患并未消除。内

蒙古金融风险仍然突出，防控化

解金融风险的难度依然很大。

一、内蒙古自治区金融

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风险

（一）社会融资规模明显减

少，金融机构存贷款增速大幅

下滑

2018 年全区社会融资规模

1627 亿 元， 同 比 少 增 1039.8 亿

元， 为 近 5 年 来 最 低 水平。 年

末，内蒙 古金融机构人民币贷

款余额 22085.2 亿元，同比增长

2.9%，较上年下降 7.9 个百分点，

低于全国增速 10.6 个百分点，增

李连俊

把稳金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摘   要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稳，经济稳。当前，内蒙古金融风险突出，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高企，

少数机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不达标，加之存贷款业务出现下滑等因素，严重影响金融稳定。金融机构

自身、金融管理部门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等应多方协同发力，形成稳金融防风险的合力，打造稳金融与稳经济

相互支撑、良性循环的格局，更好地促进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稳金融 金融风险 防控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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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在全国排名倒数 第一 ；全 年

新增贷款 608.2 亿元，同比少增

1486.8 亿元。全区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余额 23261.4 亿元，同比

增长 1.3%，较上年下降 7.1 个百

分点，低于全国增速 6.9 个百分

点 , 增速连续下滑 ；全年新增存

款 308.6 亿元，同比少增 1478.6

亿元。存贷款增速均为 2000 年

以来最低水平。

从 人民币贷 款 来 看， 出现

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一，企

业和机关团体贷款下降 18.4 亿

元，住户贷款增加 620.5 亿元。

其中，住户消费贷款增加 465.2

亿 元。其二，民营企 业贷 款下

降 85.5 亿元，小微企业贷款增

加 231.9 亿元，但是对小微企业

授信户数减少 900 多户。其三，

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

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

融机构和村镇银行）贷款合计占

全部新增贷款 96.1%，而全国性

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

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

银行）贷款少增甚至出现下降。

其四，全 部贷款 增速低于 GDP

增 速 2.4 个 百 分 点。 而 2006—

2017 年末内蒙古人民币贷款增速

平均比 GDP 增速高 7.3 个百分点。

GDP 增速与人民币贷款增速高度

相关，总体呈同升同降的特征。

从人民币存款来看，企业存

款出现大幅 下降 ,下降 497.8 亿

元。全区 17 家全国性银行业金

融机构，有 9 家存款出现下降。

（二）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仍

处于高位，金融风险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

2018 年 末， 全区不良贷 款

余额较上年增加 77.4 亿元，不良

贷款率 4.05%，较上年上升 0.24

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在部分金融机构、

行业、企业和地区比较集中。其

一，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不

良贷款风险继续上升的势头并未

得到有 效 控制。2018 年内蒙 古

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增加 196.3

亿 元，不良贷款率 较 上年上升

2.64 百分点 ；不良贷款率未达到

监管规定要求的机构占到 1/3，

一部分成为高风险机构。其二，

信贷资源向房地产、煤炭、钢铁

行业集中趋势明显，不良贷款率

较 高。2018 年 末， 全 区 房地 产

贷 款 余额 4039.6 亿 元，同比增

长 13.2%， 增 加 501.6 亿 元。 其

中，个人住房贷 款 余额 2185 亿

元，同比增长 17.2%，增加 329.8

亿元 ；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较高，

增长较快，导致 居民杠杆率提

高 到 38.5%。 金 融 机 构 对 煤 炭

行 业 融 资 余 额 1425.7 亿 元， 其

中银行业贷款占 86.4%，虽不良

贷款出现双降，但不良贷款率仍

高达 7.18% ；对钢铁行业融资余

额 488 亿元，其中银行业贷款占

67.2%，不良贷款率为 1.22%。其

三，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和个别盟

市不良贷款居高不下。

另据有关监测数据显示，银

行业金融机构向政府类项目融资

以及持有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合计

1.16 万亿元，相当于 2018 年全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6.2 倍，未

来还款压力大。

（三）部分金融机构资本充

足水平和贷款损失准备不足，抵

御风险的能力下降

2018 年末， 全区 地方 法人

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资本充足率

为 9.1%，较上年下降 1.7 个百分

点，资本充足率不达标的机构约

占 1/4，一些机构甚至为负值。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低于监管规

定要求的机构占 1/3，少部分机

构拨备覆盖率低于 50%。同时，

盈利能力下滑。地方法人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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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实现利润较上年减少

32.3 亿元，下降 27.8% ；资产利

润率为 0.56%，较上年下降 0.27

个百分点。少数机构出现亏损。

另据统计，内蒙古地方法人

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部贷款占总资

产的比例为 44.8%，资金存在金

融机构内部空转的现象，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有待提高。

二、原因分析

一是经济总体下行，行业、

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社会利润率

整体走低，影响金融机构对未来

经济发展走势的预期，加之不良

贷款上升带来的负面效应，导致

金融机构信贷业务放缓。

二是 企 业、 居民、 地 方 政

府债务不断累积，杠杆率高企，

还款能力下降，加之信用意识不

强，信用环境遭到破坏，造成拖

欠、恶意逃废债务，局部甚至出

现连锁反应，引发金融机构不良

贷款持续上升且难以化解。

三是 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约

束力不强，经营不规范，风险管

理意识、审慎经营意识弱化，信

贷投向过度集中，风险监测、识

别、管控滞后，出现不良贷款风

险。加之，企业融资渠道有限，

直接融资少，企业融资高度依赖

于银行体系间接融资，企业融资

风险主要转嫁于银行体系承担。

四是金融监管偏弱偏软，一

些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长期积累，

得不到有效解决。以上多种因素

叠加，最终形成较大风险。

 

三、内蒙古现阶段稳金

融的对策建议

（一）地方政府部门应把防

控化解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形成维护金融稳定的合力

司法等有关部门应更多地参

与严厉惩治恶意逃废银行业债务

的行动，打好防控化解重大金融

风险攻坚战。健全地方政府项目

融资监测制度，防控债务风险。

做好高负债国有企业的降杠杆。

完善金融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增

强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金实

力，做好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

企业不良贷款风险处置。打造良

好的信用环境、营商环境和金融

生态环境，促进企业诚信健康发

展，稳定金融供给。加强预期管

理和舆论引导，重振市场主体信

心，稳投资，稳经济。

（二）金融管理部门应把稳

金融防风险作为首要任务，发挥

好各项政策的效用

其一，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

政策。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动态优

化和逆周期调节，适度熨平经济

的周期波动，在上行期防止经济

过热和通货膨胀，在下行期对抗

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把好货币

供给总闸门，在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的情况下，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

模合理增长，保持货币供给与经

济增长的内生需求相一致，既防

止货币条件过紧引发风险，也防

止“大水漫灌”加剧扭曲和继续

累积风险。其二，完善金融监管

协调机制。进一步规范交叉性金

融业务，对市场进行有效监管，

整治金融市场乱象，防止金融业

脱实向虚。大力打击非法金融活

动。强化风险监测预警，消除不

稳定因素，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其三，加大 金融改革。优化 金

融体系结构，提升金融工作法治

化水平，全面加强硬约束制度建

设，从制度上防控风险。

（三）金融机构应完善内部

治理结构，严防严控风险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

系，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

实体经济充分结合起来，加大不

良贷款处置力度，腾出信贷空间

更好助力经济发展。优化信贷投

向和行业、期限结构，大力支持

科技创新，增强经济增长动力。

充分发挥稳金融对稳经济的支持

作用及关键作用，形成稳金融与

稳经济相互支撑、良性循环的格

局，更好地促进金融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

特中心支行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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