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庚南：如何让联合授信管

理的监管之剑更“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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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3 月 3 日，银保监会印发了《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联

合授信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深刻认识联合

授信机制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重新确定并及

时报送纳入联合授信管理的企业名单，并要求异地机构积极加入联合授信，

强调要加强联合风险防控、压实牵头银行责任、强化履职问责、深化银企

合作，进一步发挥自律组织作用，发挥与债委会的协同作用，做好与打击

逃废债工作的衔接，加大政策宣传，规范信息报送。这既是对 2018 年颁

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授信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落实情况的总结评估，又是结合新形势对联合授信管理机制的优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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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联合授信管理是抑制多头融资、过度融资行为的监管利剑。

在联合授信管理机制下，对同一企业提供债务融资的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

通过联合与企业确定总授信额度和风险管理要求，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协

同监测企业履约情况，联合采取风险防控、风险预警和风险处置措施，达

到共同提升服务质效和信用风险防控水平的目的。应该说，该机制自 2018

年实施以来，在抑制多头融资、过度融资行为、有效防控企业杠杆率风险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经过近 5 年的试点，联合授信管理机制本身

存在的一些缺漏也逐渐暴露，如异地机构如何加入联合授信、加入联合授

信相关方的职责如何厘定、如何履职及问责等问题，《试行办法》未予明确，

亟需要改进、优化和提升。 

银保监会在当前形势下重新强调对联合授信的要求，并提出了系列新

要求，无疑体现了监管层对企业信用风险的高度关注。这与此前 2023 年

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有效应对信用风险集中反弹”要求以及《三办法一规

定》《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等提出的风险监管要求是一脉相承

的，体现了在当前复杂形势下银保监会强化风险监管的系统思维。相较于

《试行办法》，《通知》有以下几大亮点。 

一是明确异地银行机构在联合授信管理机制中的定位，要求异地机构

积极加入联合授信。这一要求解决了《试行办法》遗留的如何推动异地机

构加入联合授信问题。由于在属地监管原则下，本地监管部门、银行业协

会对异地银行业机构尚缺乏有效约束，异地金融机构展业或游离与联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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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机制之外，或悬空联合授信对企业授信总额的控制。更为要害的是，异

地机构行为的不规范还将增大企业风险事件处置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一些

异地机构往往采取跟风投放的信贷策略，一旦有风吹草动则率先抽贷“脱

身”，使当地一些信用风险事件的处置与帮扶措施受到牵掣甚至前功尽弃。 

《通知》要求异地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加入联合授信委员会，按照联

合授信委员会决议开展工作。同时明确，当地银保监局和银行业协会可寻

求异地银保监局和银行业协会协助，协调异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入联合授

信；对企业注册地或主要经营地银保监局和银行业协会的协办请求，其他

辖区的银保监局和银行业协会应当及时办理。这无疑大大增强了协调异地

银行机构加入联合授信的制度执行力。 

二是扩大纳入联合授信管理的企业范围，或标志由小范围试点走向大

范围推广复制。《通知》要求各银保监局商当地银行业协会，统计确定注册

地或主要经营地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且符合《试行办

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全部企业名单（对在 3 家以上银行业金融机构有

融资余额，且融资余额合计在 50 亿元以上的企业）。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

尽可能与纳入名单的全部企业建立联合授信机制，努力做到应建尽建。而

《试行办法》则仅要求各银监局按照明确的标准选择不得少于 10 家的试点

企业（计划单列市以及经济总量较小的省份不得低于 5 家）。可见，《通知》

在纳入联合授信企业范围上应该是大大拓展。 

三是规范联合授信管理各参与方行为，强化履职问责机制。《通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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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要求参与联合授信管理的银行机构应当完善信贷管理流程，履行独立审

查程序，不得盲目依赖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标准，也不得为争取

客户放松风险管理要求，坚决避免过度竞争和“搭便车”“垒大户”等行

为；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将联合授信工作要求纳入信贷管理体系，强

化考核问责。对工作推诿、不配合报送数据等情况依法依规进行问责追责。

对符合联合授信组建条件、无客观困难、应当加入但不加入联合授信机制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具备履职能力但推诿扯皮、拒不履职的牵头银行，

要求各银保监局在现场检查立项、重大风险处置调查中给予特别关注，对

不审慎和违规授信行为依法从重处理。 

四是明确联合授信机制与其他风险处置机制的衔接。一方面，有效链

接联合授信委员会与债委会的协同作用。明确在《中国银保监会 发展改革

委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监会关于印发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工作规程的

通知》发布前已成立且目前仍存续，但不符合该通知第二条有关组建标准

的债委会，以及经债务重组等方式盘活后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企业的债委会，

若符合联合授信委员会组建标准，可转为联合授信委员会。另一方面，要

求做好联合授信管理与打击逃废债工作的衔接。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

通过联合授信委员会加强企业逃废金融债务信息共享，坚决打击逃废金融

债务行为，积极维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这也表明，在面对“三重压力”

等超预期因素影响下，虽然银行机构积极创新机制助企纾困，但不等于逃

废债有了新的“空间”。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