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re Mathematics 理论数学, 2024, 14(8), 54-59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pm 
https://doi.org/10.12677/pm.2024.148303  

文章引用: 刘紫璐. 基于影响因素分析改善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方法[J]. 理论数学, 2024, 14(8): 54-59.  
DOI: 10.12677/pm.2024.148303 

 
 

基于影响因素分析改善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的

方法 

刘紫璐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4年7月8日；录用日期：2024年8月10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19日 

 
 

 
摘  要 

本文以中国银行为研究对象，分析了2014~2023年的不良贷款率的情况。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去研究

影响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因素，得出国内生产总值，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净

资产收益率对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并对于改善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的情况提出相关的建议以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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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Bank of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the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from 2014 to 2023. The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factors af-
fecting the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of Chinese banks, and the impact of GDP, non-performing 
loan provision coverage ratio, core tier 1 capital adequacy ratio and return on equity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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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of Chinese banks is obtained.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situation of non-performing loans of Chinese banks are put forward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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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不良贷款率是银行的一项重要指标，可以评估银行的运行状况，衡量银行贷款的风险，反应银行贷

款的质量。对于中国银行而言，不良贷款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其财务健康、市场信誉以及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能力。不良贷款率过高意味着银行的资产质量下降，这可能会影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

进而影响其分红能力和股票表现。还可能会引起市场参与者的担忧，影响投资者和存款人的信心，增加

银行的融资成本，甚至可能引发信用评级的下调。另外，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金融机构，中国银行

的不良贷款率上升可能会限制其向企业提供贷款的能力，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因此，不良贷款率对

中国银行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经济形势都存在较大波动，国内外宏观经济下行趋势的复苏并不稳定，这对商

业银行的经营发展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压力。因此，为了采取针对性的有效措施，维持未来的稳步

发展，要加强对银行自身运营状况的评估，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资产质量的分析，其中不良贷款率是一项

重要指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关键指标，它直接反映了银行信贷资产的质量状况，对银行的

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具有显著影响。通过深入研究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可以提升中国银行银行

风险管理水平，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对该指标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分析了国内生产总值，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与净资产收益率对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该模型通过整合多个自变量，能够提供关于变量之间相

互作用的洞察，这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复杂现象，同时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结果，帮助中国银行决策者

制定策略和计划。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于有关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探究已有了一定的基础，总体上可以分为外部宏观因素和内

部微观因素。 
刘阳选取了 11 家银行，研究了银行资产中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收益率

和贷存比例这几个指标的关系，其研究是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1]。韦际杰把区域作为自变量，包括我

国东北、东部、中部及西部四个地区，发现区域差异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并没有显著影响[2]。
Kjosevski 和 Petkovski 运用系统广义矩阵模型，固定效益模型，差分广义矩阵模型等方法分析得出一方面

是银行特定内部因素，其中包括银行资产回报率、股权回报率，另一方面，外部宏观因素如 GDP 增速、

通货膨胀率等，都会对银行不良贷款产生影响[3]。 
以往研究大多是搜集了多家银行数据为样本，本文以中国银行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通过已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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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基于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的需求，选取对大多数银行不良贷款率有影响且无强烈共线性的变量，通

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国内生产总值，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净资产收益率四个常见的

主要因素对其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以期提供有助于提高中国银行信贷质量的建议。 

3. 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现状 

从 2014 年~2023 年这十年由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数据组成的折线图(图 1)可以看出，虽然从 2014
年到 2015 年经历了一个大幅度上升，但 2015 年~2016 年上升速度明显减缓，并且上升趋势从 2016 年开

始停止，除了 2020 年突然出现一次回升以外，2016 年~2024 年总体呈现出一个稳定下降的趋势。 
 

 
Figure 1.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of the Bank of China from 2014 to 2023 
图 1. 2014~2023 年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 

4. 中国银行不良贷款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净资产收益率这四个主要因素对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银行，选取以下变量以研究中国银行不良贷款影响因素：X1 表示国内生产总

值，X2 表示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X3 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X4 表示净资产收益率，Y 表示中国银

行不良贷款率。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银行财务报表中获取了 2014 年至 2023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 
使用 SPSS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确定选取的 4 个银行因素变量对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程度。对

中国银行 2014 年至 2023 年的数据统计结果如图 2~图 4 所示。 
图 2 给出了中国银行评价模型的检验统计量。可以得到调整后的 R 平方为 0.998，说明回归的拟合度

高。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净资产收益率这四个主要因素综

合作用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 
图 3 给出了方差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到回归部分的 F 值 197.926，相应的显著性值为 0.001，小于显

著水平 0.01，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净资产收益率多个因

素可以对不良贷款率的变化进行解释。 
图 4 给出了中国银行 4 个因素变量的线性回归系数及其他相应的统计量。但这里只有 2 个因素相应

的显著性值小于 0.01，说明系数显著的是 X2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和 X3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而 X1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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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产总值和 X4 净资产收益率的系数不显著。 
 

 
Figure 2. Model test statistics 
图 2. 模型检验统计量 

 

 
Figure 3. ANOVA results 
图 3. 方差分析结果 

 

 
Figure 4. Linear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and other corresponding statistics 
图 4. 线性回归系数及其他相应的统计量 

 
又由 X2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和 X3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系数为负可得对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起到的

是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比其他相关研究，国内生产总值和净资产收益率往往对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该结论在本研究中不成立。 

5. 结论与建议 

以上结果表明，虽然在对多家银行数据分析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净资产收益率是影响银行不良贷款率

的显著因素，但针对中国银行一家的数据时，并不能反映出同样的结论，数据显示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这两个因素会起到更关键的作用，不同的银行有其自身的特点，于是不同影响因

素的显著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不同银行，应根据其特点针对性选择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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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不论是什么类型的银行，其经营活动和绩效都是融入在社会发展中并和整

体经济水平及大环境相关联和适应的，但是并不是对所有银行发挥同等的影响作用。针对中国银行，相

比于外部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内部因素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于中国银行而言会发

挥更大作用。对此，中国银行应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不良贷款拨款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 
不良资产拨备覆盖率作为一种度量金融机构信贷资产减值准备的充分程度，体现了商业银行抵御信

贷风险的能力。提高该指标的关键在于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 
中国银行要建立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立专门的信息安全管理组织，明确各级管理层和员工的安全

职责，形成有效的信息安全治理结构。进行定期的风险评价，找出潜在的隐患和薄弱环节，并制订相应

的对策，以保证风险的可控。建立安全监控系统，实时监控信息系统的安全状态，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

事件，减少安全威胁造成的影响。 
加强银行的内部审计。通过内部审计，商业银行能够对不良资产进行有效的识别、评估与管理进而

提升资本充足率，提升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应合理分配审计资源，优先关注高风险领域和关键业务环节。

不断提升审计质量和效率，采用先进的审计技术和方法，随着数字化转型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银行内

部审计要逐步应用数据分析技术，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可以通过集成高级数据分析、认知技

术等新技术，为银行内部审计提供全方位的数字化赋能，帮助审计部门更好地识别风险、优化内部控制

和提升审计质量。同时，内部审计报告应反映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其影响，与风险管理报告相互补充，

共同反映银行整体的风险状况和应对措施。最后建立健全审计整改和跟踪机制，确保审计发现的问题得

到及时整改。通过高效的审计，中国银行可以持续改进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提高拨备覆盖率，增

强风险抵御能力。 
通过优化信贷结构，减少高风险贷款的比例，可以降低不良贷款的风险，从而提高拨备覆盖率。银

行应调整信贷投放的行业分布，减少对高风险行业的贷款，如房地产、制造业等，转而增加对低风险行

业的贷款，如医疗卫生、教育、科技创新等。构建完善的风险评价与监测系统，对借款人进行综合资言

评价，及时识别出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制定出适当的风险管控措施。提升信用审批标准，提高信用审批

的门槛，对贷款申请者进行严格的审核，保证把钱用在生产和运营上，不让钱流到高风险的地方去。强

化不良资产处置，对已形成的不良资产通过债权转让，资产重组和法律诉讼等手段，将损失降到最低。

提高信用服务品质，加强和顾客的交流，真正理解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协助他们

化解运营中的难题，减少他们的违约风险。 
资本充足率是一种衡量一个银行对风险的承受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准，是指一个银行在面对各种风险

时，是否能够通过自身的资金来进行合理的化解和管理。要提高其资本充足率，其中一个重要方式是优

化资本管理： 
对其进行资产组合优化，从而达到减少其风险权重的目的。增加强健的资产种类，加大对低风险的

投资，如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政府债券等，这类投资的风险权重很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资产的

风险加权，进而提升资本充足率。规避高风险的财产，对诸如信贷和债务等高风险的资产进行审慎的投

资。通过对高风险的投资比重的控制，可以减少银行的资产负债和增加银行的资本金。实行多样化的投

资结构，对不同的资产进行适当的分配，以达到分散的风险与最大的回报。通过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域、

不同产业进行投资，可以有效地减少总体的风险，增强其稳健性。 
强化监督检查和压力测试。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具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当的资本金标准，同

时加大对资本充足程度的监督，保证银行拥有足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危险的资金，并且对其进行周期性的

风险评价和压力测试。另一方面，中国银行要强化自身的行业自律，提升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此外，

为了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货币和金融政策，将通胀抑制住，使经济能够适当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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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商业银行能够在一个平稳的经济条件下进行资金的累积，从而增加资金的比率。 
加强数字化转型以提升盈利能力。中国银行应继续投身于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作为国际化程度较

高的商业银行，在跨境金融服务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与此同时，可以深化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研发

新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共同推进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和中间业务创新，更

好的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赢得市场认可。 
以上就是从提升提高不良资产拨备覆盖率和资金充足率两方面对中国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率提出的可

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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