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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2021年初启动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试点以来，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试点运行已

满三年。据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以下简称“银登中心”）数据显示，在此期间通过银登中心

转让的个人不良贷款资产包共549个，本金规模已超过1,230亿元*。

随着试点工作的持续开展，我国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市场的参与者数量逐渐增加，转让规模不断扩

大，单个资产包本息规模从试点初期的百万元级别，扩大到2021年底的亿元级别，再到2023年出现的十

亿元级别。近期，市场中出现了由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转出的260亿元个贷不良资产包。与此同时，

投资者的热情也在不断攀升。

由于个人不良贷款具有极度分散且数据量巨大的特征，导致其催收处置过程的标准化程度不及对公不良

贷款，不同市场参与者对个人不良贷款的处置方式及处置能力也各不相同。

本报告分析了目前个人不良贷款转让市场的基本情况、市场催收处置手段以及金融机构在处置个人不良

贷款方面的策略选择建议。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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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银登中心



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市场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银登中心

我国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自2021年正式启

动。初期，试点参与者为18家国有大行和股份制

商业银行为主。据银登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

参与试点的银行共计转让资产包45个，本息共计

47.3亿元，市场成交量较小。此外，当年共有超

过20家资产管理公司参与试点，其中包括原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现中国中信金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以及中国银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三

家全国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参与转让试点的银行数量有所增加，全

年共成交86个资产包，本息共计175.7亿元，与

2021年相比单包体量几近翻倍，参与试点的银行

逐步扩大转让规模。例如，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在

2022年成为市场供给的主力军，全年共转让70个

资产包，本息共计约163亿元。2022年参与试点

的资产管理公司共19家，且其中无全国性资产管

理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同年，辽宁富安、国厚

资产以及宁夏金资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投资

了多个个人不良贷款资产包。

进入2023年，由于转让试点的扩容，更多的个人

不良贷款转让方参与进来。在经历了两年的观望

期后，转让市场中的投资人数量也明显增加。

2023年全年共成交390个资产包，本息共计965.3

亿元，市场中出现了第一个十亿元级别的资产包。

随着成交量一路上行，市场中以个人不良贷款投

资作为主要业务方向的资产管理公司开始崭露头

角，其中辽宁富安全年共投资超过100个资产包，

滨海正信、海德资产以及宁夏金资等地方资产管

理公司也拿下相当数量的资产包。

在经历了2023年三、四季度“井喷式”的成交量

之后，国内个人不良贷款转让速度在2024年一季

度有所放缓。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大型股份制

银行尚未对个人不良贷款进行大量转让。未来，

随着转让试点的逐步扩大，同时伴随着更多的投

资人参与进来，预计我国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

市场或将更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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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2021年试点开放初期，由于出让方

（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以及受让方（持牌资

产管理公司）均为首次参与个人不良贷款转让业

务试点且资产包本身体量较小，导致最终成交价

格普遍偏离较大，高于资产本身的真实价值，甚

至出现了某国有银行资产包最终以接近本金50%

的价格成交的情况。

第二阶段：2021年中至2021年底，由于挂牌转让

的资产包及各方参与者数量的增加，转让成交价

格逐渐趋于平稳，平均本金折扣率稳定在8%上

下，但还是出现了另外一家国有银行资产包以超

过本金50%价格成交的个例。

第三阶段：2022年一季度至今，个人不良贷款批

量转让的交易价格趋于稳定，介于本金的6%-8%

之间。但由于2022年第二批试点开放，更多的转

让方经过2023年初的准备后，在2023年二季度开

始积极参与到转让中来，导致2023年二季度之后

成交量有明显上升，且成交量在2023年第三、四

季度进一步攀升，成交价格也在政策鼓励下迎来

了短期内的新高，并最终趋于理性。

预计未来通过银登中心转让的个人不良贷款资产

包转让价格将会稳定在6%-8%的区间内，具体影

响成交价格的因素较多，其中影响较大的因素主

要有以下两点：

1. 资产包内贷款的逾期时间：根据银登中心定

期公布的相关转让数据，逾期1年以内的资产

成交的平均本金折扣率约为14%，逾期1-3年

约为10%，逾期3年以上约为5%。逾期时间

越长，可联率越低，对于后续催收的难度越

大，导致转让价格也相对较低。

2. 资产包内贷款的产品类别：根据银登中心定

期公布的相关转让数据，个人经营类和个人

消费类贷款成交的平均本金折扣率约为5%-

6%，信用卡透支类约为8%。个人经营类及

消费类贷款由于件均金额较大，催收难度较

大，因此价格相对较低；而信用卡透支类贷

款由于件均金额小，且资产包整体体量较大，

更为分散，更符合个人不良贷款投资的规模

逻辑，因此成交价格相对较高。

批量转让价格分析

数据来源：银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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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电催

传统电催在个贷不良资产处置中占据重要地位，

主要得益于其适应小额分散、案件量大的特点。

电催分为内催和外催。内催主要依托于金融机构

自有的催收服务体系、团队等，客户逾期后，金

融机构使用数字化系统，进行系统提醒和人工催

收，此种方式的主要效果在于使客户提起注意。

委外催收则借助于外部催收服务商完备的作业系

统、团队优势、渠道资源等优势进行资产处置与

清收。传统电催对逾期时间较短的贷款效果较好，

但对于逾期超过一年的贷款每月回收率仅约为本

金的0.2%-0.3%。

2. 诉前保全和司法调解

在个人不良贷款处置领域，传统电催和诉讼手段

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近年来，随着监管环境的

变化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诉前保全与司法调解

等多元化解方式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个贷不良资

产处置的新趋势。与诉讼催收相比，诉前保全及

司法调解占用法院案号量少，冻结借款人微信及

支付宝账号的动作对借款人影响更为直接，可以

显著提高短期回款率。同时，在国家倡导“诉源

治理”的大背景下，预计诉前保全和司法调解将

在未来的处置市场中占据更多的份额。

3. 司法诉讼

类似于对公贷款的处置路径，通过司法诉讼的手

段对个人不良贷款进行催收，受限于个人不良贷

款单体金额小而分散、总体数量庞大以及管辖权

约定集中等特点，司法诉讼对于各金融机构及投

资人来说都面临“立案难”的困境。目前市场上

普遍采用民事诉讼法的“就近原则”，按照“原

告就被告”的方式，将借款人按照籍贯所在地分

散到全国3,000多家基层法院进行立案申请。司

法诉讼作为个贷不良资产处置的重要环节，具有

回收率高、合规性强等优势。根据市场头部法催

处置机构提供的市场数据，以逾期账龄12个月以

上的个贷不良包为例，通过诉讼回收率最高可达

48%左右（假设处置周期为10年）。

此外，自2021年3月起，深圳经济特区开始试行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截至2023年12

月3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审查个人

破产申请819件，并已裁定受理个人破产申请227

件，其中大部分为重整、和解类案件，共计221

件。通过个人破产程序，借款人可以通过本金

（免除利息及滞纳金）分期清偿计划解决债务问

题。然而，由于个人破产仅在深圳试点执行，案

件数量较少，因此暂时无法作为常规催收手段规

模化展开。

债务加入司法处置

近期，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创新的个人不良贷款处

置方式，即债务加入。它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法

律规定，允许第三方在特定条件下加入既存的债

务关系（一般为担保关系），与原始债务人共同

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模式的引入，可以在债权未

转让的前提下突破管辖权的约定，为债权人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和保障，同时也为债务纠纷的解决

提供了更为高效和灵活的途径。根据市场调研，

目前有服务机构通过该处置方式的回款率约为

5%左右（处置周期4个月左右）。

自2021年启动的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了快速卖断式的处置手段，而催收处

置行业由来已久，催收处置手段随着市场的发展和监管规定的变化不断推陈出新，以下四类为目前市场

上常见的个人不良贷款催收处置手段：

催收处置手段简要分析

5 个人不良贷款市场观察与解析



催收处置手段简要分析（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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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处置手段的实操路径各不相同，导致不同的处置手段各有其优势和劣势，也有较为适合催收的

贷款类型，其中：

个人不良贷款市场观察与解析

1. 传统电催：适用逾期时间短，可联率较高的

贷款。

• 佣金率稳定：由于个贷不良资产逾期账龄

较长，处置难度增加，电催佣金比例整体

处于30%-50%区间，需确保催收服务商

有足够的动力执行。

• 配置方式灵活：电催可根据逾期阶段配置

不同的催收手段，如短信、语音机器人、

信函、实地走访等，实现批量作业，提高

处置效率。

• 合规压力较大：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的出台，电催行业的合规性受

到严格监管，对行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2. 诉前保全和司法调解：适用案件数量多且单

笔金额小的贷款。

• 高效快速：不占案件号，流程简化，见效

速度快，能够迅速促使债务人与债权方达

成和解。

• 合规程度高：调解在合规性方面表现较好，

避免了电催可能面临的合规风险。

3. 司法诉讼：适用逾期时间长，管辖地约定或 

借款人住所地较为分散的平台贷款和信用卡

贷款。

• 合规性强：相较于电催，通过司法诉讼催

收在合规性方面更具优势，能够降低合规

风险。

• 成本高、周期长：司法诉讼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且处置周期较长。

4. 债务加入司法处置：适用件均金额大的贷款。

• 快速高效：债务加入司法模式不涉及债权

转让，不占用案件号，流程简化，判决风

险低，见效速度快。债权人可以更加快速

地实现债权回收。

• 材料简单：相较于传统的诉讼程序，债务

加入司法模式所需准备的材料更为简单，

降低了债权人的操作难度和成本。

• 增强触达率：通过债务加入的方式，债权

人可以在债务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增加了对债务人的触达率和执行效率。

• 操作风险：债务加入涉及到债权人、债务

人和第三方的协商与协议签署，若各方在

权利义务方面的约定模糊或存在歧义，可

能引发法律纠纷。



金融机构个人不良贷款管理难点及策略

选择建议

我国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启动至今仅有三年左右时

间，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不论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个

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市场参与者都还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

段，多数金融机构还未真正参与到转让市场中来。而个人

不良贷款的管理又是金融机构不可回避的课题，且难点较

多，主要包括：

1. 日常管理难度大

存量个人不良贷款存在数量较大，资料相对分散（主要由于

管辖部门不同）且存在同一个人涉及多笔不同产品类别贷款

等情况，导致银行对个人贷款管理难度较大；

2. 定价难且缺乏处置策略

个人不良贷款转让市场仍处在发展初期，包括银行在内的金

融机构普遍缺乏交易定价的经验和除转让之外的处置策略；

3. 损失的税务认定难

税务上无法对个人贷款的损失进行有效的认定，导致银行无

法将损失税前抵扣（需转让或者通过诉讼获得终本裁定）；

4. 缺乏专业且合规的外部力量助力落地处置策略

个人不良贷款处置方式较为复杂化解手段杂而乱，且发展变

化速度较快，在处置策略在制定后的落地难度也较大，银行

自身处置难度大，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需要借力专业的合作

伙伴来实现策略的落地。

7 个人不良贷款市场观察与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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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金融机构处置个人不良贷款的途径主要分为两类——

市场化转让和委外催收处置。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目前市场

公开转让的情况，第二部分分析了委外催收处置的几种手段，

面对针对产品类别复杂且多样的各类个人贷款，都有分别对

应了相对合适的处置手段。

而如何选择适合自己身机构特色的处置手段是目当前留给各

大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和小贷公司等金融机构的重要课题。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考量：

• 公开转让是快速处置个人不良贷款，压降不良率的有效途

径之一，但同时也伴随着金融机构对个人不良贷款定价难

的问题。

• 委外处置是金融机构长久以来的固有措施之一，但伴随了

近年来对催收行业的监管压力，以及对合规性更大的要求，

如何选择处置手段及处置服务供应商将会成为重中之重。

同时，委外处置也存在着周期长、合规压力大、催收结果

不确定等问题。上述不同问题都会影响金融机构对转让个

人不良贷款的决定。

• 个人不良贷款管理不应该局限于短期压力或者合规要求，

而是要真正从自身业务特色、自身财务状况出发，将各类

处置手段结合起来，多元化且有针对性地设计处置策略，

尽可能达到短期和长期利益的平衡。

市场调研发现，目前市场上部分金融机构已经着手通过选聘

各类服务供应商，多元化地对自身个人不良贷款进行市场化

催收处置，在解决日常管理问题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的回收数

据，再通过对真实回收数据的分析来更好地为后续参与到市

场化转让做准备。

个人不良贷款市场观察与解析



郭庭廷

合伙人
+86 (21) 2323 2610

tim.guo@cn.pwc.com

徐晨

合伙人
+86 (21) 2323 2437

kurt.xu@cn.pwc.com

姚运翔

高级经理
+86 (21) 2323 7074

thor.y.yao@cn.pwc.com

联系我们

www.pwccn.com

本文仅为提供一般性信息之目的，不应用于替代专业咨询者提供的咨询意见。

© 2024 普华永道。版权所有。普华永道系指普华永道网络及/或普华永道网络中各自独立的成员机构。详情请进入www.pwc.com/structure。


	无标题节
	Slide 0
	Slide 1
	Slide 2
	Slide 3
	Slide 4
	Slide 5
	Slide 6
	Slide 7
	Slide 8
	Slid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