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项研究】2023 年三季度 NPL 产品市场运行报告

——参与主体更趋多元，产品类型愈加丰富，市场规

模增势显著 

 

本期小编：高维蔚、王姝琦、陈乐敏 

 

一、 NPL产品发行情况 

1. 2023年 1—9月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同比呈现大幅双增长态势 

2023 年 1—9 月，NPL 产品发行量为 85 单，同比增长 97.67%；NPL 产品发行规模为

326.67 亿元，同比增长 83.19%，发行单数与发行规模呈现大幅双增长态势。近年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余额呈上升趋势，资产证券化转出方式在满足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释放资本占用、降

低不良率、盘活存量资产的同时，NPL 产品也逐渐被市场接受，商业银行 NPL 产品发行总

额及单数逐年增加。详见图 1。 

 

图 1  2016—2023 年 9 月 NPL 产品发行总额及单数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2. 资产证券化助力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作用日益凸显 

2023 年 1—9 月，通过银行间公募资产证券化处置的不良贷款本金合计 1739.35 亿元，

占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余额的 5.60%，通过资产证券化处置的不良贷款规模占银行总不良

贷款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存在较大增长空间。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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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6—2023 年 9 月 NPL 产品入池本金及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注：1. 2023 年不良贷款余额为 2023 年 9 月末数据； 

2. 入池本金占不良贷款余额比=入池本金/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余额，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余额=（期初不良贷款余额+期末不良贷 

款余额）/2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3.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仍是市场主力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银行间公募市场 NPL 产品发行主力，其中 2023 年 1—9 月发行规

模排名前五的均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共发行 191.93 亿元，占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总发行

规模的 58.75%。2023 年 1—9 月银行间市场各发起机构 NPL 产品发行规模分布详见图 3。 

 

图 3  2023 年 1—9 月银行间市场各发起机构 NPL 产品发行规模分布 

 

注：其他包括发行规模小于市场发行总额 5%的 7 家发起机构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4. NPL优先档证券发行利率下行,不同资产发行利差有所差异 

银行间市场 NPL 优先档证券（AAAsf）发行利率主要集中在 2.5%—3.5%区间，NPL 优

先档证券（AAAsf）发行利率较年初波动下行。根据不良资产分类的不同，银行间市场 NPL

优先档证券（AAAsf）发行利率和一年期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率（AAA）的利差存在差异。

2022 年至 2023 年 9 月，信用卡不良资产和个人消费不良资产为基础资产的优先档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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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sf）发行利差绝对值均在 50BP 以内；对公不良资产为基础资产的优先档证券（AAAsf）

发行利差相对较高，在 100BP 以上；个人住房不良资产和小微不良资产发行利差大部分在

50BP 上下浮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投资人对不同类型 NPL 产品的偏好。 

 

图 4  2022 年—2023 年 9 月银行间市场 NPL 优先档证券（AAAsf）发行利率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图 5  2022 年—2023 年 9 月银行间市场 NPL 优先档证券（AAAsf）发行利差（单位：BP） 

 
注： NPL 优先档证券（AAAsf）发行利差=NPL 优先档证券（AAAsf）发行利率—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率（AAA）：1 年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二、资产特征和估值分析 

1. 总体情况 

2023 年 1—9 月共发行 85 单 NPL 产品，基础资产涵盖信用卡贷款、个人消费贷款、个

人住房抵押类贷款、小微类贷款、汽车不良贷款和对公类贷款六类，以信用卡不良贷款和个

人住房抵押类不良贷款为主。2023 年 1—9 月，从发行规模看，除对公不良外，其余各类 NPL

的发行规模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上升；从发行单数上，除对公不良 NPL 产品保持一致外，其

他类 NPL 的发行单数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上升。具体发行规模及单数详见图 6。 

 

图 6  2023 年 1—9 月及 2022 年 1—9 月各类 NPL 发行单数（单）及规模（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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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2. 信用卡不良贷款 

2023 年 1—9 月发行的 NPL 产品中有 48 单以信用卡不良贷款为基础资产，证券发行规

模合计为 117.97 亿元，占 NPL 总发行规模的 36.11%，涉及不良贷款本息费达 1372.84 亿元。

从五级分类情况来看，2023 年 1—9 月发行的信用卡不良 NPL 的入池资产中，次级类不良

贷款本息费余额占比最高，其次为可疑类，损失类占比最小；从分散性来看，2023 年 1—9

月发行的信用卡不良贷款 NPL 的单笔平均本息费余额区间为 1.81 万元至 9.75 万元，单笔平

均本息费余额较小，分散性较好，基础资产同质性高；从期限上来看，最小加权平均逾期期

限为 2.59 个月，平均加权平均逾期期限为 5.87 个月，逾期期限较短。 

 

表 1  2023 年 1—9 月信用卡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情况 

资产类型 信用卡不良贷款 NPL 

贷款笔数 4788~180603 

资产池笔均本息费余额（万元） 1.81~9.75 

加权平均逾期期限（月） 2.59~19.38 

五级分类情况 

次级 45.89% 

可疑 33.61% 

损失 20.50%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从估值来看，2023 年 1—9 月发行的信用卡不良贷款 NPL 基础资产一般情形下的整体

预测回收率区间为 3.39%至 22.01%，回收率预测均值为 12.17%。由于信用卡贷款一般无抵

质押物作为担保，从进入不良到初始起算日的逾期期限和资产池分散度对回收水平的影响较

大，逾期期限越短，分散度越高，预测回收率越高。加权平均逾期期限与预测回收率情况详

见下图和表格。 

 

图 7  2023 年 1—9 月信用卡不良资产支持证券预测回收率对比 

信用卡不良 个人消费不良 小微企业不良 对公不良
个人住房抵押

不良
汽车不良

2023年1-9月发行规模 117.97 12.15 28.54 9.32 158.13 0.57

2022年1-9月发行规模 84.91 2.35 18.86 22.43 49.78 0.00

2023年1-9月发行单数 48 9 11 2 14 1

2022年1-9月发行单数 27 2 8 2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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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中债资信指“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评级指市场化的评级机构；2.横坐标为单数。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图 8  2023 年 1—9 月信用卡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加权平均逾期期限与预测回收率情况 

 
注：G1 代表单笔平均本息费余额在 5 万元及以下的信用卡不良贷款 NPL；G2 代表单笔平均本息费余额在 5 万元以上的信用卡不良贷款 NPL。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表 2  2023 年 1—9 月信用卡不良资产支持证券笔均本息费余额、加权平均逾期期限与预测回收率情况 

预测回收率 
加权平均逾期期限（月） 

（0.00，5.00] （5.00，15.00] 15 以上 

笔均本息费余额（万元） 中债资信 其他评级 中债资信 其他评级 中债资信 其他评级 

（0.00，5.00] 12.68% 13.39% 12.13% 12.75% 10.01% 10.43% 

（5.00，10.00] 11.43% 11.67% 9.60% 9.96%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3. 个人消费不良贷款 

2023 年 1—9 月共发行 9 单个人消费不良贷款资产支持证券，证券发行规模合计为 12.15

亿元，占 NPL 总发行规模的 3.72%，基础资产未偿本息费余额 90.91 亿元。从五级分类情况

来看，2023 年 1—9 月发行的个人消费不良贷款 NPL 入池资产中，次级类未偿本息费余额



占比 42.98%，高于可疑类和损失类；从分散性来看，2023 年 1—9 月发行的此类 NPL 的单

笔平均本息费余额区间为 1.61 万元至 12.06 万元，分散性好，基础资产同质性高；从期限上

来看，最小加权平均逾期期限为 3.24 个月，平均加权平均逾期期限为 7.87 个月，入池资产

逾期期限较短；从估值来看，2023 年 1—9 月发行的个人消费不良贷款 NPL 基础资产一般

情形下的预测回收率区间为 9.53%至 22.63%。 

 

表 3  2023 年 1—9 月个人消费不良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概况（单位：万元、月） 

项目简称 笔均本息费余额 五级分类情况 加权平均逾期期限 预测回收率 

橙益 2023-3 12.06 

次级 52.73% 

3.80 20.95%/21.50% 可疑 44.74% 

损失 2.53% 

中誉至诚 2023-1 3.12 

次级 37.04% 

10.57 18.94%/19.06% 可疑 28.67% 

损失 34.29% 

建鑫 2023-3 4.00 

次级 28.80% 

11.00 20.65%/22.63% 可疑 36.43% 

损失 34.76% 

橙益 2023-1 9.36 

次级 83.64% 

4.51 19.80%/19.76% 可疑 15.26% 

损失 1.10% 

惠元 2023-5 9.33 

次级 20.34% 

5.87 16.69%/16.81% 可疑 75.58% 

损失 4.09% 

邮盈惠泽 2023-6 5.82 

次级 1.27% 

10.00 20.61%/20.71% 可疑 25.49% 

损失 73.24% 

工元至诚 2023-5 1.61 

次级 1.79% 

17.60 9.53%/10.98% 可疑 85.51% 

损失 12.70% 

橙益 2023-8 10.88 

次级 80.56% 

3.24 22.36%/22.36% 可疑 15.72% 

损失 3.72% 

橙益 2023-6 6.68 

次级 80.63% 

4.21 17.94%/19.03% 可疑 17.29% 

损失 2.08% 

注：预测回收率（A/B），A 为中债资信预测的回收率估值；B 为市场化评级机构预测的回收率估值，包括联合资信和中诚信等，下同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4. 个人住房抵押不良贷款 

2023 年 1—9 月共发行 14 单个人住房抵押不良资产支持证券，证券发行规模 158.13 亿

元，占总发行规模的 48.41%，基础资产未偿本息费余额 333.49 亿元。从五级分类情况来看，

入池资产中，次级类未偿本息费加权平均余额占比高于可疑类和损失类，为 59.15%。入池

不良资产单笔平均本息费余额主要分布在 35.91 万元至 74.21 万元之间，具有分散度较高，

同质性强等特点。入池资产加权平均逾期期限为 12.30 个月，最大逾期期限为 28.34 个月，

入池资产逾期期限较长。个人住房抵押不良均附带抵押担保，抵押物全部为个人住宅。个人

住宅的快速变现能力强，因此个人住房抵押 NPL 产品的预测回收率普遍较高，分布在



41.22%-73.52%。 

 

表 4  2023 年 1-9 月个人住房抵押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概况（单位：万元、月） 

项目简称 笔均本息费余额 五级分类情况 加权平均逾期期限 预测回收率 

工元至诚 2023-4 37.68 

次级 54.79% 

7.79 54.73%/58.67% 可疑 44.52% 

损失 0.69% 

建鑫 2023-4 48.22 

次级 83.40% 

8.63 59.36%/60.04% 可疑 15.41% 

损失 1.20% 

兴瑞 2023-3 74.21 

次级 81.86% 

9.85 56.34%/57.18% 可疑 11.49% 

损失 6.65% 

工元至诚 2023-3 38.72 

次级 52.16% 

7.37 54.19%/57.12% 可疑 47.25% 

损失 0.58% 

邮盈惠泽 2023-1 42.37 

次级 27.75% 

12.88 59.66%/62.68% 可疑 47.36% 

损失 24.89% 

众兴 2023-1 35.91 

次级 54.53% 

7.99 58.47%/60.65% 可疑 45.47% 

损失 0.00% 

中誉 2023-2 44.67 

次级 51.80% 

26.86 60.27%/61.83% 可疑 30.13% 

损失 18.07% 

中誉 2023-1 44.66 

次级 37.07% 

28.34 61.18%/68.15% 可疑 38.34% 

损失 24.59% 

工元至诚 2023-1 44.59 

次级 74.15% 

8.31 49.26%/41.22% 可疑 25.85% 

损失 0.00% 

建鑫 2023-9 44.10 

次级 76.33% 

9.12 70.72%/63.35% 可疑 23.29% 

损失 0.38% 

交诚 2023-2 71.45 

次级 79.72% 

16.50 73.52%/61.71% 可疑 19.72% 

损失 0.55% 

众兴 2023-2 43.87 

次级 44.92% 

8.61 68.88%/59.07% 可疑 50.37% 

损失 4.70% 

建鑫 2023-7 48.19 

次级 75.55% 

9.84 67.50%/61.39% 可疑 22.51% 

损失 1.94% 

浦鑫归航 2023-3 56.56 

次级 34.12% 

10.18 63.48%/57.80% 可疑 59.60% 

损失 6.28%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5. 对公不良类贷款 

2023 年 1-9 月，仅发行 2 单对公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 9.32 亿元，占总发行规

模的 2.85%，基础资产未偿本息费余额 28.22 亿元。从担保方式来看，两单对公不良均附有

抵质押物，抵质押物包括房产、应收账款、股权等多种形式资产。入池不良资产贷款单笔平

均本息费余额为 1275.50 万元。证券产品预测回收率主要依赖基础资产附带抵质押物的变现

能力，其中房产等不动产的变现能力依据抵押物所在地、抵押物用途和抵押物状态等因素进

行综合判断。 

 

表 5  2023 年 1-9 月对公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概况（单位：万元、月） 

项目简称 
笔均本息费余

额 
五级分类情况 预测回收率 担保方式 

臻金 2023-2 2008.57 

次级 72.21% 

53.52%/58.55% 
均附有抵质押物，主要为房产、

应收账款和非上市公司股权 
可疑 17.47% 

损失 10.32% 

爽誉 2023-3 542.44 

次级 24.88% 

10.40%/11.12% 

附有抵质押物，主要为工业厂

房、办公用房和商铺等工业用房

地产和商用房地产为主 

可疑 43.42% 

损失 31.70%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6. 汽车不良贷款 

2023 年 1-9 月，共发行 1 单汽车抵押贷款不良资产支持证券，证券发行规模 0.57 亿元，

仅占总发行规模的 0.17%，基础资产未偿本息费余额 4.64 亿元。从五级分类情况来看，次级

类未偿本息加权平均余额占比高，为 77.88%。入池不良资产贷款单笔平均本息费余额为 5.93

万元，单笔平均本息费余额较小，分散度较高，同质性较高。入池资产加权平均逾期期限为

4.58 个月，入池资产逾期期限短。从担保方式来看，抵押物均为车辆。基础资产附带的抵押

物的表现能力一般，但由于基础资产分散度高、同质性高及逾期期限短等特点，橙益 2023-

10 的预测回收率较好，其中中债资信预测回收率为 18.55%，市场化评级机构预测回收率为

23.45%。 

 

表 6 2023 年 1-9 月汽车抵押贷款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概况（单位：万元、%、月） 

项目简称 笔均本息费余额 五级分类情况 加权平均逾期期限 预测回收率 

橙益 2023-10 5.93 

次级 77.88 

4.58 18.55%/23.45% 可疑 21.57 

损失 0.55 

 

7. 小微不良类贷款 

2023 年 1-9 月，共发行 11 单小微不良资产支持证券，证券发行规模 28.54 亿元，占总

发行规模的 8.74%，基础资产未偿本息费余额 121.37 亿元。从担保方式来看，基础资产涉及

的担保方式较为多样，包括抵押、保证等多种担保方式，抵押物多以居住用房等不动产为主。

入池不良资产贷款单笔平均本息费余额分布在 15.16 万元~115.54 万元之间，笔均本息费余

额波动较大，入池资产同质性较低。基础资产附带的抵押物的表现能力对回收估值水平影响

较大，入池资产均附带抵押物（以不动产为主）的小微不良贷款预测回收率可达 60%以上，

纯信用类小微不良贷款预测回收率在 15%左右。 

 



表 7  2023 年 1-9 月小微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概况（单位：万元、月） 

项目简称 笔均本息费余额 五级分类情况 
加权平均

逾期期限 
预测回收率 担保方式 

鸿富 2023—5 89.46 

次级 26.32% 

8.69 47.29%/48.26% 

纯信用类不良贷款占比 2.78%，保

证类不良贷款占比 11.97%，抵押类

不良贷款占比 85.25%，抵押物为房

产（居住用房和商业用房）、均已

办理正式抵押登记 

可疑 36.47% 

损失 37.21% 

臻金 2023—3 115.54 

次级 90.26% 

4.44 63.48%/63.13% 

纯抵押类不良贷款 

抵押物主要为房产（居住用房、商

业用房和车库）、均已办理正式抵

押登记 

可疑 9.33% 

损失 0.41% 

惠泽 2023—1 46.30 

次级 38.22% 

3.99 14.44%/14.58% 纯信用类不良贷款 可疑 60.97% 

损失 0.82% 

邮盈惠泽 2023—3 28.57 

次级 16.82% 

12.32 63.93%65.76% 

纯抵押类不良贷款 

抵押物为房产（居住用房和商业用

房）、均已办理正式抵押登记 

可疑 36.24% 

损失 46.94% 

橙益 2023—2 16.80 

次级 84.57% 

4.59 16.84%/16.66% 
抵押类不良贷款 

抵押物主要为汽车 
可疑 14.02% 

损失 1.41% 

建鑫 2023—2 33.04 

次级 49.25% 

3.12 13.78%/14.29% 纯信用类不良贷款 可疑 47.68% 

损失 3.07% 

臻金 2023—1 106.73 

次级 76.99% 

5.87 63.25%/64.01% 

纯抵押类不良贷款 

抵押物为房产（居住用房、商业用

房和办公用房等）、均已办理正式

抵押登记 

可疑 15.52% 

损失 7.49% 

邮盈惠泽 2023—5 15.16 

次级 7.30% 

7.01 11.19%/11.86% 纯信用类不良贷款 可疑 82.38% 

损失 10.32% 

橙益 2023—9 16.34 

次级 79.05% 

3.28 10.45%/14.25% 纯信用类不良贷款 可疑 17.29% 

损失 3.66% 

橙益 2023—7 17.12 

次级 83.98% 

4.11 15.09%/16.10% 
纯抵押类不良贷款 

抵押物主要为汽车 
可疑 16.01% 

损失 0.00% 

建鑫 2023—6 31.98 

次级 46.48% 

3.09 13.56%/14.27% 纯信用类不良贷款 可疑 53.12% 

损失 0.40%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综上所述，从回收估值水平来看，纯信用类不良贷款受逾期期限、笔均未偿本息费余额

和分散度的影响较大。逾期期限越短，单笔未偿本息费余额越小，分散度越高，回收估值水

平越高。附带抵质押类不良贷款的回收估值水平由抵（质）押物的快速变现能力、处置环境

和资产其他特殊因素等多种因素决定。抵质押物变现能力越强，变现速度越快，处置环境越

好，回收估值水平越高。 

 



三、行业动态 

 

1. 中小银行资产质量优化持续承压，国务院发文加大力度处置不良资产 

2023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明

确提出要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加大力度处置不良资产，推动不良贷款处置支持政

策尽快落地见效，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中小

银行不良资产规模持续增加，不良率居高难降。截至 2023 年三季度末，农村商业银

行不良贷款余额 8123.56 亿元，同比增加 6.67%，不良率达 3.18%，不良贷款余额及

不良率自 2022 年四季度以来呈波动上升趋势；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5419.30 亿

元，同比增加 12.82%，不良率为 1.91%，高于银行业平均不良率 1.61%，中小银行资

产质量优化持续承压，不良贷款处置诉求日益迫切。中小银行作为我国银行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经营风险将直接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健性，为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

融风险，预计未来将出台更多支持政策，助力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  

 

图 9  分类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资信整理 

 

2. 不良资产市场对外开放力度扩大，外资入股 AMC条件进一步放宽 

2023 年 10 月 17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修订发布《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

实施办法》，进一步放宽境外机构投资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AMC”）的准入

条件。与 2020 年发布的办法相比，新版办法一是取消境外非金融机构不能作为 AMC 出资

人的限制，并明确了其作为出资人及控股股东的准入条件；二是取消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

AMC 准入条件中的总资产要求，外资入股 AMC 的限制逐步放开。2023 年上半年，经济运

行整体回升向好，但回升动能依然较弱，同时不良资产处置需求和难度在不断增加，加大不

良资产市场对外开放力度，有利于 AMC 引入国外资金，以更好地发挥其在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中的重要作用。 



3. 不良贷款转让试点方兴未艾，消费金融公司积极入场 

根据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以下简称“银登中心”）披露的数据显示，2023 年

三季度，不良贷款转让业务挂牌 182 单，不良贷款未偿本息合计 493.2 亿元，成交 131 单，

累计成交规模 391.2 亿元，挂牌与成交规模同比增长均超过 3 倍，达到试点以来单季度最高

水平，不良贷款转让市场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从不良资产包出让主体来看，消费金融公司成

为供给主力之一， 2023 年三季度消费金融公司转出不良贷款未偿本息合计 170.50 亿元，占

三季度市场总成交规模的 43.60%，与银行业相比，消费金融公司客群相对下沉，不良率水

平偏高，但不良贷款处置渠道有限，因此具有较强的不良贷款转出动力。为防范金融风险，

改善资产质量，优化资产结构，预计未来不良贷款转让市场的参与主体数量与业务规模将保

持稳步增长，有利于进一步丰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渠道。 

 

图 10  不良贷款转让试点业务公告挂牌与成交情况（单位：亿元、单） 

 

数据来源：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联合资信整理 

 

四、总结与未来展望 

1. 资产证券化助力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转出，未来市场规模具有增长潜力 

资产证券化作为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方式之一，相较于传统处置模式，NPL 产品能较

为快速的为商业银行释放更多的流动性，有利于商业银行盘活资产，减少资本占用，提高资

本利用效率。从 2023 年 1-9 月的发行情况看，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同期的发行单数与发行规

模均增速显著，商业银行发行 NPL 产品的意愿持续增强。随着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回收手段

的有效实施，预计 2023 年全年 NPL 产品发行有望进一步提升。 

2. 市场参与主体更趋多元，不良资产产品类型愈加丰富。 

2023 年 1-9 月，不良贷款余额持续增加，资产质量优化仍旧承压，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



产诉求日益迫切。随着资产证券化、不良贷款转让等新兴处置措施试点经验不断积累及市场

运行机制更加成熟，预计未来将有更多金融机构被纳入试点范围，市场参与主体更趋多元化。

同时，随着各类型金融机构参与，基础资产类型愈加多样，产品设计愈加精细。不良资产产

品类型将不断丰富，以满足多元化投资人需求。 

3. 不良资产转让市场日渐成熟，不良资产处置效率日益提升 

自 2022 年底，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第二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单户对公不良贷款转让和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机构正式扩围。

2023 年，试点范围内机构积极参与，参与机构持续扩容，不良贷款转让业务挂牌与成交规

模快速增长。受限于不良资产处置渠道，预计未来，为优化资产质量，改善资产结构，不良

贷款转让市场的参与主体与业务规模将保持稳步增长，不良贷款转让市场愈加成熟。不良贷

款转让将成为银行间 NPL 产品的有益补充，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将更加多元化。此外，随着

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力度逐步加大，将有更多境外机构参与我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有助

于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