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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信是銀行主要的業務及收入來源，但面臨的風險亦因金融市場的瞬息萬變而相對增加。是故，銀行授信政策的訂定極顯重要。反觀台灣近幾年來銀行在金融風暴下所增加的呆帳，主因是授信過度集中於企業集團所導致，因此，即使此類授信最容易達到績效，但只要內外在環境變動，其背後牽動的風險相對也大。 另外，分析台灣近幾年銀行逾放激增的原因，係因業務競爭下的結果，部分銀行業者為爭取客戶，不惜降低授信條件，授信品質的控管難免趨鬆，導致有些企業運用高度財務槓桿進行金融投機操作，銀行業無形中承受巨大的風險；同時銀行還存在“優良客戶不會倒”之迷思，其實不管往來已久或授信金額大之優良客戶，皆有可能會遭遇營業衰退期，或外在環境競爭等因素，而產生營運困難。 以上是銀行承做授信業務時曾發生的情事，而如何防止，完善的授信政策將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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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授信政策的訂定，風險為主要考量，其次是利潤及法律遵循。 

風險考量 銀行授信政策訂定若沒有考量風險，必面臨失敗命運，而此風險必須考慮下列的原則： ■ 總量的管制 在銀行授信總額上，須對集團、產業、區域、授信別等施行總量的管制，否則若面臨任一重大變化，銀行必遭受重大損失，甚至倒閉。前幾年台灣金融風暴就是授信總量沒有控管，導致授信過度集中於集團、建築業、房屋貸款等。所以，在授信政策訂定中，總量管制必須予以考量，而且要嚴格執行，杜絕例外情事發生，防止風險產生的可能。 ■ 授權授信的原則 由於每位銀行經理人對於授信審查觀點看法不一，也產生標準不一的現象。所以，銀行授權授信辦法訂定非常重要。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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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授權授信辦法是依據銀行授信政策訂定。在金融環境險峻的情況下，銀行授權授信最好採用集權制，也就是儘量縮小個人授權，採取區域集中，而大額授信案件，總行授審採集中授權授信原則。 ■ 例外案件的禁止 在銀行授信失敗案例中發現，很多案例是因例外案件產生的，此例外案件皆因客戶無法循正常授信取得貸款而採取所謂例外案件而產生。例如客戶流用外匯授信額度轉為其他授信週轉，此為典型例外案件，因為原授予客戶外匯授信額度是因為客戶有外匯需求才授予的，且因一般外匯授信係屬自償性貸款，所以，銀行審查時採取較為寬鬆的方式處理。若將此外匯授信額度流用為其他額度很容易產生授信風險。所以，必須正視此問題，最好在訂定授信政策時予以強制規定例外案件的禁止，並做好事前防範工作。 

利潤考量 所謂“虧錢的生意沒人做”，銀行有時為爭取優良客戶，經常發生承做不當的授信案件。所以，最近主管機關曾發函給各金融機構：金融機構若承做低於成本之授信，必須額外提列損失準備。我們也發現，多數授信案件在客戶發生倒帳時，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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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其對銀行的貢獻度，整體呈現負數走向；另外，較不合理的情況為首次承做時就處於虧損狀態，授信目的只為裝飾帳面；或取得與國內外著名企業互有往來之名卻無損益觀念。 綜上所述，銀行在訂定授信政策時，必須對利潤有所考量，雖然客戶符合授信條件，但是其整體對銀行貢獻度呈負數成長時，仍必須有所取捨。以免銀行在變化劇烈的金融環境中，一有不慎即產生更大風險。 

法令遵循的問題 銀行在訂定所有政策及辦法時絕對不能違反法令，因為若違反法令，銀行主管機關絕對不會予以通融，重者撤換負責人、停止或暫停某種業務、加重罰款等，輕者處分或糾正相關失職人員。一般主管機構對於金融機構法令遵循違反案件係採重罰方式，以罰款而言，動輒數百萬甚至高達千萬元；同時要求每一家金融機構要有法令遵循主管的設立，並由董事長、總經理、法令遵循主管共同簽署法令遵循切結書，以達到事前遵循及事後監督的效果。 既然如此，銀行授信政策訂定一定要依據金融機構相關法令訂定之，例如關係人授信規範、授信別總額限制、擔保品估價準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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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銀行授信組合中，企業金融授信所占比率最大，所以在銀行授信政策中，對於企業金融之規定也佔有很大的比重。以下就銀行企業金融授信政策予以敘述。 

大型企業授信 隨著企業國際化、大型化，大型企業授信在銀行授信中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大型企業授信金額大，相對授信風險也大，因此，此類型授信單以企業財務為主要考量的擔保情形是較為不足。所以，銀行在訂定企業金融業務對大型企業授信時大致採取下列幾種方式： ■ 聯合貸款 (聯貸) 目前銀行均有“要陣亡一起陣亡”的錯誤心態，就是對於大型企業授信採取聯貸方式，由各銀行承擔風險，同時在審批時還要求承做單位詳列參貸銀行名單。當然此種措施也不能算是錯誤，但對於大型企業授信除其財務考量外，更須對於其產品週期及未來展望多方考慮才對。例如早期 DVD Player 在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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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中係一高檔貨，但隨著科技進步，目前此種產品已轉變為一般產品，價格與先前更有天壤之別。在此要特別提醒的是，聯貸對銀行授信是蜜糖也是毒藥，蜜糖指的容易增加授信額及盈利，但是承做量變大，相對授信風險也隨之增加，等到大型企業經營發生問題，銀行遭受損失，再回頭檢視已來不及了。正如最近大型企業如仕欽、精碟、歌林、大眾電信等發生財務危機，很多銀行參與這些大型企業的聯貸案而承受重大的損失。 ■ 土地融資、建築融資 以前建築業景氣時，建商的土地融資及建築融資是每家銀行爭取的對象，因為銀行除了承做上述兩種貸款外，在建築物興建完成時，還有所謂分戶貸款，也就是購買戶的房屋貸款。所以，當時很多銀行界人士聲稱，若能爭取到承做建商土地融資及建築融資，則未來三年授信業務不用煩惱。但是隨著建築景氣的轉壞，銀行蒙受重大損失，此類貸款金額龐大，催收難度也跟著提升。同時，建商在投資及財務操作上係採高財務槓桿方式，所以，建商均有很多工地同時運作推案，一旦發生問題就會產生不同債權，銀行相互假扣押彼此的擔保品而增加個案處理的難度。為杜絕上述情況發生，銀行在制定授信政策時必須採取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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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土地融資，建商所提供土地擔保品必須予以土地信託，避免嗣後產生被併案假扣押之風險。 

2. 建築融資有關建商之建築執照起造人變更手續、營造商拋棄第一順位抵押權切結書等事先預防措施一定要完備，絕對不可掛萬而漏一。 

3. 建案地點的選擇尤其重要，因為地點的優劣會影響建案的銷售和價格，在不動產景氣低迷時更是明顯。所以，在訂定授信政策時，對授信訂定區域地點，須先確實評估。 

外匯業務 銀行在訂定企業金融外匯業務授信政策時，大致採取較寬鬆態度，因為企業金融外匯業務係屬自償性的授信，也就是有
Cash Flow (資金流) 的授信，但是應該要注意以下幾個原則： 

1. 客戶進出口商品是否與其公司業務吻合，避免有所謂代開信用狀、假出口真押匯等詐騙案件產生。 

2. 客戶資金流的控制，假設客戶開立遠期信用狀進口物品銷售，而其應收貨款在 90 天就可收回，而銀行若不查核其資金流而給予客戶 180 天遠期信用狀額度時，則會產生客戶資金寬鬆的假像，導致客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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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況下產生無謂的投資或借貸，最後損失的還是銀行。 

3. 國際金融業務 (OBU) 的推展：隨著國內廠商外移至中國大陸、越南等國家設廠，OBU 操作是必然的趨勢。往來對象是境外法人和自然人，而此境外法人都是國內廠商在避稅天堂地區所設立紙上公司 

(Paper Company)，所以對於風險控管更要嚴謹以對。例如：母公司的保證 (本票連結)、主要股東及負責人作保、控股公司股權信託、國內擔保品保證連結等，尤其在授信環節中，若有所疑慮一定要做到確實瞭解、寧缺勿濫，若能如此，OBU 業務是值得各銀行極力推展的業務，而此業務也給較早推行
OBU的銀行帶來可觀的盈利。 

應收帳款融資 (Factoring) 應收帳款融資是銀行新興的業務，由於信用狀交易業務的萎縮，因此應收、應付帳款交易隨之興起，而在訂定銀行應收帳款融資政策時要注意以下原則： ■ 雙方買賣契約的認定 應收帳款融資中，買賣雙方對契約的認定非常重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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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否有限制條款，買方不同意賣方將此貨款向銀行承做應收帳款融資，或買方僅擔任代理角色而不是最終使用者，即過水的交易，在於配合賣方之貸款用途 (博達模式) 及交易標的是否為雙方業務所需等。 ■ 買方確認手續的落實 有人認為買方確認函手續只要以雙掛號信函方式處理即可，此為錯誤的觀念，因為此掛號回函可能不是買方所收，而是其所在地大樓管理中心櫃台人員所代收，手續並不算完整。所以，買方確認函最好由負責的 AO 親自赴買方公司辦理，如此不但可以查核雙方是否有真正交易，同時也可瞭解買方的信用狀況，若買方為優質客戶，之後再透過賣方客戶的推薦，可提高成功機率，何樂而不為。若買方並不在承貸分行服務範圍內，也可以請聯行的專戶管理員代為處理。若能依此方式處理，除了能降低應收帳款融資授信風險外，更能爭取到優質客戶，嗣後若發生催收問題時，也可以避免無謂的困擾 (於本書
ch.10中所介紹之失敗案例再詳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