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银行竞争力分析

与实证研究＊

◆鲁志勇　于良春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了商业银行竞争力概念并分析了其构成要素 ,初步建立了商业银行竞争力指标的框

架体系。运用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近年来竞争力变化情况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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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 , 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水平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因此 ,以增强银行竞争力为中心 , 从而提高整个

金融业的效率 ,已成为整个金融改革的核心与关键。

一 、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指标的建立

1.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定义及构成要素

从企业发展角度来讲 ,竞争力是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

竞争目标与经营目标是统一的 , 并始终为经营目标所决定。 企业本身是一个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 ,以盈利为经营目标的组织 ,追逐利润是其本质属性 , 只有盈利 , 企业才有生

存发展的可能。企业竞争目标的确立始终是围绕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来制定的。从“世

界经济论坛———WEF”对竞争力的定义中强调“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 , 不难看出竞

争力的强弱最终要通过盈利来体现。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 , 盈利能力也

应成为其竞争力表现的核心。

因此 ,我们将商业银行竞争力定义为:商业银行在特定的市场结构下 , 受供求关

系 、公共政策影响 ,进行设计 、营销各金融产品 ,并获得比竞争对于更多的财富的能力;

是某一银行成功地将现有资产转换为提供更优质服务的能力 。

商业银行竞争力内涵的把握 , 除了一般企业的规律以外 , 还要充分考虑到其

经营货币的特殊性 , 技术与信息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竞争性质的改变 , 以及金融体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垄断与竞争:自然垄断性行业竞争机制与相关产业组

织政策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高波 、郭庆 、黄丽参与了有关讨论。文中所有数据均来

源于《中国金融年鉴》 199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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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特别是银行)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命脉作用。运用

IMD和WEF 竞争力方程的思想 , 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可

以表示为:

　　商业银行竞争力=竞争力资产×竞争力过程

资产在这里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资产 , 是指“固有

的或创造的”资产;过程是指“将资产转化为经济结果

所产生的竞争力” 。在资产一定的条件下 ,成功地转换

过程以增加财富并为后人创造新资产是竞争力的核

心。从竞争力方程出发 , 商业银行竞争力可以进一步

分解为以下 8个要素:

(1)基础资源。基础资源是指商业银行在竞争中

可以形成竞争优势的一切有形的或无形的资源。其有

形部分主要表现为会计资料中的总资产规模;现实中

表现为服务网络 、电子技术装备 、办公楼等固定资产。

其无形部分表现为公众对商业银行服务品牌的信心 ,

金融交易中的透明度—信息的公开披露 , 已经形成的

存贷款等传统业务的市场份额和银行卡等新兴业务的

交易规模。

(2)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也是一种活的基础性资

源 ,正日益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 对于商业银行

竞争力来说 ,不仅“信息”与“技术”的影响 ,最终是通过

人力资本来转化 , 拥有“企业家才能” 的优秀管理者也

是构成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3)科技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进步

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科技进步是

从两个方面对商业银行竞争力产生影响的。一种是作

为人力资本投资和 R&D 投资的结果而拥有的技术专

利 、研究成果 ,这种技术和知识的储备决定了商业银行

在未来竞争中的潜力;另一种是通过有效的体制和管

理制度将技术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 , 这种转化效率决

定了商业银行的现实竞争力。

(4)政府管制。政府管制是导致商业银行竞争力

变化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对金融业进行管制的原因

是“金融中存在着由外部因素 、市场支配力 、以及信息

问题所引发的市场失灵。 管制的最终目标是效率 、稳

定和公平的实现(蒂米奇·威塔斯 1990)。”总体来看 , 政

府管制是作为一种外生的 、制度性因素对商业银行竞

争力发生影响的。当前世界金融管制的主流向着放松

管制 、谨慎监管的方向发展;货币与资本市场具有逐渐

统一的趋势 , 银行与证券的混业经营越来越具有现实

意义 , 这种公共政策与基本环境的改变对银行业未来

竞争力表现具有重要意义。

(5)经营体制。商业银行经营体制是整个经济体

制的一部分 , 主要包括所有制构成 、运行机制 、组织结

构和行为规范。商业银行经营体制为商业银行竞争力

提供了由法律 、制度 、政策组成的综合性制度条件 。人

力资本价值的实现 、技术资源转化为技术优势 、基础性

资源转换为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业银行体制

的效率。

(6)经济效益。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定义强调了竞

争力的最终标志是“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多的财富。”盈

利是商业银行的最终经营目标 , 一切经营活动和竞争

力的考察都应围绕评价盈利能力这个中心。在盈利的

基础上 ,不断扩充资本金 , 并通过财务杠杆扩大资产规

模 ,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任程度 , 是商业银行扩张的理

想途径。

(7)管理水平。商业银行的管理能力主要强调其

对风险的管理能力 , 也包括日常的行政管理。 管理与

经营是紧密联系的 ,商业银行作为资金的枢纽 , 社会经

济活动的中心 , 其经营中面临的潜在风险也是错综复

杂的 , 其中最主要的风险是信用风险。信贷资产的风

险问题是当前困扰我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在商业银

行竞争力因素中强调管理水平 , 体现了对安全性经营

原则的重视。

(8)财务状况。驾驭财务杠杆的能力对经营货币

的特殊企业—商业银行来说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 ,

上述竞争力要素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影响最终要通过

财务数字表现出来;另一方面 , 财务状况也是其流动性

经营原则的重要表现。这一点不仅现在中央银行对商

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的严格监管中 , 也体现在《商业银

行法》的相关条款中。

2.商业银行竞争力指标的建立

根据以上对商业银行竞争力构成要素的解释 , 本

着系统开放性的原则和既能反映商业银行现实竞争力

又能反映其未来竞争力的原则 , 建立我国商业银行竞

争力指标体系如下(表 1):

该指标体系共计 40 个指标 , 其中资产类 11 个 , 过

程类29个;软指标 12 个(占 30%), 体现了“过程”重于

“资产”的思想。指标的选择主要来源于对商业银行竞

争力的要素分析和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定义。

二 、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竞争力分析

中国银行业是典型的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具有

垄断地位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水平基本代表

了行业的竞争力水平 , 而其竞争力水平又与其垄断地

位密切相关 , 因此研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具

有代表性。尽管 , 存在信息披露 、和资料获取的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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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全面运用上述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并进行综合指

数化分析 ,但在有限的资料下 , 对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1997年以来的竞争力情况进行分析 , 仍可以得出一些

有用的结论。

表 1: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指标体系

竞争力要素 序号 指标名称 公式 指标值 说明

基
础
资
源

资产
要素

A1-1 资产规模 年末资产负债表总计 绝对数 以固定资产规模作补充说明指
标

A1-2 分支机构数目 年末机构人员统计表数字 绝对数

A1-3 银行卡交易规模
年末银行卡业务统计表数
字

作为背景指标已被 IMD使用 ,反
映信用卡普及程度和使用强度

过程
要素

P1-1 存款市场份额
某银行存款总量/国内同
期金融机构存款总额 相对数

P1-2 贷款市场份额
某银行贷总量/国内同期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相对数

P1-3 银行信誉
专家打分或问卷调查或国
际信用评级 10 分制

反映公众对银行服务的满意程
度和对其金融资产安全的信心

P1-4 金融交易透明度 专家打分或问卷调查 10 分制
银行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它们活
动的充分信息

人
力
资
本

资产
要素

A2-1 职工总数 年末机构人员统计表数字 绝对数

A2-2 人均教育和培训投
入

教育 、培训费用/年末人员
数字

人均数

过程
要素

P2-1 专职 R&D 支出总
额

专职 R&D人员/年末人员
总数

相对数

P2-2 受过高等教育人员
占比

受过高等教育人员/年末
人员总数

相对数

人
力
资
本

资产
要素

A3-1 R&D支出总额 年末损益表 R&D 经费支
出

绝对数 以人均 R&D支出作补充分说明
指标

A3-2 国家级以上发表科
技论文数

绝对数

过程
要素

P3-1 获国家级科技奖系
数

当年获国家金融科技进步
奖/当年总数

相对数

政
府
管
制

资产要素

过
程
要
素

P4-1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的制定和执行效率 专家打分或问卷调查 10 分制

P4-2 税收政策的影响
各种税金及附加/税前利
润 相对数

＊P4-3 存贷利差 贷款利率减存款利率 相对数
在实行利率市场化之前暂不使
用

P4-4
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以及市场准入的难
易程度

以《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条
文为准 , 专家打分或问卷
调查

10 分制

P4-5
地方政府对商业银
行业务经营的干预
程度

专家打分或问卷调查 10 分制

经
营
体
制

资产要素

过
程
要
素

P5-1 发展战略与营销战
略的先进性

专家打分或问卷调查 10 分制

P5-2 组织是否符合现代
企业制度

专家打分或问卷调查 10 分制

P5-3
制度创新能力 , 以
及是否存在技术创
新的产权激励机制

专家打分或问卷调查 10 分制

P5-4
劳动 、人事 、分配制
度是否具有激励性 专家打分或问卷调查 10 分制

P5-5
是否导入 CIS 及导
入效果 专家打分或问卷调查 10 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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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竞争力要素 序号 指标名称 公式 指标值 说明

经
济
效
益

资产要素
A6-1 利润总额 年末损益表数字 绝对数

A6-2 人均利润 利润总额/年末人员总数 绝对数

过程要素
P6-1 资产利润率 利润总额/平均资产 相对数

P6-2 资本利润率 利润总额/所有者权益 相对数

管
理
水
平

资产要素
A7-1 成本支出总额 年末损益表数字 绝对数

A7-2 人均费用
营业费用总额/年末人员
总数 相对数

过
程
要
素

P7-1 资本充足率
资本净额/表内 、表外风险
加权资产总额 相对数 ≥8%

P7-2 不良贷款率
逾期 、呆滞 、呆帐贷款/贷
款总额 相对数 ≤15%

P7-3 营业收入成本率
成本支出总额/营业收入
总额 相对数

P7-4 利息回收率 实收利息/到期应收利息 相对数

P7-5 管理者企业家精神
与创新意识强弱

专家打分或问卷调查 10 分制

P7-6 全面质量管理的应
用情况

专家打分或问卷调查 10 分制

财
务
状
况

资产要素

过
程
要
素

P8-1 备付金比例 在人民银行备付金存款 、
库存现金/各项存款

相对数 ≥5%

P8-2 存贷比例 各项贷款/各项存款 相对数 ≤75%

P8-3
流动性资产负值比
率

流动性资产/各项动性负
债 相对数 ≥25%

P8-4 单个贷款比例指标
对同一借款客户贷款余额
/银行资本净额 相对数 ≤10%

　　1.基础资源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支柱

　　基础资源是评价商业银行竞争力的起点。国有独

资商业银行的基础资源优势主要是由历史原因造成

的 ,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来说 ,是除了由管制而形成

的制度性进入壁垒之外的技术性进入壁垒。(1)国有

银行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四大国有银行平均拥有机

构34000 家;拥有固定资产总额 2123.86 亿元 , 是股份

制商业银行的 11 倍 , 具有“沉淀成本”的特点 , 是国有

银行的“绝对成本”优势。(2)国有银行主营业务市场

份额具有垄断性。大的规模意味着大的市场份额 , 对

于以经营传统业务为主的中国银行业来说 , 存贷款业

务的市场份额对其经济效益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四大

国有银行的存贷款份额 3 年来均稳定在 90%左右 , 具

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 表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存贷款

合同是建立在银行与顾客的长期关系基础上的 , 在业

务往来中可以获得较为充分的风险信息 , 使得“潜在的

进入者”加大了进入成本。

2.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得到初步改善 , 但

是总体盈利能力偏低

盈利能力是体现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核心 , 1997 ～

1999 年 ,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变化呈“V”

型 , 利润总额由1997年的 115.89亿元骤降至 1998 年的

77.05 亿元 , 个别银行还出现了亏损 , 1999 年有了显著

改善 , 利润总额达到 154.78 亿元。利润的市场份额也

相应地达到 62.39%, 改变了长期低于股份制银行的局

面。

政策性因素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盈利状况得以改

善的主要原因。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对中国金

融体系的信用稳定性前所未有的危机意识 , 金融体制

改革在 1997 年 11 月后 ,得到了实质性推进。 1998 年 1

月 1 日取消对国有独资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 , 实行风

险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1998 年 6 月发行 2700 亿特别

国债补充了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按照精简 、高效的

原则开始逐步推进机构合并 、撤销;1999 年 , 四家国有

商业银行按国务院要求分别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

司 , 收购和处理从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出的一部分不良

资产;当年底 ,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已有 3500 亿元不良

资产剥离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由于政策到位的时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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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经过 1998 年的盈利下降之后 , 1999 年国有银行

不良贷款比例明显下降 ,盈利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考虑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贷款市场份额 、服务

网络等基础资源的绝对优势地位 , 以及透视国有银行

改革背后的政策性因素 , 总体盈利能力仍是低下的 , 虽

然具有规模优势 , 但却不具有规模经济。 从人均指标

与相对指标来看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

行相比 , 更处于绝对劣势(参见表 2)。

表 2:1997-1999 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与股份制银行部分盈利指标比较

年份

行别

1997年 1998 年 1999 年

资本利
润率%

资产利
润率%

人均
利润
万元

资本利
润率%

资产利
润率%

人均
利润
万元

资本利
润率%

资产利
润率%

人均
利润
万元

国有

独资

商业

银行

工行 3.15 0.104 0.55 1.88 0.107 0.61 2.27 0.117 0.76

农行 1.98 0.05 0.16 -0.677 -0.045 -0.17 -0.264 -0.016 -0.06

中行 6.7 0.26 3.49 2.52 0.14 1.78 2.96 0.166 2.21

建行 3.79 0.11 0.56 1.63 0.085 0.43 6.89 0.33 2.31

均值 3.91 0.131 1.19 1.34 0.072 0.663 2.96 0.149 1.31

股份制商业
银行均值

26.27 1.84 16.61 19.27 1.25 12.55 13.40 0.79 9.67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8-2000

　　从企业发展的一般财务规律而言 , 企业的资本利

润率都要高于市场平均利率 ,而比较(表 3)1997-1999 年

的国有银行的资本利润率 , 甚至达不到一年期存款利

率。至于反映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人均利润率 , 竟与股

份制商业银行相差十几倍。与国际同业相比 , 差距更

大 ,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2000 年 7 月工行在世界 1000

家大银行中总资产排名第 10 位 , 而资产利润率却排名

883 位;其它国有银行情况大致如此。

3.体制因素与管理水平是制约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

在商业银行竞争力指标体系中 , 体制因素全部是

作为“软指标”出现的 , 由于软指标调查的主观性 , 很难

有准确的评估与界定。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经营体制

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有天然的缺

陷。产权结构的单一及国有产权的固有弊端 , 是国有

独资银行难于摆脱困境的根本症结所在。国有股权的

垄断性地位 ,使得政府干预银行经营的问题无法解决 ,

银行的经营目标必然地包含政府的行政目标 , 商业银

行的核心竞争力 、经营的根本目标—“赢利” , 随时都有

可能被政府的行政目标所牺牲。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

“过程”因素对管理能力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国有商业银行从组建之日起 , 就是一个政企合一

的机构。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在行政管理体制 、人事

制度 、分配制度等方面仍沿袭了机关的公务员模式。

每一个分支机构 、各级负责人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 , 而

且 ,一旦确定下来就永久化 ,相应的分配利益格局也固

定化。这一套“官本位”的激励机制使得行内员工的个

人效用最大化集中体现在对行政级的追求上 , 这与商

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相背离。

在“官本位” 的激励机制下 , 各级国有独资商业银

行的负责人 , 在行为上要符合各级政府的直接配置金

融资源的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 , 各级政府对国有银行

的影响也是国有银行对这种影响追求的结果。信贷资

源脱离市场机制的配置 , 必然导致潜在的信用风险。

同时 , 由于体制的原因 , 国有商业银行对这种风险的管

理能力也是低下的 ,因此这种风险只能通过这种体制 ,

不断地由基层行向上级行 、向总行 、向政府累积。长此

以往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所累积的信用风险

已成为我国整个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潜在风险。

4.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科技实力突出 , 但人力资本

结构落后

由于历史和投入的原因 ,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拥有

的技术装备和科技成果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短时间内

无法比拟的。以金融科技进步奖统计为例 , 97-99 年国

有独资商业银行获奖比例分别达到了 49.82%、43.

24%、40%, 而股份制商业银行仅为 3.12%、2.70%、

0%。但是 ,不能由此判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科技竞

争力也是突出的。体制因素作为竞争力分析中重要的

过程因素 ,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上 , 发挥着

重要作用 ,而经营体制恰恰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弱

项。

数量庞大的机构与人员在构成国有银行竞争力基

础资源的同时 ,由于机构与人员的不合理布局 , 在另一

个角度看 , 也成为国有银行的承重负担。国有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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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拥有两个世界之最。其一是分支机构最多 , 其二是

从业人员最多 ,员工多达 158 万。臃肿的机构和庞大的

职工队伍不仅使得人浮于事 , 效率低下 、管理费用过

高 、资金调度不顺 , 而且过高的管理跨度—法人授权制

的管理模式 ,还造成信息传递不畅 ,管理层与经营机构

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与庞大的职工队伍相对照的是:作为知识密集型

行业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本结构是落后的 , 平

均劳动力素质较低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比例低 , 尤其

是高层次人才奇缺。(见表 3)

项目 工行 农行 中行 建行 交行 中信 华夏

博士 ……

硕士 ……
0.3

20 人

0.5
0.8 1.2 4.6

0.24

6.28

本科 …… 8.1 13.9 15.7 19.2 28.9 29.63

专科 …… 27.3 37.2 36.7 41.0 38.8 40.51

中专 …… 26.9 19.1 23.4 19.5

高中及高中以下…… 37.4 29.3 23.4 19.1
27.7

14.08

9.26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0

5.由政府管制所维持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垄断

地位是造成其效率低下的制度性原因

政府管制对国有银行竞争力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

面来考察。一是市场准入;二是业务经营限制。历史

上作为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国家 , 政府为了实现资源

的直接配置 , 很自然的把金融当成经济和产业发展的

一种手段 ,对银行业实行严格管制:指示金融机构以补

贴性条件贷款给那些经选择的国有企业 , 并长期将利

率管制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低水平上 , 金融机构不能

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 居民被迫将大量的储蓄刚性

地存放在效率低下的国有银行。这种管制并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管制 ,而是一种实质上的金融压制 , 主要不是

为了防止垄断 、保护竞争 , 而是为了政府的利益而促成

了垄断的结果。这种由管制所带来的制度性进入壁垒

是形成中国银行业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 而

且 ,当前存在的进入壁垒和金融压制仍足以维持国有

银行的垄断地位 , 并导致竞争机制的缺乏。 进入壁垒

主要有:注册资本(多于 10 亿元)限制 , 从业人员限制 ,

机构设立审批 、许可证制度 、贷款证制度 、开户结算制

度等;金融压制工具主要包括:严格的利率管制和国有

银行的信贷资金计划等。

从业务经营限制来看 , 货币当局近几年所推行的

分业经营 、分业管理制度 , 是和世界性主流管制趋势相

悖逆的一项措施。分业管理的初衷是分业经营 、分业

管理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 , 但自 1997 年以来的金融状

况却显示:一方面 , 分业经营实际上把国有银行业务范

围限制在一个更狭窄的范围内 , 在国有企业仍然是国

有商业银行基本服务对象的条件下 , 信贷资产的风险

实际更加集中和扩大了;另一方面 , 信贷资金仍通过种

种渠道变相进入资本市场 , 造成资本市场的泡沫成分 ,

今年下半年以来 ,央行对股市违规信贷资金的清查 , 并

有引发三年来持续走强的资本市场的剧烈震荡 , 有力

的说明了这一点。

总体来看 , 正是对银行业管制的低效率和管制改

革的落后 , 使规模巨大 、在主营业务市场上居于垄断地

位的国有银行由于盈利水平低下 , 没有产生相应的垄

断收益 ,同时带来了整个行业的低效率。

通过上述对国有银行竞争力变化的实证研究可以

得出结论:尽管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由于其规模与效益

的严重背离而显得效率低下 , 但国有银行以其雄厚的

基础资源和竞争力资产 , 仍保持着具有绝对市场支配

地位的竞争力。 其中 ,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贷款市场

份额 、服务网络 、技术储备和国家信誉是国有银行最有

力的竞争资产 , 这些竞争力“资产”所形成的市场支配

力之强大仍是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难以用竞争力“过

程”因素来抗衡的。但是 , 从个别指标来看 , 特别是商

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来看 , 国有银行与股

份制商业银行存在较大差距。

三 、提高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竞争力途径

中国加入WTO 之后两年内 ,将允许外国银行对国

有企业开办人民币业务 , 五年之内 , 允许外资银行开办

中国居民的个人人民币业务 , 在指定地区享受与中国

国内银行相同的国民待遇。 2001 年 9 月 10 日 , 10 家股

份制商业银行签署合作协议 , 成立战略大联盟 , 在零售

业务中实现网络互通 , 在公司业务中进行银团贷款合

作。这是银行业值得关注的两件大事 , 它将对中国银

行业未来的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国有独资商业银

行将面临外资银行和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两面夹

攻。如何应对挑战 ,提高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

已成为国有银行急需面对的紧迫课题。

1.提高对银行业的管制效率

尽管国有独资银行在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

中居于命脉地位 ,但这不应成为限制行业竞争的理由。

按照“市场进退无障碍理论(Contestability Theory)/ ;行业

中不需要充分多的企业 , 只要存在潜在的竞争压力 , 即

存在一个进退无障碍的市场结构就能够有好的企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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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绩效;“进退无障碍”与规模经济是可以并存的 , 潜

在的进入压力会迫使行业中的大企业进行公平的竞

争 ,不会采取对社会不利的策略性行为。因此 , 放松银

行业市场准入的限制 , 特别是鼓励非国有产权主体的

建立与发展应是管制改革的重点。从世界银行业管制

的发展趋势来看 , 现行的分业管理的管制规定应是一

种过渡性政策。加入WTO后 , 为使我国银行业与国际

惯例接轨 , 参与国际竞争 , 分业经营将被突破。 因此 ,

应根据银行业体系的发育状况和监管水平 , 选择适当

的时机 ,逐步取消分业经营限制。

2.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

尽管国有银行在形式上采用公司法中“国有独资

公司”的体制构造 ,但是国家对国有独资银行的绝对所

有权使得银行作为企业法人的权责明晰问题受到种种

外部力量的干预 , 银行经营的赢利目标很难置于众多

目标的核心地位。产权结构单一所造成的体制上的低

效率和体制风险 , 使得推进国有银行竞争力提高的种

种努力均未收到明显效果。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及其主

导作用方式的理论突破和对现代企业制度的重新认识

为国有独资银行推进经营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推进产权组织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让国有银行建立

起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当前首先要解决的是:

在保持公有制控制力的条件下 , 国有股权的适度收缩。

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和地区 , 选择部分经营状况 、资产质

量良好的分支行 ,按照规范的股份公司框架 , 完善会计

制度 , 加强信息披露 , 将其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

业银行 ,并适时进入资本市场进行国有股权减持。

3.化解潜在信用风险是当务之急

由信贷资产质量低下所带来的潜在的信用风险具

有引发金融动荡的潜在可能性(邱华炳 、刘宏 1999)。

靠国有银行的国家信誉和保持大量高流动性的非盈利

资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潜在的支付危机 , 信贷资产质

量低下不仅制约着国有银行竞争力的提高 , 而且成为

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首要障碍。解决国有独资商业

银行巨额不良资产不能把思路唯一的放在资本市场

上。与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 , 我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仍

然较小 , 到 2000 年底 ,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为 1192

家 ,市价总值为 4.8万亿元;而 2000 年末四大资产公司

已剥离的不良资产已达 13000 亿元。考虑到国有银行

与国有企业的债权 、债务的最终承担者均为国家的特

点 ,可以考虑由政府主持 , 从财务上对这种债权债务关

系进行有选择地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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