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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立权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近几年，流动性过剩已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突出问题，而又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体系。随着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日益
严重，流动性过剩对商业银行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它加剧了信贷市场过度竞争，加大了信贷风险和利率风险，导致银行经营效益受损，
甚至影响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合理改变银行经营策略，降低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风险，已经势在必行。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 货币供应量 相对滞后性 
一、什么是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最初的含义是指商业银行能够在不遭受损失的条件下, 满足存款人提存及支付需要资产的变现能力, 即所谓的资产流动性。而根据
英国出版的《经济与商业辞典》所述, 流动性过剩指银行自愿或被迫持有的“流动性”超过健全的银行业准则所要求的通常水平。因此, 
从银行角度出发,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核心是资金运用不充分。流动性过剩在提高商业银行支付能力的同时，也削弱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
力，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抑制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同时还可能引发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导致过剩问题进一步激化。 
二、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表现 
（1）银行业存贷差不断扩大 
2008年12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2.01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7.9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0.35万亿元，按可比口
径同比增长18.76%，增幅比2007年末高2.66个百分点。全年人民币贷款按可比口径增加4.91万亿元，同比多增1.28万亿元。12月份人民币
贷款增加7718亿元，同比多增7233亿元。2008年12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7.84万亿元，同比增长19.30%。人民币各项存
款余额46.62万亿元，同比增长19.73%。全年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7.69万亿元，同比多增2.3万亿元。其中：居民户存款增加4.63万亿元，
非金融性公司存款增加2.87万亿元，财政存款增加269亿元。12月份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3834亿元，同比少增30亿元。可以看到的是，虽
然受金融危机影响，以及2008年第4季度各银行加大了放贷能力，但是到12月末，存款增速仍高于贷款增速，存贷差继续扩大。 
（2）货币供应量所反应的流动性问题 
2008 年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 余额41.78 万亿元，同比增长18.94%。狭义货币供应量M1 余额15. 49 万亿元，同比增长20. 72%。M1
增速大于M2，流动性依然过剩。到2008年末，在国家调整，以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局面稍稍有点改变，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加快，贷
款增加较多。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47.5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8%，加快1.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16.6万亿元，增长
9.1%，回落12.0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3.4万亿元，增长12.7%，加快0.6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03468亿
元，比年初增加49114亿元，比上年多增12792亿元；各项存款余额466203亿元，比年初增加76863亿元，比上年多增22985亿元。全年货币
净投放3844亿元，比上年多投放541亿元。不过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十分明显。 
三、流动性过剩的原因 
   （1）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影响 
    全球流动性过剩主要是由全球范围内的持续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并通过贸易、投资等各种渠道向我国输入，这是我国当前流动
性迅速增加的重要外部因素。 
   （2）外汇储备增长迅猛，外汇占款增加 
导致流动性过剩的另一原因就是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带动的外汇占款增长。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反映。中国人民银行1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37亿美元，同比增长16.14％。造成每天要支付大量人民币买进外汇，居高不
下的外汇占款投放水平致使我国货币供给规模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3）城乡居民储蓄不断增长，消费不足 
 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家庭储蓄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没有形成完善
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老百姓出于养老、医疗等原因积累了大量的预防性储蓄。1978年，中国的消费率是62.1%，而到了
2007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为49%，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2008年全年消费率仍在进一步下滑。高储蓄率、
低消费率会带来大量富裕资金，直接增加流动性。同时，较低的消费能力又会制约进口，助推贸易逆差，造成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通过
央行对冲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增加国内流动性供给。 
（4）商业银行大力控制不良贷款造成惜贷现象较为普遍 
为了降低不良贷款比率、控制不良贷款余额，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采取了剥离不良贷款、利用新增贷款进行稀释、信贷
配给等诸多措施。在剥离不良贷款愈来愈规范、当前信用风险严重、信用监控机制薄弱的情况下，信贷配给成为商业银行控制不良贷款的
主要措施。同时，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征信体系，金融生态环境欠佳，企业贷款违约屡见不鲜，银行惜贷现象非常突出。 
（5）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匹配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财富的高速增长，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使微观经济个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要求金融体系提供更为丰富有
效的投资理财途径和风险管理服务。但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风险收益配比合理的投资途径多样性及数量均十分有限，影响了微观
经济个体投资意愿，也影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从而使得存款成为投资者金融资产的主要存在形式，造成货币形态流动性过剩。 
     四、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风险 
（1）提高了银行信贷风险 
过剩的流动性刺激了商业银行的放贷冲动，积累了银行自身的信贷风险。同时，突出了商业银行在有价证券等资产投资上的利率风险。此
时，如果银行风险掌控能力不到位，就会在提高当期收益的同时积累下新的长期风险，使银行面临短期收益与长期风险、信贷风险和利率
风险约束与流动性过剩的艰难选择。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上半年我国贷款大幅度增加，新增贷款近7万亿。所以必须防范贷款大幅
度增加在提升银行利润空间的同时，不良贷款比率也随之攀升。 
（2）金融机构的过度竞争,增大了利率风险,影响了银行的盈利能力 
首先,由于我国银行分业经营,存贷利率差便成为银行的主要盈利渠道。而流动性过剩无疑给商业银行的盈利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大量的流
动性意味着巨大的营运和利息成本。其次,巨额的剩余流动性流向银行间货币市场,造成了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甚至出现货币市场利率
和存款利率倒挂的现象,加大了银行的利率风险,削弱了银行盈利能力,相关的理财产品的收益也受到巨大影响。 
（3）引起银行经营风险加大 
为了减少存款过剩带来的损失,银行将被迫把资金投放到风险更高的企业和投资项目,使得企业出现过度投资,引起资本收益率和企业还本

 



付息能力下降。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还会助长经济低水平重复扩张、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等结构性问题。因此,短期内通过大量增加贷
款来提高银行收益、解决存款过剩问题,必然会引发新一轮的投资狂热,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大银行贷款的信用风险 。 
（4）加大了央行宏观调控的难度 
商业银行资金的大量富余,意味着其存放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将增多,央行为此就要付出更多的准备金利息,这将加大央行的操作成本和支
付成本。同时,除了巨额的存款准备金外,央行每年为了从市场上回收流动性还发行了大量的央行票据,为此支付的央票利息也日益增多,公
开市场操作成本增大。 
（5）不利于货币市场利率体系的建设 
银行间市场是我国货币市场的主体,而货币市场利率是其他债券定价和商业银行内部资金管理以及央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在金融
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流动性不足或者流动性过剩都不利于货币市场利率体系的建设。 
五、解决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策略 
（1）扩大内需，改善储蓄结构 
     为了改善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消费不足的局面，应该做到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
度，进行医疗、教育、社保、养老制度的改革，以减低个人储蓄，稳定居民支出预期；第二，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开拓新就业渠道，促进
再就业，降低失业率，以改善消费疲软的局面。 
  （2）拓宽投资渠道,完善金融市场,大力发展理财业。 
 拓宽投资渠道,通过大力发展基金、保险、国债等理财业务,推动商业银行经营方式创新。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鼓励商业银行的合规资金进
入股票、企业债券等资本市场,鼓励和扩大企业通过发债方式筹措资金,培养机构投资者使之成为资本市场主导力量,建立统一的全国债券
市场,建立多元化的市场风险配置机制,有效配置金融资源,解决我国长期以来间接融资比重高、企业负债率过高、银行信贷手段过度运用
的问题。 
(3)积极调整涉外经济金融政策 
加快调整涉外经济金融政策，抑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首先，加强对外资投向的引导，努力创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
的环境，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率。对外资进入要按产业制定相应的限制条件，同时对经常性贸易要在产业、时间、数量上制定相应限
制条件。减少甚至禁止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鼓励增加高新技术及资源性产品进口。 
（4）对汇率和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  
   适当加快汇率改革以减少外汇占款是化解流动性泛滥问题的有效途径。从目前情况来看，有必要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浮动机制，抑
制投机行为，稳定升值预期。其次，从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转变为一个相对中立的外汇管理体制，对于投资性资本的流入还需要
进行相应的限制，同时重点对资本流出管制进行相应的放松。  
  (5)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提高企业信用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促进中小企业诚实守信,加大对违约责任人的约束力度。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
减少金融风险,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从而为商业银行运用资金提供良好的条件,进而提高
银行经营管理效率。 
(6)加强创新 
加强创新不仅包括金融创新，还包括组织架构、业务流程、风险管理、绩效考核机制、薪酬管理制度、监管规则等一系列创新。各商业银
行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能力和特点，确定合理的市场定位，构建适合自己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从根本上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提升
竞争力。 
 流动性过剩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与银行体系发展的相对滞后性的一个矛盾，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性问题。单单从某个环节上的突破是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它需要的是从国家政策到社会环境以及全民意识的整体改变与提升。当然这一局面的改观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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