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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企业融资结构下的我国银行业整合(宋文平、贾卓鹏；2003年8月25日)

文章作者：宋文平 贾卓鹏

    在我国的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中，金融改革明显处于滞后状态，其已对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障碍。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实质上是反映了现有

金融制度运行上的困境，说明现行金融制度的安排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缺乏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运行机制，进而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金融体

系的功能转换落后于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这既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制约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因而，针对我国目前的状况，为顺畅企业融资

渠道，促进经济发展，关键就是要打破金融业的垄断，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 

  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首先，银行业产权结构改革是我国的金融组织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一方面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先导，银行业的产权结构必须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安

排的要求。无论是作为金融企业的银行还是作为企业贷款人的银行，金融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其本身如果不能确定股份制形式的结构，那么，其对企业的

贷款就无法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安排也不可能按照使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的目标实施，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更无从谈起。 

  其次，我国商业银行组织形式实行的是分支行制，这种分支行制可以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触角延伸到经济的每个角落，因而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改革体制和转换机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相当于一个个中小金融机构。繁杂的贷款手续仅仅在大规模的贷款中才具有约束力，而对于大量的小额

贷款，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应该具有相当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再次，调整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源结构。在资源配置的结构性调整中，根据国家对产业结构、行业结构的调整要求，及时制定好信贷资源配置的结

构调整目标和信贷资源的配置策略。目前关键是要调整好信贷资源配置的客户结构、行业结构、质量结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多年来以公有经济，

特别是以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为基本对象，这种格局的存在是由国有商业银行的性质决定的。当前，我国一面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调整，一面

对国营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的同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经济政策的变化需要国有商业银行对国营企业的信贷资源策略做出适时调整。针对民营经济潜

在的巨大的信贷市场，国有商业银行应积极支持民营经济特别是经营管理水平高、信誉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民营企业。 

  二、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制度，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性垄断格局，我们要充分重视发展发展具有产权结构优势、低交易成本优势、市场效率优势、信

息优势和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的民营银行，充分发挥中小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小不代表弱、没有竞争力，大也不必然就强。重视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是

适应我国经济结构变化、满足多元微观主体、多样化金融需求的必然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基于体制的限制不情愿或不敢贷款，就为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留下了拓展业务的空间，中小金融机构完全可以按照经济效益的标准选择优质的放贷对象。 

  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金融机构更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除了因为它们的资金规模比较小、无力为大企业融资外，主要的原因是中

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方面拥有信息上的优势。Banerjee等提出的“长期互动”假说对这种信息优势作了很好的解释，其认为中小金融

机构一般是地方性金融机构，主要为中小企业服务，长期的合作关系使其对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的了解逐渐加深，这有助于解决存在于中小金融机构与中

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在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中小金融机构要定位准确。随着我国经济调整的不断深

化，金融市场直接融资比例在逐步上升，商业银行已经进入“微利”经营阶段，而且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发展，竞争能力的不断提高，中小商业银

行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2)积极发展民营银行，究其原因后面将做一专门介绍；(3)健全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由于我国在长期的经济发

展过程中不重视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一些地方性金融机构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经营机制，管理比较混乱，因而就有必要对其加大监督力度。 

  三、发展民营银行，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中小银行在特定地区的小型信贷项目上要比大银行的分支机构更加自主，激励和约束机制更强，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成本

优势，其对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银行体系结构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目前的制度环境和银行业机构框架下，强调发展民营银行对促进我国银行

体制结构的改革，打破国有商业银行一统局面，提高银行业竞争水平和效率，以及对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民营银行究竟应该

如何界定呢？这里我们可以引用曾康霖教授的观点：民营银行是产权为民间所有，由经理层独立自主经营，以盈利为目的，资产的所有者享有对净利润

的分配权的银行。 

  从民营银行的界定可以看出，民营银行是产权明确的银行，是落实了产权监护人的银行。为此，我们在推进民营银行发展的同时，就不得不注意以

下几个问题：(1)市场准入机制。国家应该逐步放松对金融机构进入市场的限制，并从政策上加以支持和引导，处理好政府与民营金融的关系，维护其

完整的产权结构和独立的经营自主权；(2)风险控制机制。金融的特殊性决定了民营银行风险控制的重要性；(3)市场退出机制。民营银行也是企业，其

存在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因而就有必要建立民营银行的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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