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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营造良性的金融生态(4月14日)

文章作者：

近日，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表示，我国银行业机构已经饱和，因此将审慎设立机构。有评论认为这一表态意味着，此前酝酿之中

的诸多中小民营银行可能大部分将胎死腹中。唐主席进一步指出，资本准入，即民营资本以参股现有银行机构的方式进入银行业，并不存在

法律障碍，但银监会对机构准入持审慎态度。这并不是针对民营资本，而是考虑到我国银行业机构数量基本饱和、银行业潜在风险较大、懂

业务会管理的专门人才十分紧缺等。 

曾记否，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前不久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庄严宣布，中国银监会将出台四大措施继续鼓励外

资银行在华业务发展，进一步扩大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银监会将提前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哈尔滨等5个城市的人民币业务，将积极研究

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实行更加优惠的准入政策，继续支持外资银行在以上地区设立机构、开展业务。 

面对外资银行快速抢滩中国市场的步伐，不仅设立机构数和在华资产数快速增长，更有大量外资行通过参股国内银行进入中国市场。

显然，所谓中国银行业机构饱和的研判不过是“忽悠”世人的托词。 

翻翻经济学的教科书，所谓“饱和”指的是一种接近充分竞争的状态，此时不可能获得太高的利润。如果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行业中

利润水平相当高，就会吸引其他厂商进入该行业竞争，从而导致经济利润趋向于零。从竞争的意义上说饱和，其实是一个动态过程，饱和与

不饱和是交替的，如果市场饱和，企业会选择自动退出，如果不饱和，企业则争先进入。如此一来一往犹如人体的新陈代谢，维系着整个行

业的高效率运行。 

如此看来，中国银行业显然是不处于经济学意义上的“饱和”状态，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集中型高度垄断的银行体制，

存贷利差（价格）是管制的，出生证（准入）是管制，死亡证（退出）也是管制（政府信用担保），如此注定了国有金融机构缺乏竞争，也

就丧失了基本的市场定价和风险分散机制，从而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的低效率，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日益积聚。故此，打破金融垄断、解除

金融压抑，培育良好、公平、公正金融竞争的格局，最终提升金融业的整体效率应该是我们金融改革的最高战略目标。这是个方向性的、理

念性的、观念性的，或者可以说是政治哲学上的问题。 

我想，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主要操刀者之一的银监会，对于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所谓机构准入的谨慎

原则并不意味着出生证派发的嘎然而止，只不过是我们的监管当局希望将更多机会留给会念经的洋和尚。很显然，中国的监管当局对于境内

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设下了或明或暗的 “玻璃之门”。 

监管当局的职责在于监管，在于制定好规则，保证博弈的主体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中进行活动，并不介入整个交易过程，角

色界限应该是非常明确清晰。遗憾的是，我们银行改革和其他领域一样，行政主管部门往往僭越裁判员的职能，将过多的价值判断直接加入

到博弈中，甚至动用大量行政资源以保证政策的推行（诸如上市必须引外资的规定，甚至组织外资考察团到一些地方推荐城商行等等），用

行政手段来制约行政对银行的干预，有时政策取向立意很好，却未必能够执行，甚至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遭到歪曲而走偏方向。 

中国银行业问题事实上是中国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诸多体制性矛盾的累积，内部自发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往往会遇到巨大阻力而进

展缓慢。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本土民营资本很容易被资源所胁迫，难以有效摆脱来自政府的行政干预，具有天生的“软

弱性”。而外资机构进入至少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的话语权，避免内部人控制；同时资产质量会逐步提升，另外外资股东通常会要求自己参股

的银行成立诸如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的机构，这些机构很多都是独立的第三方，加上引进独立董事等，这些制度设置倒逼着银行不

得不再上一个台阶。基于此，“以开放促改革”的银行业改革路径得以确立。 

是否沿此路径果真能达成银行改革的大业？无数的事实证明，外资最看好中国的因素之一是那些具有很强的行政垄断色彩、可以获得

垄断利润的产业。如果像中国制造业的改革一样，事先向内资开放，并培育一批具有资本实力和经营经验的民营银行和职业银行家的话，我

想今天中国的银行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就没那么大了。研究研究手机、程控交换机、汽车甚至饮料等行业的历史吧，只要本土民营企业的进

入障碍小，外商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就会不断弱化乃至消失，而本土民营企业的进入障碍大，我们要么直接进口外国产品要么让外商在华企

业主导一个行业，看来中国的银行业最终难以挣脱这一宿命。 

文章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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