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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银行系基金公司如何一路走好(4月8日)

文章作者：

  4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共同确定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为首批直接投资

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4月7日《新京报》）。对于银行设立基金公司，市场表现了十分欢迎的态度。但它将对国内的金融市场，

以及国内基金公司产生什么影响呢？这是我们需要弄明白的问题。 

  有人说银行系基金的出现，不仅会对国内现有的以证券为主导的基金市场产生较大的冲击，也预示着国内金融市场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

营开始。同时，它也可能成为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过，银行系基金的创立，无论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冲击，无论是国

内金融市场面临着机会还是挑战，一句话，在目前国内投资渠道少、金融产品缺乏、金融市场狭窄的情况下，推出银行系基金对金融市场来

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它既可为银行自身拓展业务渠道、增加赢利机会、改善银行业的赢利模式，也可以为目前国内巨大的储蓄提供好的投资

渠道与机会，为资本市场注入活力，优化基金市场。 

  从目前国际上混业经营的模式来看，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德国为主的全能银行模式，它是以银行为主导，在银行内部设立若干

业务部门经营证券、基金、保险、信托业务；另一种是金融控股集团下的综合经营模式，它是在金融控股集团内设立若干公司从事银行、证

券、基金、保险、信托业务。对于后一种模式，国内早有尝试，而国内商业银行设立基金应该说是对前者模式的一种尝试。或者说，银行系

基金的设立也正是国内金融业向混业金融迈出的一小步。 

  根据《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银行设立基金与以证券为主导的基金相比，至少有以下一些

优势：一是银行系基金既可以募集和管理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投资固定收益证券，也可以募集和管理其他类型基金。也就是说，从

银行系基金的经营范围与性质来看，银行系基金运作将以低风险品种为主，这就让银行系基金，与以证券和信托公司为主导的基金更集中在

高风险基金品种上的特点相比，有一定的差别。银行系基金的推出可能促进低风险基金品种与市场的大力发展（如证券化产品、债券等），

也能够为低风险投资者提供合适的投资渠道，使得居民存在银行的大量的储蓄存款得到合理的分流。 

  银行设立基金本身有天然的优势，比如银行有庞大的客户规模、有较高的信用度、有良好的资金结算系统。 

  在这种优势下，银行系基金拥有广泛的销售渠道和庞大的客户资源，将使得基金在销售过程中交易成本可以较低，交易规模可以较大。

而且以银行为背景的信用，使得投资者更愿意进入银行系基金市场。 

  再加上银行结算支付体系基础好，这不仅提高了基金资金运作的效率与规范，而且也降低了整个交易过程中的成本，从而在理论上提高

了银行系基金投资的收益。同时，当银行系的基金设立后，银行现有的客户就可以在体内循环，节省客户的开发成本，有效地提高客户对银

行的价值。 

  不过，尽管银行系基金的推出无论对银行自身，还是对客户及资本市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但银行系基金如何才能真正走好，需要

做许多工作。比如，如何试点，在试点中会遇到哪些问题。正如这次关于设立银行系基金会议所明确的那样，这3家银行成为首批试点银

行，要求基金管理公司的各项审批工作力争在今年9月底以前完成。但是，到底哪家能最终获批，还得看试点的进展以及在试点过程中所遇

到的问题如何解决。 

  因此，真正要让银行系基金走好，不仅在于如何加快3家试点银行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方案审批进度、加强试点过程中的监管协调

以及跨市场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协商研究，而且在于如何来制定银行系基金运作的规则，如何为创新的金融机制提供有效的赢利模式。如

果没有这样的一种赢利模式，再好的产品、组织及机构可能都是没用的。 

文章出处：《新京报》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10-65136039 传真：010-65138307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