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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 
（一）落实公司制度和治理结构 
1995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一方面要求新设商业银行一律实行股份制有限公
司制度，单个股东所占股权一般不超过银行股本的10%。2001年以后，随着加入WTO，银行业对外开放
步伐的加快，又放松了外资进入商业银行的限制。商业银行普遍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
法定制度，完善了议事规则和议决程序。 
（二）调整内部组织结构 
1998年以后，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各家商业银行开始实行总分行制度，由总行一级法人统一对外
行使法人权利，在银行内部实行授权经营，总行直接面对若干个中心城市分行，再由这些分行向周边
辐射。由此，改变了原先存在的各分行分别代表总行直接行使职权从而各自为战的格局，大大降低了
金融运作的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为了集中资源，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金融服务效率，在不降低金
融服务面的条件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组织有计划地实行“瘦身”改革，撤并一大批县级网点。 
（三）调整资产结构 
1998年以后，在实行公司制(或模拟公司制)和加强内部治理结构的背景下，各家商业银行强化了信贷
风险管理和贷款审核机制，普遍建立了信贷资产的五级分类管理制度和由贷款审查委员会审核放款的
制度，使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明显下降。 
二、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产权主体的“人格化”虚置问题 
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主体是一元化的，其单一出资者为国家，国家派出高级管理人员对银行进行经营
管理，国有产权缺乏一个人格化的产权主体，于是存在着所有者主体不明确，即“所有者缺位”的问
题。按照现行的《公司法》，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被完全界定为“国家所有”，即国家是国有商业银
行的最后投资人与所有者，这似乎是一个产权明晰、责权明确的制度安排，但现实中到底由谁来代表
全国人民行使对国有财产的所有权，并承担起相应的所有者责任和风险，实际上是不明确的，即产权
主体是“人格化”虚置的。 
（二）内部人控制问题 
在我国现有的制度背景下，商业银行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不仅面临着国有产权代表选择和经营者选拔
机制重建等问题，而且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会出现扭曲现
象，因为内部人代表的是他们自身的利益而非所有者的利益，因而通常倾向于经理人员的偏好，而不
是所有者的偏好。在单一产权结构下，由于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加上激励机制薄弱，使经理层容易出
现内部人控制问题，主要表现在：银行的行长和经理人员在获得一定的控制权以后，就充分利用自己
的信息优势，力求摆脱所有者控制，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国家的利益；经营层的个人独断专行现
象；过分的在职消费，侵蚀利润等。 
（三）对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激励机制的欠缺问题 
在现行体制下，商业银行在选拔经理层时依然沿用行政任命方式，从多方面素质综合考虑选拔，而不
会单凭利润等硬性指标选拔，即国家的行政组织控制着商业银行经理层人员的任免、调离、解职等权
力，经理层人员只有服从行政组织的安排，才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以晋升激励为主的激励机制占主
导地位，而由政府官员充当的委托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激励履行监督职能。经理层人员满足于控制权
受益的激励，主要表现在银行内部拥有剩余控制权（也就是对银行资源使用的投票权、支配权、决策
权）的经理层基本上没有剩余索取权，而且经理层的薪酬体系又类似于公务员，收入水平基本是事前
固定的，与其业绩水平相关程度并不明显。这种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对称造成了商业银行的
经理层人员满足于控制权受益的主要激励。 
三、我国商业银行在治理结构上的缺陷所产生的影响 
（一）“内部人控制”问题造成效率损失和资产流失 
在我国现有的制度背景下，商业银行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不仅面临着国有产权代表选择和经营者选拔
机制重建等问题，而且面临着一个尚待解决的现实难题——内部人控制。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人控制
具有不同于英美法系内部人控制的特点。商业银行由于所有权结构单一，管理层容易控制公司而增加
代理成本。而英美法系下的内部人控制来自于股权高度分散带来的弱股东强董事会的现象。内部人控
制会出现扭曲现象，因为内部人代表的是他们自身的利益而非所有者的利益，因而通常倾向于经理人
员的偏好，而不是所有者的偏好。由于所有者缺位，并且经理在企业中的利益相关度不大，经营自主
权就会产生许多代理问题，如利润转移和利润侵蚀，其主要表现是内部人控制现象及其造成的效率损
失与资产流失越来越严重。 
（二）激励约束机制的欠缺导致经营效率低下 
在当前的商业银行中，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截然分离的，银行经营管理者的报酬基本保持着国家规
定的等级工资制度，与银行的经营业绩没有什么关系，特别是由于所有者与经营管理人员完全分开，
银行的长远发展利益与经营管理者的自身利益更不相干，其代价就是银行资源配置无效，经营效率和
技术效率的损失以及严重的行为短期化问题。有关商业银行激励约束机制的讨论多集中在银行员工的
待遇偏低和激励不足方面，认为国家所有者没有向银行员工提供足够的激励去管理风险。 
（三）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致使信息传导机制缺失 
从目前情况看，商业银行会计制度与信息披露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权关系的
不明晰导致会计与信息披露体制的不健全。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所有者、经营者、外部利益相关者之
间的信息传导机制缺失。所有者地位的虚化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分散的力量布局使得经营者不必承担
如实汇报业绩的压力。处于中心环节的经营者对于信息有高度的掌控力，可以通过行政力量对财务报
表进行调整修改，以达到预计的目标；二是商业银行多层级的组织架构和治理层次导致会计准则差异
明显、信息数据漏损严重。普遍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宽地域、多层次的复杂网状构架，每
一个分支机构都成为信息网上的一个结点。对于上级行来说，度量下级行提供信息的真实度和完备性
的难度是按照指数方式增长的。由于各地行所处的具体情况不同，在会计科目和会计政策上也不尽相
同，所提供的信息存在较大的口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信息的真实信和可比性；三是信



息披露内容不真实、不充分、程序不规范。对比国外大银行的财务报表，我国银行的财务报表存在严
重的信息披露不真实问题，例如，将不应划为附属资本的部分风险拨备也计入资本金中，从而虚增资
本金数额，抬高资本充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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