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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制度的效率与合理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2004年8月6日)

文章作者：

   今年以来，国有银行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可以说，这次国有银行改革政府决心大、目的明确，改革时间表清晰。 

  但从最近中银香港发生的事情来看，说明国有银行改革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仍然十分艰巨。 

  因为，现有四大国有银行改革仍然是以现有的行政主导体制为主、市场规则为辅，仍然是政府希望对金融资源的管制来为政府所主导的

国有企业服务，仍然是有效的市场机制无法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四大国有银行金融资源无效配置、金融风险聚积，并非市场机制失灵，而

是政府对金融改革完全主导之结果。 

  事实上，目前国内的金融改革越是深入，披露出的问题就越多，国内金融市场所面对的系统性风险就越大。原因很简单，就目前银行业

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不断地在下降，银行的控制风险的能力与技术不断地在提高，国有银行的赢利水平也达到了历史

最高。但另一方面，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刚刚剥离，新的不良贷款又累积增加。还有，一场金融审计，不少金融大案随着暴露出来。 

  本来利率是金融的价格，但是国内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会如此之困难？为什么政府出台的利率改革的措施总是会倾向于国有银行、

国有企业？即一方面拼命管制利率，造成资金黑市泛滥，黑市利率高企；另一方面，极力压低存款利率，扩大存贷款利差，让民众的财富轻

易地流入国有银行，流入国有企业。 

  可见，从国内金融改革所发生的现象、中银香港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来看，仅仅是从理性、效率、经济性来确立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目

标、改革程序及改革时间表是相当不够了。中银香港的事件表明，四大国有银行可以建立起类似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可以建

立起类似于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但是却很难建立起真正的现代银行制度。四大国有银行上市之后，能否走出目前的困境是相当不

确定的。看看日本的银行，不也是建立起了现代企业股份制，不也上市了吗？但还是陷入了10多年难以自拔的境地。 

  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更为强调的是政府经济理性指导下效率化的目标，而忽略了四大国有银行生存环境等时空条件的影响，特别

是忽略了在改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角逐。一般来说，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关系的大调整，无论在这种利益关系调整前还是调整过程中，政治手

段的介入、政治权力参与是在所难免，其中也存在许多外界看来十分不理性、没有效率的行为，但这些利益冲突与权力过程，则是国有银行

组织形式的选择与内部制度化过程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如果忽视了这些方面的考量，四大国有银行改革要走好是相当困难的。 

  比如美国，它之所以是具有世界最强的经济实力，不仅在于它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发达的科技、高效率的管理技术，而且在于有优良

的制度及健全的监管体制。 

  而后两条件则是健全的金融体制的基础。因为，在优良的制度下，才能建立有效率的立法机构，才能保证立法的效率与品质。因此，美

国要进行金融改革，都必须国会立法来进行。美国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国会都会进行彻底的研究调查，明确真相，然后立法规范，使同

样的危机不再发生。由于业者和有关人士在立法的过程中都亲自参与其事，充分了解改革的内容，对于改革方案才能彻底执行。 

  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问题所在，就在于我们不能够保证金融制度的确立和效率性以及合理性，不能通过利益博弈与协商的方式来

达成一致意见，不能让利益相关者有发表个人意见的流畅通道。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目标和效果如何是相当不确定的。这就是四大国有银行改革是否能走出困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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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