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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表示国有银行改革不存在贱卖(11月30日)

文章作者：

    《上海证券报》消息，针对目前国有银行改革中出现的诸如"贱卖论"、控股比例多寡等争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接受采

访时明确表示，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中引发一些争议，是改革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他同时表示，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选择"股份制改革和发

行上市"的改革路径，是经过一系列慎重研究才选中的，主要是参照了国有工业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的成功改革经验。 

    周小川坦言，类似现在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的争议在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时"已经遇到了很多次"。在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相关行业

进行股份制改革以及上市的时候，也有人曾提出类似的疑问，比如，经济命脉能不能进行股改?国有股比重下降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肥水

外流?对此，周小川表示，"不少行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后，人们才体会到，只有真正能够把行业、企业做强做健康，使它的竞争力提

高，不用国家不停地补贴、赔钱，才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最大利益和安全、稳定"。他说，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中引发一些争议，也是改革过

程中的正常现象。 

    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路径的选择，周小川透露，是参照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成功之处，才选择实行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的方式。 

    "观察并研究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什么样的道路是成功的呢?"周小川说，"我们观察到工业企业改革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竞争力切

实增强的，多数采用的都是股份制改革并发行上市变成公众持股公司的模式。"因此，国有商业银行从道路选择上，应当参照国有工业企业

改革的成功之处，实行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 

    周小川最后表示，建行财务重组的代价与个别人的评论相距甚远。他说，建行这次重组中将可疑类资产剥离并以模拟市场价格出售，

道理上不存在政府补助。但由于我国资产处置市场深度不够，定价能力弱，在估值批发与零售中产生的价差应视为本次财务重组的成本。此

外，中央汇金公司在2003年底向建行注资225亿美元是一项投资行为，目的是取得回报，而不能用来填补建行账面上的窟窿。并且这项投资

迄今已有良好回报，国家并没有为此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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