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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的进入与中国银行业改革(王曙光；2003年12月9日)

文章作者：王曙光

最近，银监会主席宣布了促进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几条新举措，以进一步对外资银行开放中国市场，其中包括：第一，对外资银行

开放济南、福州、重庆和成都四个城市，第二，对已开放的九个城市，允许外资银行对各类中国企业开展人民币业务，第三，欢迎外资银行

参股国内银行，对国内银行进行改组改造。这是中国政府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促进中国金融业开放的重要步骤。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

的时候，在银行业开放方面的承诺是：中国将对外资金融机构逐步放开人民币业务，加入后两年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向中国企业提供服

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到今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两年，理所当然应该履行第一个承

诺，即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企业开展人民币业务。 

    许多人把中国银行业引入外国资本称为“引狼入室”，觉得会给中国的银行业带来致命的冲击和不可预料的风险。事实上正好相反，外

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不仅不会构成中国银行业额外的金融风险，而且对银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对银行业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的调

整将产生积极作用。中国历来是以开放促改革，在内部改革压力和阻力增大、各方利益主体矛盾难以消弭、改革推行成本加剧的时候，通过

对外开放来促进改革，是我们一贯的秘诀。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面临的巨大阻力使得整个银行部门在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的提升

上长期停滞不前。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产生，依赖于整个社会各利益集团对于制度变迁的强大需求，也就是说，

利益集团的制度需求是决定制度变迁的重要变量，在制度需求不足的情形下，制度主体就难以成功推行制度变迁。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

处于这种典型的“制度需求不足”状态中，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影响国有银行改革的四个利益集团(国有商业银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

企业)的制度需求，就会发现，中国银行改革的制度需求确实是严重不足的。幸好，在内部制度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

这为中国银行业改革提供了外部激励和动力。 

    中国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国内银行业，一方面诚然是兑现已经作出的承诺，但更深层的用意显然是试图以此改变中国银行业改革长期以

来步履维艰徘徊不前的状况。不可否认的是，外国资本的进入，对国内银行业必然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尽管国内银行业不可能到溃不成军的

地步，但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是相当大的。我认为，这种冲击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同外资银行的竞争中，中国银行业将越来越

多地丧失自己的优势客户资源，从而对自身的盈利能力造成严重影响。有人认为，中国国有银行规模庞大，网点遍布全国，其规模效应非外

国银行可比。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徐滇庆曾经指出，事实上，即使请外资银行到内地去设立营业网点，他们也不一定去。并不是他们慈悲大

方，而是在这些经济尚欠发达的地区没有多少油水。银行的利润主要来自于优质客户，外国银行盯住的是那些优质客户资源。最近以来发生

的数例大企业“倒戈”转向外国银行的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最后的局面，恐怕是外资银行吃“肥肉”，我们的国有银行“啃骨头”。第

二，外国银行的进入势必引起存款分流，如果这种存款分流超过了中国居民的心理警戒线，将不可避免地使国内储蓄者对国内银行信用构成

威胁。国际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有国家信用作后盾，当居民心理防线崩溃后，也会引发大规模货币危机。第三，外资银行的

进入，会使国内银行业中的优秀人力资源外流，从而使中资银行面临人才短缺的局面。这些优秀人力资源不光意味着较高的金融专业技能，

而且意味着优秀的客户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络，因此人才争夺战的结果势必会给国内银行带来更大的消极冲击。第四，外资银行的进入，不可

避免地造成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国际结算业务和外汇业务的大量流失，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了。 

    外国银行资本对中国市场“垂涎”已久，中国经济和企业的高速成长、居民储蓄规模的持续扩大、国内金融业发展的幼稚等，都使外资

银行感觉到加紧进入中国市场的紧迫性。确实，与国内银行相比，外资银行确实有很多优势。第一，它们资金实力雄厚，这些银行巨舰的资

产规模和利润规模都是国内银行难以望其项背的，比如花旗银行的总资产就超过我国4家国有商业银行总和，其税前利润超过我国４家国有

商业银行总和近10倍。第二，资产质量较高，获利能力较强。我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相当高，大约在28％左右，这样高的不良贷款率

世界罕见。第三，外国银行具组织管理优势，抗风险能力强。第四，外国银行一般都是实行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混业经营，是所谓全能

银行，而国内银行由于国家政策限制，不能够全面参与证券和保险业务。第五，外国银行业能够为客户提供的金融产品的品种多元，有占优

势的金融产品创新能力。所有这些优势的基础是外国银行有悠久的经营历史，有深厚的市场化运作经验，同时又有高素质的金融管理人才。

与外资银行相比，国内银行在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管理经验、经营方式、创新能力等方面，都有不少差距，这些差距只有通过

我国银行业自身的改革来逐渐弥补。 

    中国政府对外国银行参股国内银行业持鼓励态度。最近，国内一些城市商业银行陆续吸收外国银行资本参与自身经营，对银行自身素

质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外国银行的参与，我国银行业的产权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产权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国内银行业的

内部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内部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将必然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降低银行的呆坏帐水平，从而使国有银行走

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同时，外国银行参股也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学习效应”和“示范效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银行业将逐渐学习外国银行

先进的管理经验、金融产品创新经验、客户服务理念以及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法等，从而有利于国内银行素质的提高。国内银行的经营理念将

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上，我国银行依赖于存贷款利差而生存，但外资银行的参与将逐渐改变这种局面，使国内银行更注重金融产品的多元

化开发，更注重中间业务的开拓。而参与国内银行业对外国银行自身也是好处多多，它们将利用我国银行业原有的客户资源、人才资源、信

息优势，快速地进入中国市场。参股、合资、独资，是外国银行可能选择的三种模式，在这三种模式中，近期可能以参股和合资为主。参股

和合资可使外国银行与东道国优势互补，达到“双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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