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现状及其策略选择 

文/魏世奇 史 勇 李伟正 

   一、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情况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在资产与负债的基础上，利用其技术、信息、机构、信誉等
优势，不运用或较少运用其资金，以中间人或代理人的身份替客户办理收付、咨询、代理、担保和
其他委托事项，提供各类金融服务而收取一定费用的业务。到2004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
平均收入占8.5%；中国建设银行已开办中间业务品种达300个(在我国商业银行中是最多的)，实现
中间业务收入43.7亿元，占总收入的12.5%.同期中国工商银行实现中间业务收入50亿元，约占总收
入的5%。可见，近20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有了较快发展。 
   二、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激励机制、专业化运作等方面存在的一些
问题限制了中间业务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缺乏内部转移价格制度。与中小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相比，国有商业银行营销、结算网
络发达，具有通过内部各分支机构的有效合作为跨地区客户提供高效率服务的优势，但从实际情况
来看，效果不尽人意，主要原因就是内部转移价格机制缺陷制约了这一优势的发挥。 
   (二)考核奖励机制不完善。一是中间业务收入与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同等对待并参与资源分
配。二是资产、负债、中间业务等三大业务之间的考核力度不协调。三是在现行考核体系中，相对
于资产负债业务，中间业务在经营绩效考核中的权重过低。 
   (三)中间业务收入流失问题成痼疾。从近几年监管机构和审计部门检查结果看，截留、私分
中间业务收入，用中间业务收入私设各种类型的小金库，中间业务收入不按规定直接入账等现象较
为普遍。 
   (四)高附加值中间业务发展缓慢。资产托管、财富管理、财务顾问、信息咨询、理财、风险
管理等高附加值业务营销困难，市场占比小，收入贡献度低，占中间业务总收入的比例目前只有5%
左右，而国外商业银行如美国大通银行这一比例2000年已达到70%以上。 
   (五)定价技术落后。由于没有建立起分产品、分客户的成本的中间业务定价基本上是采取比
照法或领导拍板法的方式，既无法保证定价的科学性，也无法向客户说明定价依据，极大地制约了
银行的议价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六)产品开发管理薄弱。中间业务产品“散”“乱”现象突出，各产品带有浓厚的专业、部
门特色。出现这种状况，表明市场对中间业务服务综合性要求与银行分部门分散开发新产品的体制
矛盾日益突出，反映出银行产品管理滞后于业务发展，缺乏统一的产品开发战略。 
   三、商业银行创新发展中间业务的对策 
   (一)以银行卡业务为主要工具，带动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产品的发展。在结合商业银行的发展
实际，并分析国内各家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现状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应以银行卡为主要工具，
来开发和推广各类代理类中间业务，是较为现实的选择。 
   (二)在作好基础型中间业务的基础上，努力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产品。要以优质客
户为目标，在作好传统型、基础性中间业务品种的基础上，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全方位突出集
约化和高增值特点的产品创新。 
   （三）进一步加强与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之间的同业合作，拓展中间业务发展
空间。商业银行应进一步与国内金融机构加强在支付、结算、代理等方面的合作，从而最大限度地
实现优势互补，以形成发展合力，共同促进业务发展。 
   （四）加强中间业务新产品开发与营销的联动功能。商业银行在开发、营销中间业务产品
中，应将新产品开发置于整个产品营销体系中，以市场营销为导向开发新产品，以新产品开发推动
市场营销，形成新产品开发与市场营销的良性互动。 
   （五）对中间业务产品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价策略研究，为自主制订收费价格奠定基础。只有
确定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合理的产品价格标准，才能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
务，才能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综合发展和整体效益的提高。 
   （六）建立中间业务发展中的风险防范控制体系。各商业银行应根据经营管理中的实际情况
按业务风险的大小加以分类管理，采取相应措施分散、转移和化解风险。尤其对风险度较高的担保
性、融资性，衍生金融工具中间业务要进行客户的信用调查和评估，建立客户信用档案，以防范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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