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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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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市场化我国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在2O06年底之前全面开放金融服务领
域、迎接国际金融财团挑战之前的要求。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整个金融发展
战略和实现与国际金融接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利率水平将受到市场资金供求、以及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而波动不定，表现出较大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种利率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
将使金融市场上各经济主体承受较大的利率风险。商业银行作为调剂资金余缺的中介
机构，其主要利润来源于存贷款利差，作为资金价格的利率的不确定及其频繁变动必
将引起商业银行资产收益减少或负债成本增加。因此，利率市场化将给商业银行带来
巨大的利率风险，并对其资产负债管理、乃至战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 ;商业银行 ;风险 ;  控制  
           一、国内外利率市场化进程  
           1、国外利率市场化的借鉴  
           利率市场化是金融自由化的重要方面，该理论的理论基础是源于麦金农和肖在20
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金融压抑论和金融深化论。近30年来，利率市场化成了世界各国普
遍采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从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到部分发展中
国家，利率市场化浪潮不断涌动。以美国为例，其利率市场化是在高利率背景下以资
金大规模地向自由利率的金融商品市场流入为突破口的，是一个典型的发达金融市场
逐渐向政府管制“倒逼”的案例。其主要特点是为规避管制，银行业通过发掘法律漏
洞，不断创新出各种新的金融工具和业务。通过1980年出台的《放松对存款机构的管
理与货币控制法》，以及设立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整存款利率金融机构，不断提高存
款利率的同时，逐步废除了有关利率管制的规章制度，因此到1986年完全实现了利率
的市场化。而日本是为了刺激需求，摆脱经济低迷状况以国债利率为突破口的。其最
直接的动力来自商业银行，是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驱使政府逐步放松利率管制，承认
创新的合法性，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但是，利率的市场化在活跃金融市场的同时也
加大了利率风险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从19世纪80年代伊利若斯银行破产，到今天的美
国次债危机，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风险控制都被提到更高的位置。  
           2、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利率市场化的基本设想。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重申：“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2003年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
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党中央、国务院
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确定为：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
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将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
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顺序进行。从实际的情况而言，利率
市场化始于1978  年，但直至1996  年6月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举措才真
正揭开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第一幕，到2000  年9  月21  日实现外币贷款利率的市场
化才实质性的迈出第一步，应对金融全面开放当2007年发布上海同业拆借利率的时
候，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已远远超过了金融开放的要求，因此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基
本走到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最后攻坚和破解阶段。  
           二、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  
           同其他金融改革内容一样，利率市场化无疑也是悬在我国商业银行头上的一把纳
斯达克之剑，使得商业银行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
上的主体地位，商业银行需要利率市场化来调动经营的主动性，促使经营目标的实
现，并加强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 ,  利率市场化给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带来严
峻的挑战， 主要表现在利率市场化对如下影响：  
          1、利率市场化加剧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市场利率波动对于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因为如此，利率市场化一旦
实施，必将给银行的业务经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样的不确定性，将使我国商业
银行面临银行资金流入相关经营项目无法得到及时回补，致使资金停滞在经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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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极大的加剧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2、利率市场化加剧了商业银行竞争及收益曲线风险  
           目前我国对于利率的管制主要在控制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方式 ,  这种
限制使金融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商业银行高额的利差。若管制放开 ,  在金融
全面开放的前提下，国内外金融机构存贷款竞争必然加剧 ,  利差缩小在所难免，而目
前我国银行业的业务单一 ,  存贷利差收入是主要利润来源 ,  这无疑给对商业银行带来沉
重的打击。鉴于此，在目前中间业务尚不发达的时候银行将会千方百计的加大存贷业
务业务，由于存贷业务利率的敏感性存在着千差外别，随着利率的上下浮动，将造成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从而导致收益不确定性的收益性风险被加剧。  
           3、利率市场化将导致商业银行利率的结构性风险  
           存贷款利率波动不一致导致利率结构风险，这种风险通常表现为随着存贷款利率
波动幅度不一致或长短期存贷利差波动幅度不一致的，导致银行净利息收入减少。随
着利率的市场化，这样的利率波动幅度不一致将在市场上不断的商业，使商业银行利
率的结构性风险加大。  
          4、利率市场化加剧了借款者逆向选择和信用风险  
           由于08年一季度所凸显的通货膨胀情况，我国目前所进行的主要工作就是紧缩的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此金融市场里直接融资萎缩，间接融资又成市场资金的主要
来源，利率市场化往往导致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上升之后， 由于金融市场普遍存在
着信息不对称，通常就会导致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逆向激励，从而加大整体信用风
险。  
           三、加强利率市场化下的银行业风险控制的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率市场化在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尚未成熟时期给商业银行
业务经营带来的隐含的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对此，商业银行一定要有相应的充分准
备，以应对利率市场化的波动的风险。因此，在应对路径的选择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  
          （一）调整资金比例，降低资金成本，提升商业银行内部资金充足率。  
           内部运作成本是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主要的束缚之一，成本过高，将导致较高风
险，因此降低成本是保证利率市场化过程商业银行赢利的重要举措之一。从我国银行
业的具体情况来看，银行内部运作成本还存在较大的紧缩空间，而降低成本的关键在
于建立一套合理的运作机制，这就要求我们的负债业务由集聚为目标转型为效益为目
标，由由一味的鼓励吸储转变为促进资金成本控制和有效运用，使资产负债比例在数
量、期限和类型上优化配置，使银行内部资金充足率提高，从而降低由利率市场化加
剧的流动性风险。  
           （二）优化金融产品定价机制保证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的营利性  
           在市场上产品的价格优势无疑是最具有竞争力武器，利率市场化后贷款市场竞争
的关键因素就指向了贷款利率，这就相当于市场经济中，厂家需要根据市场供求情况
给产品进行定价一样，若银行给贷款定价过高会在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反之，则可
能使竞争到的贷款业务无利可图，因此，在利率市场化下优化原有的贷款定价机制已
迫在眉睫。具体而言，各商业银行应该在市场基准利率基础上参照合理的成本收益方
法确定本行的基准利率水平，同时， 使用客户盈利分析模型确定对不同客户的利率水
平。在确定存贷款利率水平时，应综合考虑风险补偿、费用分摊、客户让利幅度、产
品收益相关性及因提前还款、违约和展期等导致必要的价格调整等因素，最终确定价
格水平。  
           1、加强中间业务的发展，摆脱利差利润的限制  
           据统计，2006  年，美国花旗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已占总收入的比重为80％，大通
银行为 68。9％，总的来说，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已达
到了 50%左右，而我国2006  年，开办的中间业务品种仅有 260  多个，各银行中间
业务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平均为 10％左右，最高为 22％，有的甚至不足 1％，因此
中间业务发展的空间还很大。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业务长期被传统业务统治，利润随存
贷款利差依赖过强，因此开展中间业务银行可以依靠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来吸引
顾客， 扩大银行营业收入，从而弥补利差的损失，摆脱利差利润的限制降低利率风
险。  
           2、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增强银行营销力度。  
           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对我国银行业产品服务方面的贡
献而言，它促使商业银行业务的同质性得到缓解，因此若能有一个很好的营销系统作
为支撑，对于银行开展非一致化业务有很大帮助。而这需要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
提升员工的素质，真正从营销的角度来做市场，而非从推销的角度片面用关系争取业
务，使业务销售稳固性增强，促使信息流畅，稳定客户群体，减少借款者的逆向选择
和信用风险。  
除此之外，国家政策及监管对于金融环境的约束也为商业银行应对经营风险起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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