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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向何处去？(元磊；2004年2月10日)

文章作者：元 磊

  在金融服务一体化、集团化的大趋势下，金融控股公司在发达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在我国，尚显“幼稚”的金融企业如何与资本雄厚、功

能强大的外资“巨人”相抗衡，走出一条做大做强之路，是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作为一种混业经营的组织形式，金融控股公司有其规模优势，

但由于金融资产的强关联性，且我国目前仍不具备全面混业所需的“一元式”监管能力和完善的资本市场，因此它的系统构建还需要一定的时

间。  

  国内发展现状  

  金融控股公司一般可分为纯粹性控股公司（Pure Holding Company）和经营性控股公司（Operating Holding Company）两种

类型。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最早产生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成立于1979年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行了最为有益的探索，中信集团如今已

发展成为相当典型、颇具规模的跨国公司；类似的还有中国光大集团和上海国际集团。  

  国内大型商业银行涉足投资银行业的愿望由来已久。1995年8月，中国建设银行首开记录，与美国摩根斯坦利等5家机构联合发起成立

了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资投资银行—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建行以控股42.5％成为第一大股东。中国银行1998年在英国

伦敦注册了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中银国际，作为其全资控股的中国银行实际上已初具跨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框架。1998年3月，中国工商银行

在香港收购英国西敏证券亚洲有限公司，并与香港东亚银行联合组成工商东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产业资本表现出对金融业的浓厚兴趣。如海尔集团、山东电力均采取了积极而具体的举动；以首创、宝钢、中远、德隆等为代表的产业

资本也从产融结合的考虑积极介入金融领域，打造金融控股公司架构。  

  此外，许多证券公司也积极筹备，欲参与其中。一些跨越银行、保险和证券三个行业的业务创新，使三方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在目前

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尚无明确制度的情况下，各类金融机构都在为进军金融控股公司而作前期准备。  

  规模优势明显  

  作为一种从事混业经营的组织形式，金融控股公司通过在控股公司内形成一个“蓄水池”，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统一融资，可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融资成本；通过对信息系统、客户信用评估结果等金融资源的统一配置，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相互交叉或捆绑销售各种金融产

品，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金融服务。此外，通过各子公司相互抵消盈亏或关联交易，还可能降低控股公司整体的税务支出。  

  金融控股公司架构下，通过设立统一的风险管理机构等措施，可以对整个集团的风险进行集中控制，降低风险控制的成本并提高其有效

性。同时，通过在各子公司业务之间设置防火墙，可有效阻断金融风险的蔓延，达到对整个控股公司风险控制和分散的目的。据有关实证研

究，美国金融界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中，倒闭的银行中有80％是单一性银行。  

  从宏观角度看，国际金融服务一体化及并购浪潮，迫使中国金融业向混业经营转变。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将大举进入中国金融市

场，外资金融服务集团能够为其客户提供存贷款、证券买卖、保险保障等全方位服务，而目前国内金融机构仍没有一家具备这样的条件。从

微观角度看，金融控股集团经营模式，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即不但可以通过经营管理、技术开发、信息共享、分支机构、客户网

络等方面发挥规模优势，而且可以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资源运用效率，并依靠规模上的优势，增强抗风险能力。  

  当然，需指出的是，目前国内仍不具备全面混业所需要的一元式监管能力和完善的资本市场，这需要一定的时期来实现；由于金融资产

的强关联性，金融控股公司的购并活动更容易形成大金融集团的垄断；金融控股集团可能出现侵害投资人或客户的关联交易和风险的连锁效

应。这些都是金融控股公司发展中要面临的问题。  

  未来发展趋势  

  塑造一批能在未来国际金融市场上与国际金融集团抗衡的市场主体，将是我们的必然选择。金融控股公司未来发展将会有以下途径或趋

势：  

  1、我国现已存在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中信、光大等将继续完善，并开始培养整合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中国人民银行已批准成立“中信

控股”，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所有的金融类子公司，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以及期货等都放在“中信控股”的框架下。这是中国金

融业自实行分业经营以来，第一家经批准设立的可以跨金融业务领域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也标志着我国金融混业经营迈出了实质性的一

步。  

  2、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特大型保险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后，必将后发先至，居于金融控股集团模式的主导

地位。  

  3、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为增强实力、拓展空间，除一部分刻意保持专业优势的个体之外，

也必将朝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变。但与大型商业银行可迅速做大做强的便捷优势不同，其发展较缓、兼并联合较多，甚至一部分就是大型银行

兼并吸收的对象。  

  4、产业资本对金融领域的兴趣将持续高涨，与金融资本结合将更加频繁和紧密。金融控股公司将不再是大型金融机构的专利。  

  5、金融或产业领域的投资主体均将组建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作为其发展目标，不会停留在目前的分散投资阶段。  

  由此，从发展趋势看，应当塑造一批中国自己的并在未来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金融航母”，为金融业彻底开放后与国外全能

性金融机构竞争做好准备。 

文章出处：《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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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