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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存贷差分析及对策(何明生；2004年8月17日)

文章作者：何明生

  新区建设、企业成长和经济跨越式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近几年来，金融机构存贷差不断扩大，与跨越式发展中的“资金饥渴”现象

同时存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一、正确认识存贷差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贷差是商业银行资金运营的常态。 

  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执行的是信贷计划，发放的贷款远远高于吸收的存款，以向中央银行借入资金来支撑贷款的增长，集

中体现为贷差。《商业银行法》颁布后，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七十五”，这就是说，商业银行保持存款

余额25％以上的存贷差是正常并合乎规定的。商业银行的这种转变和存贷差的适度增长是我国银行业稳健经营的重要标志之一，表明银行

充分重视经营的稳健性，注重维持足够的流动性，不再超负荷经营。 

  2、存贷差并不意味着资金闲置，它实际上是商业银行在贷款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使用，如上缴存款准备金、清算资金、备付金、债券

投资、同业拆放、系统内资金往来等。决定银行新增贷款能力的不是存贷差，而是存贷差中可以使用的资金。 

  3、保持存贷差的适度增长是必要的，但在当前直接融资不发达、经济增长对信贷资金依赖性大的条件下，存贷差过快增长暴露了经济

金融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一是反映了储蓄向投资转化出现梗阻，金融没有充分发挥引导资源配置，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二是反映了

金融机构资金运用能力弱，信贷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三是造成社会资金的短缺与闲置同时存在，引起了地方政府和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影

响了银政、银企之间的关系，金融机构经营压力加大。四是削弱了金融机构对宏观调控措施的敏感性，加大了调控难度，降低了调控成效。 

  二、对策思考 

    1、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着力培育新型工业化的产业优势，为金融提供更多、更好的信贷客户群体。一是积极改造传统产业，支持饲

料、化工等企业技术改造，发挥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加强产业整合，培育产业集群，形成关联度高的产业链条，壮大新型工业化的产业基

础。二是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结合地方资源，围绕优势产业链加大招商引资，加快农副产品深加工、生物制药、铝加工、化工等产业的发

展。三是以培育高新产业为主导，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推进城市信息化建设为重点，大力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四是大力发展环保生态产

业，积极推进资源的深度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快造纸、化工、酿造、电力、水泥、冶炼等行业的结构调整，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带来的环境

问题，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深入贯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应根据西部经济金融特点，尽快制定倾斜、差别化的特殊财政政

策和信贷政策，加大对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 

  3、人民银行要加大窗口指导力度，努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商业银行加大有效信贷投入。以调研为基础、信息为载体，建立

信息沟通交流的平台，及时向政府报告情况、反映问题，向金融机构传导货币政策，向企业宣传金融服务，积极推动商业银行建立科学有效

的信贷营销机制，努力促进银企信息交流和信贷供需平衡。 

  4、国有商业银行要更新经营理念，正确把握防范信贷风险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紧紧围绕地方经济发展规划，找准切入

点，努力发挥信贷资金的经济“引擎”作用，加大有效信贷投入。 

  5、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有的信贷管理体制，建立科学的考核激励机制。国有商业银行要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扩大基层机构的信贷

自主权，增强基层机构信贷管理的灵活性。 

  6、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全面提升金融安全水平。诚信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是银企合作的桥梁。不良的社会信

用环境是制约信贷资金投放的重要因素。政府、银行、企业要多方合作，紧密沟通和协作，努力打造诚信社会，提升金融安全水平。人民银

行要在完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征信体系建设，做好企业、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工作，建立诚信信息档案，为

经济活动和金融服务提供良好的资信服务。金融机构要完善内控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金融风险，提高资产质量，要在依法清收不良贷款

的同时，找准市场定位，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积极开展信贷创新和贷款营销，切实改善金融服务，加大有效信贷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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