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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对中资银行的影响分析 
（一）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成了外资银行业务拓展的重要目标。外资银行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综合实力排名前几位的银行均在我国建立机构。2008年，外资银行总资产达4
159.7亿元，2003~2008年五年内增长了223.3%，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2.16%，外资银行机构资产总
额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主要方式有在中国开办银行分支机构、与中国国
内银行机构合作建立合资银行、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成立外资独资银行、与中国银
行机构开展业务合作等。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也逐步扩大，拥有外汇业务、人民币业务、银行卡业务
和网上银行业务等等，且其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经营状况持续转好。目前，以京沪深为主的经济发达
地区仍是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首要选择地域，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范围由京沪深向内地逐步扩散，并
且以京沪深为中心不断向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延伸。 
（二）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在中国的竞争状况分析 
市场竞争力主要通过商业银行所占的市场份额来体现。市场份额是指企业的某项业务额在同一市场全
部该项业务中所占的比重。根据银行的业务特点，我们可以从资产份额、存款份额、贷款份额三个方
面来考察一家银行在某国金融市场上的大致发展状况。 
1.资产份额比较 
表1 1993~2006年中国银行业境内资产份额一览表 
（期末数%） 
■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4~2007；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
“统计数据”栏目。 
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入世后的5年，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逐年增加，到了2006年，在华外资银行
资产总额达到9279亿美元，是2001年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20.54倍。目前，外资银行总资产仅占中国银
行业总资产为2.1%，但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存款份额比较 
表2 1993~2005年中国银行业贷款份额一览表（期末数%） 
■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4~2006。 
从表2中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入世后，在华外资银行在人民币存款业务从总的比率上来看虽然还很微
小，但是已经有了长足进展。 
3.贷款份额比较 
表3 1993~2005年中国银行业存款份额一览表（期末数%） 
■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4~2006。 
在表3中可以看到，在贷款业务上，外资银行出现下降之势，后又开始明显提升。外资银行贷款比重下
降的原因，一是由于对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是逐渐开放的；二是由于受本土因素和中国外汇管制的
影响，企业较倾向于人民币贷款。此外，近年来外资银行调整其在华业务策略，选择放贷对象更为谨
慎也是一个原因。伴随中国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与外资银行业务的不断拓展，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
中的地位又明显提升。 
通过以上对市场份额三个组成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从静态角度看，总体来说，外资
银行的份额还很小，其业务对象主要是三资企业和外向型企业，市场份额尚不足以影响我国宏观调控
和货币政策的执行；而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呈现高度垄断的格局，存款和贷款主要集中于四大国有商业
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处于辅助地位。从动态角度来看，外资银行的比重在迅速上
升，尤其以中国入世后增势更为迅猛；而国有商业银行作为中资商业银行的主体，其市场份额却在不
断下降。 
（三）中外资银行在中国竞争优劣势比较 
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资银行就是双刃剑，有利有弊。入世过渡期结束后，随着中外资银行竞争的深
化，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将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对中资银行产生示范和推动作
用，这对中资银行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中资银行为应对挑战，也将在坚持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
上，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借鉴外资银行的成功之处，从而推动我国银行业整体发展。 
表4 中外资银行竞争优劣势比较 
■
1.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对中资银行的积极影响。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提供了
参照物，我们可以学习外资银行成熟的管理经验，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过渡期结束后，按照
国民待遇原则，中资银行不再享有特殊的政策保护，外资银行作为中资银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有利于
中资应该改善服务质量，加强创新，转变经营机制。同时，外资银行的进入，也为中资银行拓展海外
经营业务、实现跨国经营提供了机遇。 
2.外资银行全面进入的负面影响。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给中资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来自于银行业
务方面的，外资银行首先冲击的是低成本小风险高收益的中间业务，尤其是外汇业务，已经对中资银
行形成了明显的压力。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导致优质客户的流失、人才的流失等等问题，其次外资银
行进入中国后依托自身金融创新能力强的优势根据中国的特点进行产品创新，中资银行的产品创新只
能走向边缘化，最后，从宏观来看，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增加了我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对我国的金
融监管和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 
经过分析可以看出，过渡期结束后短期内，中外资银行实现平等竞争，总体来看，中资银行将固守自
身优势，并与外资银行展开竞争与合作，中外资银行在竞争合作中达到双赢。从长远来看，中资银行
必须要调整发展战略，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核心竞争力，在开放中不断创新，这样才能在外资银行的
抢滩中日益壮大。长期内我国的银行业融入到开放的体系中，对于我国金融体制及金融监管制度改



革、中资银行机制创新和现代化进程也有积极促进作用。 
二、中资银行应对措施——提高中资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由成本控制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等共同组合构成。与
外资银行相比，中国大部分银行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财务实力和透明度等方面仍存在
较大差距。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的风险管理体制、良好的银行业务体系和业务创新能力以及优
秀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提高中资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一）真正建立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对商业银行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对银行的控制形式，是一种产权约束制度，表现为决策机
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的总和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当前，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
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从银行业治理的实践来看，公司治理的组织框架实现了“形似”，而在公司治理
结构和内部机制方面的进展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银行治理的市场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还需要
一个从形式到实质的转变，而所有这一切又取决于银行改革的进展和市场化的进程。目前中国银行业
的改革还仅仅局限于财务上的表现，而银行业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 
（二）完善和强化风险控制体系 
风险控制能力代表着银行经营管理的水平，是其核心竞争力的突出表现。中国银行业需要按照建立良
好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借鉴现代银行管理经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科学的风险管理体系，其核
心内容是全面风险管理和全员风险管理。为适应新形势，还需要进一步深化风险管理理念，确立大风
险管理的战略定位。在风险管理架构方面，从单纯的信贷风险管理机构逐步过渡到全面的风险管理机
构。 
（三）培育和提升银行创新能力 
银行的市场地位取决于创新，创新能力是构成银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传统业
务模式难以改观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产品创新能力。外资银行凭借其在国外积累多年的丰富产品创新
经验与高质量、个性化的服务，将对国内银行现有的高端客户产生强烈的冲击。与外资银行金融创新
和金融工具多样化相比，中国银行业产品创新的能力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创新的成功取决于四大
要素，即人、资源、文化、管理。中国银行业能否用最好的人，留住最好的人，能否保持有效的科技
投入，能否形成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创新精神、开拓精神，能否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否与客户
和团队员工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直接影响着其创新能力。因此，将中国的银行打造成蓬勃向上、富
有生气、勇于进取、不断创新的银行，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四）深化人力资源管理改革 
人力资源是银行核心能力的载体，核心竞争力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资源的配置问题。人力资源
管理的改革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绩效进步、重在转变观念和转换机制、统筹安排与稳妥推进的原
则。要重视引进人才，优化和调整内部人才结构，加大培训开发力度，加快各类优秀人才培养步伐，
不断提高全员素质。实施人才战略，其目标是用人才吸引客户、留住客户，扩大忠诚客户群，建立银
行的竞争优势，使之成为最受客户欢迎、最能满足社会需要、与社会共同和谐发展的服务型金融队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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