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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内外有关银行业经济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3大指标(经营效率指标、成本费用指标、信用风险 

指标)，对我国4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1O大综合性商业银行规模经济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合理 

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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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概述 

在金 融全球化 的大趋 势下 ，出现 了国际 

银行业 并购浪潮 ，尤 其是 国际大银行 并购事 

件屡屡发生，例如：1996年东京银行与三菱 

银行合并；1997年瑞士银行与瑞士联合银行 

合并 ：1998年花旗银行 与旅行者集 团合并 

等。中国于 2001年 12月 l1日成为世界贸 

易组织(WTO)正式成员 ，并正式开始兑现人 

世承诺。按要求我国要逐步放松对外资银行 

的管制 ，国有银行将面临外资银行的强大压 

力。然而，我国国有独资银行数量少(仅为4 

家)，处于高垄断地位，且由于长期依靠国家 

信用经营发展，产权结构单一 ，所有者虚位 

问题使 得经 营者 缺 乏 内在 发展 动 力 和外 在 

压力，管理效率低和经济效益差 ，难以应付 

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 

目前，国际上有关专家和学者对银行业 

规模经济的争鸣十分激烈。其中主张商业银 

行规模扩张与并购的理论有赫伯特 ·格鲁贝 

尔的市场势力理论(Market Power)、罗纳德·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 、效率 理论(Efficiency 

Explanation)、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技术成本 

说等；而反对银行规模扩张与并购 ，主张商 

业银行战略收缩观点的主要有 ：垄断说 、社 

会成本说、道德风险说等。国内以邱兆祥为 

代表的学者 ，主张“商业银行的经营规模要 

适度”；而有些学者认为，4大国有商业银行 

应 进行战略 收缩 ，例如 西北 大学 的赵 育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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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学者认为 ，对我 国银行业应鼓励兼 

并联合 ，以提高民族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 

如山东大学的于良春、鞠源等。 

因此 ，对我国银行业规模进行实证研 

究 ，无论在 金融理论上 ，还是在银行业 的改革 

实践中，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国内外有关 

银行业规模经济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美 

国银行业规模经济的实证分析，通过3大指标 

(经营效率指标 、成本费用指标 、信用风险指 

标)，对我国4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1O大综 

合性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问题进行了实证分 

析，弥补了国内理论界对这一问题实证研究 

方面的不足 ，并提 出了 

合理建议。 

l 美 国 银 行 业 规 

模经济的实证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 

格勒提 出生存技术法 。 

对美国8年中不同规模 

银行的规模经济进行了 

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8 

年中，小银行的产出占 

商业银行总资产 的比重 

持续下降，且幅度较大， 

由这 一 方 法 的 基 本 假 

设，即“不同规模厂商的 

竞争会筛选出效率高的 

企业”，说明这一规模很 

不经济 ；中等银行的产出比重基本上保持不 

变，说明此范围内的银行无明显的规模经济 

或不经济 ；大银行的产出比重持续上升，幅度 

很大，说明这是规模经济的范围。不同规模银 

行的主要业绩指标(见表1)。 

2 我国银行业规模经济的实证分析 

2．1 我国银行业 的研 究现状 

我国对银行业规模经济的研究还处于 

起步阶段，大多数专家和学者只是采用定性 

分析的方法 ，虽然收集了一些数据资料来说 

明问题，但这些数据资料大多具有不完整性 

表 1 美国银 行业不 同规模 的主要业绩 指标 

(1993—1998年美 国所 有投保银行 ) 



和非连续性。对我 国银行业规模经济的衡 

量 ，不 能仅 仅 以资 产 收益 率 (ROA)、股权 收 

益率(ROE)等指标为依据 ，简单地认为我国 

银行业不具有规模经济，而必须考虑以下几 

个深层次的因素： 

(1)我国银行业的机构设置及区域分布 

对其规模经济的不利影响。如邱兆祥所述 ， 

一 个经济实体必须达到一定经营规模，才能 

取得规模经济效应，这里以银行业的市场份 

额 、市场集中度两个指标来度量。然而，银行 

业的规模经济 ，还与其机构设置及区域分布 

十分相关。一方面，4大国有商业银行按照 

面，而不是按照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 ；这 

种机构设置制度，不利于银行分支机构在纵 

向上进行整合 ，以适应各经济区域的发展要 

求 ，并取 得资源 的优化配置效 应 ，同时 ，也使 

银行业过多地受到地方行政干预，不利于银 

行业的发展 ；尤其是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十分明显，在银行业的区域分布上得 

不到重要体现。另一方面，4大国有银行和其 

它新兴商业银行自成体系，而且我国尚未建 

立完善的银行业市场退出机制 ，因此银行业 

的横 向兼并 没有可行性 ，不利于银 行资源 的 

优化配置。为了对我国银行业的机构设置及 

区域分布与规模经济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 

究，笔者根据《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的数据，整理出各经济区域(按 中国人民银 

行 9大分行的管辖区域 )的人均存贷款机 

构、平均存贷款 、国内总产值 、银行资产总额 

和各种存款性金融机构比重等指标数值，试 

图说明：我国银行业机构设置制度及区域分 

布的不合理状况，严重影响了银行业的规模 

经济效益 。 

(2)我 国银行 的业务 结构 。各种经 济实 

体的业务种类及其收益，对整个经济实体乃 

至整个行业的经济效益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根据《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的 

数据资料 ，计算出主要银行各种业务的比重 

及其 平均 收益 ，来说 明 ：我 国 的银行 业务 种 

类有待进一步创新。 

(3)产权制度对银行业经济效益 的影 响。 

我国银行业产权不明晰，政银不分，带来了诸 

如道德风险、逆向选择、资源错配等问题。这 

里 ，根据博奕论、西方经济学等有关理论来分 

析产权制度对银行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4)我国银行业的人才结构 ，包括年龄 

结构、文化结构等。目前，各行各业的人才需 

求竞争十分激烈，体现在 

经营管理人 才的年轻化 

和对 高层 次 、高学历 人才 

的需求 。通过对我 国主要 

商业银行 的人 才结构进 

行 比较 分 析 ，得 出 ：我 国 

银行业 不合理 的人才结 

构对银行业 的规模经 济 

产 生了一定影响 。 

2．2 我 国银 行 业 规 模 经 

济的实证分析 

(1)经 营效 率 指标 分 

析 。 主 要 通 过 资 产利 润 

率 、收入利 润率、人均创 

利率 、人均存款率和机构 

存 款率等指标来分析各 

银 行 的 获 利 能 力 和经 营 

效率。 

表 2 中国银行业资产利润率、收入利润率比较 单位：％ 

资料来源：(eo国金融年鉴)1996年、1997年、1998年 

先看表 2。我国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一般 

都很低，平均在 3％以下。4大国有独资商业 

银行的资产利润率近年来平均值为 0．26％； 

1O家新兴综合性商业银行则表现较好，平均 

为 1．7％，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 6．5倍 ，且 

呈稳中有升趋势。其中深圳发展银行和招商 

银行则分别达到 2．90％和 2．52％，接近世界 

最佳银行的资产利润率水平 ；收入利润率是 

净收入 与营业收入 之 比，是衡量 银行 获利 能 

力的重要指标。从表 2中看，4大国有银行收 

入利润率仅为 3．41％，新兴综合性商业银行 

为 22．57％，是前者的6．6倍。 

因此，从资产利润率和收入利润率两个 

指标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远低 

于新兴综合性商业银行 、地方性商业银行和 

外资银行，这与其在中国银行业的规模和地 

位极不相符。同时说明，银行的规模与其资 

产利润率关系不大 ，但就此断定国有银行经 

营能力低下则为时过早。由于产权不明晰等 

体制性因素，国有银行有沉重的历史包袱 

(不良资产巨大)和繁多的社会责任(需承担 

政策性银行业务)，经营决策和利润的实现 

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由自己控制。在这种情况 

下，仅用资产利润率来反映银行效率会产生 

较大的扭曲现象 ，还需结合人均指标等项的 

选择进一步分析 ，见表 3。 

表3 1996—1998年银行业其它经营效率指标与成本费用指标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全t年鉴>中的敦据整理计算得出 

20103·6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l2 



 

由人均创利率可知，其它综合性商业银 

行平均为国有银行的 31倍 。而综合性商业 

银行的人均存款是国有商业银行的 3．25倍 ， 

前者的机构平均存款率则是后者的 ll倍。 

概括地说 ，目前的中国银行业中，经营效率 

与规模的大小无关。 

(2)成本费用指标分析。从存款费用、贷 

款费用和资产费用 3项指标来看，中国银行 

业没有明显的效率差别 ，4大国有商业银行 

并没有 因为存在规模优势而使成本费用显 

著降低 。相反，光大银行 、华夏银行等尽管从 

存贷款或资产规模而言，无法与 4大银行相 

提并论，却在控制成本方面成效突出。 

此外 ，就人均费用指标看 ，国有商业银 

行则明显低于综合性商业银行，后者是前者 

的2．2倍。这表明：股份制银行可以用优厚的 

工资、福利、待遇来吸引优秀的管理人才和 

高素质职员，从而产生高效的经营管理；而 

国有商业银行现有庞大的职工队伍和繁多 

的管理层次与机构，产生了巨大的工资福利 

成本压力，因此只能以较低 的平均待遇平衡 

各 方利益 ，它必 然带来较低 的激 励强度 和优 

秀人才 的流失 。 

(3)信用风险指标分析。信用风险指标 

反映了信贷资产质量方面的问题。据中国人 

民银行行 长戴相龙 估计 ，1996年-1998年 国 

有商业银行的不 良贷款占总贷款的24％，而 

真正意义上 的坏帐约 占贷款总额 的 5％～ 

6％。新兴综合性商业银行的不 良资产 比例 

约为 2．36％。由此可见 ，新兴商业银行 由于 

经营良好，没有体制原因造成的历史包袱， 

因而不良资产比例较低 ，资产状况较好，较 

之 国有银 行具有 明显 的优 势。 

通过上述三类指标的对比分析 ，可以得 

出对 目前中国银行经济绩效和竞争态势的 3 

点认 识 ： 

第一 ，中国银行业放松管制的改革使得 

新兴银行得以进入。通过对各类银行的经济 

绩效进行有效对比，暴露了国有独资银行的 

弊端和效率低下。 

第二，4大国有银行尽管在国内银行业 

居于垄断地位，但其获和J能力和经营绩效则 

明显低于 10大综合性商业银行 ，从规模经 

济上看，后者不能和前者相比，但后者具有 

较强的盈利能力，经营效率远高于 4大国有 

银行 ；外资银行虽然就规模而言，尚无法与 

其它类银行相比，但其良好的财务状况、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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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力和发展前景无疑是 中国银行业潜在 

的巨大威 胁 。 

第三，认真比较各类银行，包括外资银 

行的具体经营指标 ，可以发现 ：除个别总量 

指标外，银行的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基本与 

规模无关 ，这给中小银行的成立与有效发展 

提供 了有力 证据。 

3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首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存在规模经 

济，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性因素。因此，必须做 

到：①进行产权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造和银 

行上市，吸纳新的资本，并且可以促进国有 

银行的商业化进程 ，提高其经营效率 ；②对 

其组织机构和业务进行整合，以改变分支机 

构与行政区划对应而受到过多的行政干预， 

创新金融业务 品种，提高经济效益；( 完善 

内部经营机制和内控制度，以提高经营管理 

水平 ；( 积极拓展银行海外业务 ，推动我国 

跨国银行的发展，在“国际竞争国内化”的基 

础上，实现“国内竞争国际化”。有人认为，4 

大 国有银行规模过大、经济效益差 ，因而对 

其进行分拆。笔者持反对观点。 

其次，对于股份制银行 、城市合作银行 ， 

鼓励兼并重组和业务创新，以达到规模经 

济 。例 如 。1998 

年 12月 l1日。中 

国投 资银 行 并 

入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1999年 3月 

18日。由光 大银 

行 整体 收 购原 

投 行 的债 权债 

务 及 同城 营业 

网点。兼并重组 

对 银 行 业 突 破 

限制 、持续增长 

的意义在于：① 

兼 并 重 组 引 导 

银 行 业经 营 资 

源优化配置；② 

兼 并 重组 带 动 

银 行 业 不 良资 

产处理；③兼并 

重 组 推 进 银 行 

业市场化进程 ； 

④兼并重组维护银行业以至金融体系稳健 

运行 。 

再次，扩容和完善资本市场 ，通过银证 

合作、银行人市等方式 ，改善银行资产与资 

本结构，提高其经济效益 ；同时，积极推进利 

率市场化，改善银行经营的宏观经济环境。 

最后，完善中央银行监管和存款保险体 

系，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放松分业经营 

管制，提高行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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