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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及其决定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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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行效率理论对银行集中现象解释的局限性和同一竞争战略执行效果的差异性推动着竞争战略效率问题

逐渐走到商业银行竞争理论研究的前沿。本文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累积 logistic统计模型回归分析, 得出了资源、能

力和环境是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的三个决定要素的结论, 将通常被视为外部因素的环境要素内化在商业银行竞

争战略效率决定系统之中,并给出了描述其决定过程的逻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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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研究商业银行竞争的大多数文献中, 大部分

专家和学者都是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 认为商

业银行的竞争效果主要取决于其运行效率。在这方

面的研究中,国外专家学者的研究较早,成果也比较

多( Benston, 1972; P it t and Lee, 1981; Battese and

Coelli, 1988; Kumbhakar, 1990; Berger and

Humphrey, 1994; Battese and Coelli, 1995; Andrew

C Worthington, 1998;Herw ig Langohr, 2001) ;与之

相比较,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则稍晚一些(迟

国泰、朱战宇和徐王争, 1999;魏煜和王丽, 2000; 谭中

明和陶羽, 2002;吴晓勇和池宏, 2003;奚君羊和曾振

宇, 2003; 李希义和任若恩, 2004;程惠霞, 2004)。尽

管上述学者对商业银行运行效率问题研究的角度和

方法各有不同, 但其研究的主要结论却是大致相同

的,即大都认为在 MR= MC 条件下银行最低成本

点通常出现在资产规模达到 20 亿~ 100 亿美元之

间,银行规模超过这个运行效率边界银行就会出现

规模不经济,其运行效率就会下降,而运行效率的下

降将会直接导致银行竞争优势的下降。

事实果真如此吗? 据英国 银行家 杂志的统

计,在全球商业银行排名中,资产规模超过 100亿美

元的商业银行 1980 年仅为 82 家, 1985 年为 136

家, 1990年达到 278家, 1995年增加到 352家, 2000

年发展为 439家,到 2002 年, 这一数字更是突破了

483家,几乎占到了排名银行的一半。上述数据表

明,商业银行规模扩张偏好现象已经超越了运行效

率理论的解释范围,也就是说,探索竞争中商业银行

规模扩张偏好的动因应当另辟蹊径, 要在比运行效

率更大的范畴中去寻找。我们认为, 商业银行规模

扩张偏好的动力并非来自运行效率一个目标,而是

来自一组目标,这一组目标中除盈利能力等运行效

率目标外还包括利润规模、风险接受水平、产业竞争

地位和地区金融控制力等等目标, 而能够囊括这一

组目标的范畴以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更为合适。由于

竞争战略目标的集合属性,我们可以将竞争中商业

银行对规模边界不断突破的行为理解成商业银行在

追求竞争战略效率时为平衡实现竞争战略目标而做

出的运行效率牺牲。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国际银行服务市场

超竞争环境的形成和发展,竞争战略对商业银行的

竞争导向作用日益显著, 竞争战略在竞争中的重要

作用也日益为银行家们所广泛认同。因此,商业银

行在竞争中胜出的关键此时已不是有无竞争战略的

问题,而是以竞争战略体系的先进性和竞争战略执

行的有效性为核心内容的竞争战略效率的问题。

2 概念界定

在以竞争战略为导向的超竞争环境下, 商业银

行在市场竞争中的所有成败得失都直接影响着竞争

战略效率。那么, 什么是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呢?

我们认为,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就是指某一商业

银行在实施既定竞争战略的过程中有效竞争元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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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量占全部竞争元素投入量的百分比, 它是一种作

为竞争主体的商业银行的微观效率。所谓竞争元素

是指所有被竞争主体组织进市场竞争过程中的不可

再分的独立的因素,复杂性和具体性是竞争元素的

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 竞争元素并不都是能够

贡献于竞争战略目标的, 我们将能够贡献于竞争战

略目标的竞争元素称之为有效竞争元素, 将不能够

贡献于竞争战略目标的竞争元素称之为无效竞争元

素,因此, 在商业银行为实施竞争战略而投入的竞争

元素总量中,有效竞争元素的比例越大,竞争战略效

率就越高;反之,则竞争战略效率就越低。需要强调

的是, 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是与竞争和战略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 在竞争战略执行过程中竞争失去战

略或战略失去竞争都会导致竞争战略失去效率。在

现实中,竞争战略效率的提升可以使商业银行在原

有的规模效率已被耗尽时, 确定一个新的更大的规

模边界,从而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巩固并提升

其竞争地位。

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是商业银行竞争理论中

的一个崭新概念,与之相关的效率概念还包括商业

银行竞争效率和商业银行运行效率。作为刻画竞争

战略有效性的一个概念, 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既

不同于商业银行竞争效率, 也不同于商业银行运行

效率。竞争战略效率与竞争效率相比较, 区别主要

在于二者分属于微宏观两个领域; 同时,也分属于机

械效率和经济效率两个范畴。竞争战略效率和运行

效率相比较,区别主要在于二者对效率问题考察的

角度和范围不同 竞争战略效率考察的是竞争战

略执行效果的比较, 其角度是整体性的,范围是开放

性的; 而运行效率考察的则是经营管理目标实现效

果的比较,其角度是个体性的,范围是封闭性的。

3 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决定因素的提取

随着竞争战略逐渐成为指导商业银行竞争的核

心和灵魂, 竞争战略效率问题日益为银行家们所关

注。由于竞争元素的复杂性和具体性的特点, 我们

在研究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问题时, 有必要通过

调查和分析将其归纳为范畴更大的若干个竞争战略

效率的影响因素,并采用科学的方法从中提取出竞

争战略效率的决定因素。

3. 1 问卷调查的组织过程

为研究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的影响因素, 本

文采用 EMAIL 问卷调查的方式, 对英国 银行家

杂志 2002年度全球 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的前 500

家商业银行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从问卷设计、问

卷试填、问卷修改、问卷翻译到 EMAIL 的发出和回

收以及对部分样本银行的深度访谈前后共花费近 9

个月时间。调查问卷包括背景信息、观点调查、现状

调查和附加调查 4 部分, 共包含 38 个问题, 195个

选择项, 28 个填写项。本次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

500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68份, 剔除当年有并购

行为发生的 6家银行, 最终确定的样本银行数量是

62家,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12 4%。本次问卷调查活

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 1)调查对象涵盖了

全球主要的商业银行; ( 2)调查的内容极为广泛, 信

息量较大; ( 3)调查的角度较为独特, 反映了竞争战

略研究的前沿问题。值得一提的是, 在问卷调查的

基础上, 我们还对中国的样本银行和在国内设有分

支机构的 12家外国的样本银行进行了深度访谈,从

而进一步丰富了本次调查的信息, 保证了本次调查

的质量。

3. 2 问卷调查的样本特征

在 62 家样本商业银行中, 有美国银行 17 家

( 27 42%) , 日本银行 8家( 12 90%) ,中国银行 6家

( 9 68%) , 英国银行 5 家( 8 06%) , 法国银行 5 家

( 8 06% ) , 德国 3 家 ( 4 84% ) , 加拿 大 3 家

( 4 84%) , 荷兰银行 2 家( 3 23%) , 瑞士银行 2 家

( 3 23%) , 比利时 2 家 ( 3 23%) , 意大利 2 家

( 3 23%) , 澳大利亚 2 家 ( 3 23% ) , 爱尔兰 1 家

( 1 61% ) , 印度 1 家 ( 1 61% ) , 奥地 利 1 家

( 1 61% ) , 韩国 1 家 ( 1 61% ) , 新加 坡 1 家

( 1 61% )。在全部样本的 62家商业银行中,主要经

营指标分布如下: 资产总额指标最高的银行是 City-

group( USA) , 总资产为 10971 9亿美元, 最低的银

行是 Comeirica( USA) ,总资产为 232 68 亿美元,全

部样本的平均总资产额为 2613 08亿美元;一级资

本指标最高的银行是 Citygroup( USA ) , 达 590 12

亿美元, 最低的银行是 Erste Bank ( Austria) , 为

39 85亿美元, 全部样本的平均一级资本为 107 79

亿美元; 税前利润指标最高的银行是 Cityg roup

( USA) , 达 227 72 亿美元, 最低的银行是 Mizuho

Financial Group ( Japan) , 为- 188 28 亿美元, 全部

样本的平均税前利润为 12 71亿美元; ROA 指标最

高的银行是 U S Bancorp( U SA) , 达 2 84%, 最低

的银行是 Mizuho Financial Group ( Japan) , 为-

1 74% ,全部样本的平均 ROA 为 0 2%; ROE 指标

最高的银 行是 Washington Mutual ( U SA ) , 达

43 9% ,最低的银行是 Resona Group ( Japan)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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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6%,全部样本的平均 ROE为 9 2%。

3. 3 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收集的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影

响因素是一个庞大而繁杂的集合。我们使用欧氏距

离作为距离的测度, 使用Ward方法对问卷调查得

出的影响因素集合进行了聚类分析,聚类后的影响

因素被降维为资源、能力、环境、技术和形象 5 个因

素(见表 1)。

表 1 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影响因素问卷调查统计表

序号 影响因素 选择数量(家) 选择比重( % )

1 资源 62 100 00

2 能力 62 100 00

3 环境 56 90 32

4 技术 54 89 09

5 形象 48 77 42

从表 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样本商业银行对聚

类后的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影响因素具有较高的

认同率, 在上述 5 项指标中, 认同率最低值为

77 42%, 最高值达 100%。为从聚类生成的五个商

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影响因素中提取出其中起主要

作用的决定性因素,我们需要对这五个因素和商业

银行竞争战略效率的关系做一次多元回归分析。我

们仍然采用聚类分析(使用欧氏距离作为距离的测

度,使用 ward方法进行聚类)对所有样本银行的竞

争战略效率进行聚类。结果显示, 聚为效率显著、效

率一般和无效率三类较好。由于商业银行竞争战略

效率是三分类的,同时,因为这五个因素的代表数据

既有定量数据, 又有定性数据,因此,我们选择在经

济、管理和其它领域应用十分广泛的累积 log ist ic 回

归分析模型研究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决定因素的

导出问题。

3. 3. 1 累积 log ist ic回归分析模型

累积 log ist ic回归分析模型属于概率型回归模

型,主要用来分析二分类以上事件发生的概率与自

变量之间的关系。以三分类事件为例, 累积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的一般结构如下:

设 x 1, x 2, , xj 为一组自变量, y 为因变量,那

么:

ln(
p 1

p 2+ p 3
) = 01 +

k

j= 1
j x j

ln(
p 1+ p 2

p 3
) = 02 +

k

j= 1
j x j

式中, 01、 02 是常数项, j ( j = 1, 2, , k ) 是

与自变量 x j 有关的参数, 称为偏回归系数; p 1、p 2

和 p 3分别表示因变量 y 的三分类事件的概率,且 p 1

+ p 2+ p 3 = 1; ln(
p 1

p 2 + p 3
) 和 ln(

p 1+ p 2

p 3
) 为因变

量 y 的对数发生比OR ( odds rat io)。

当 j 为(+ ) 值时, x j 的增加使OR 增加,是支持

因素; 当 j 为(- ) 值时, x j 的增加使OR 减少, 是非

支持因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在比较自变量对因

变量相对贡献的大小时, 由于各自变量的取值单位

不同, 累积 log ist ic回归同多元线性回归一样, 也不

能用偏回归系数的大小作比较, 而必须用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来作比较,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的大小直接

反映了其相应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对贡献的大

小。

3. 3. 2 累积 logist ic回归分析模型中自变量和因变

量的设定

设 x 1、x 2、x 3、x 4和 x 5为累积 log ist ic回归模型

中的五个自变量, 并分别代表影响商业银行竞争战

略效率的资源、能力、技术、环境和形象五个因素, y

为模型中的因变量 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模

型中各自变量 x j 和因变量 y 的代表性数据定义如

下:

x 1(资源) = (资产总额 净利息边际值 资本

充足率)
1
3

x 2(能力) = (人均利润 ROE 良性资产比

率)
1
3

x 3(环境) = (GDP 货币乘数 人均可支配收

入)
1
3

x 4(技术) = {1, 2, 3}

其中, 1 = 工业七国的商业银行

2 = 其它发达国家商业银行

3 = 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银行

x 5(形象) = {1, 2, 3, 4} 其中,

1 = 一级资本在 200亿美元以上的商业银行

2 = 一级资本在 100 - 200亿美元的商业银行

3 = 一级资本在 10 - 100亿美元的商业银行

4 = 一级资本在 0 - 10亿美元的商业银行

y (竞争战略效率) = {1, 2, 3} 其中,

1= 效率显著, 即银行一级资本、资产总额和税

前盈利三项指标市场份额均上升

2= 效率一般,即银行的三项指标排名中有二项

指标市场份额上升

3= 无效率,即银行的三项指标市场份额中仅有

一项上升或全部均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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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累积 log ist ic回归分析模型中的数据整理

为达到导出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决定因素的

研究目的,本文按照累积 logist ic回归分析模型的要

求,对 2002年 the top 1000 world banks 中的 62 家

样本银行的各项数据进行了计算、汇总和整理。纳

入模型的所有 2002年的经济数据都已经按照 2001

年数据依据的汇率作了调整, 从而剔除了汇率变动

对数据可比性的影响。

为直观反映因变量与商业银行竞争地位的关

系,我们对 62家样本银行 2002年度较 2001年度竞

争地位变化的统计数据做了符合累积 logist ic 回归

模型要求的数据汇总,结果如下:

表 2 模型中因变量的数据整理结果

因变量
竞争 地 位

三项上升 二项上升 一项上升 三项下降
总样本数

y

1 14 14

2 28 28

3 12 8 20

总样本数 14 28 12 8 62

3. 3. 4 累积 log ist ic回归分析的结果与检验

对上述数据用累积 log ist ic回归模型进行配合,

利用 SPSS10 0 统计软件运算, 采用逐步筛选法选

取变量,分析和检验的结果如下表:

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

累积 logistic回归的计算结果

参数 估计值 标准值 Wald卡方 显著性概率

02 - 9 9340 1 1822 70 6096 < 0 0001

02 - 7 2655 0 9835 54 5768 < 0 0001

x 1 2 41 1 19 17 5320 0 0007

x 2 2 60 1 43 19 14 < 0 0001

x 3 2 29 1 32 15 56 0 0035

从计算结果来看,在所研究的五个因素中,入选

回归模型的因素有 x 1(资源)、x 2(能力) 和 x 3(环境)

三个因素,而其它两个未被选入。这表明,就本资料而

言 x 1(资源)、x 2(能力) 和 x 3 (环境)三个因素对竞争

战略效率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其它两个因素的影响

无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的

决定因素是资源、能力和环境三个因素。

回归方程的检验

原假设H0: 01= 02= 03= 0

回归方程检验结果

检验统计量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概率

似然比统计量 116 0466 3 < 0 0001

Wald统计量 65 4459 3 < 0 0001

检验指标如上表所示,检验结果均拒绝原假设,

这表明筛选出的 3个自变量的确对因变量 y 有影

响。

平行性检验

原假设 H0: 01= 02

平行性检验结果

卡方统计量 自由度 显著性概率

7 7953 3 0 0994

检验结果中, 卡方值为 7 7953, 对应的显著性

水平为 0 0994,统计性在 5%水平下不显著。这说

明,本研究项目使用累积 logist ic 回归模型是合适

的。

拟合优度评价

拟合优度

检验统计量 自由度 实际值 均方 显著性概率

偏差 26 25 7400 0 9900 0 4775

卡方 26 30 5099 1 1735 0 2470

从评价的结果来看, 无论是卡方值还是偏差值

都比较小,其显著性概率均超过 10%, 这说明拟合

的优度较高,资源、能力和环境三个因素对商业银行

竞争战略效率具有关键影响,是商业银行竞争战略

效率的决定因素。

4 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决定模型的构建

为更加全面和直观地揭示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

率的决定过程和生成机理,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前面

的统计分析结果进行整理和归纳构建一个模型, 对

决定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的资源、能力和环境三

个要素之间的复杂逻辑关系做出表达。为使商业银

行竞争战略效率决定模型的逻辑关系更加清晰, 我

们对模型构建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做出了界定,

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模型的逻辑表达形式。

4. 1 模型构建的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一: 金融全球化的成熟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金融

全球化已成为令世人瞩目的金融现象。金融全球化

的内涵大致包括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金融一

体化三个紧密相联的内容,三者从不同侧面反映了

金融全球化的成熟程度。

金融自由化是指一国国内金融管制的放松。从

具体内容上看,金融自由化主要是指国内金融业务

的自由开放,包括利率自由化、银行业务自由化和金

融市场自由化等等。金融国际化主要包括外资银行

在本地增设机构、拓宽营业范围、本国银行到外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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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分支机构、发展境外金融中心与外币拆放市场和

资本项目的放开等内容。金融一体化是指国内金融

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相互贯通, 并以国际金融中心

为依托,通过信息网络和金融网络形成全球统一的

不受时空限制的无国界的全球金融市场,同时,通过

全球跨国银行向综合银行的发展, 使得证券、外汇及

货币市场等也相互贯通。

进入 21世纪以来,一方面, 各国参与国际经济

合作、发展本国经济的内在要求日益强烈, 另一方

面,随着通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推行

封闭的金融政策的成本越来越高, 成效越来越小, 因

此,受这两个方面的推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已势不

可挡,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正趋于成熟。

前提条件二:商业银行超竞争态势的形成

竞争形势的速变性、竞争主体的互动性和竞争

内容的广泛性是 超竞争 ( hyper- compet ition)的

主要特点( Richard A D Aveni , 1994)。自 21世纪

以来,在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上,超竞争的所有特点都

已经迅速地呈现在了所有参与竞争的商业银行面

前,超竞争态势正在成为商业银行竞争形势的主流

特征和常态反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商业银行在竞争中开始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培养核心竞争优势。随着全球金融活动日益融为一

体,商业银行可以参与的市场范围极度扩大, 市场范

围的扩大必然带来分工的进一步深化, 而分工程度

的加深必然会使更多的商业银行通过业务外包策略

( outsourcing )将自身的资源集中于其核心竞争优势

方面。

( 2)商业银行更加注重通过战略联盟和兼并收

购等手段来缓解激烈的市场竞争。目前, 越来越多

的商业银行已经逐步地由对抗型竞争转向合作型竞

争,他们或者形成战略联盟,在某些经营活动上共享

资源,协同发展;或者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形成一体

化的组织, 通过产权纽带结成一种较为稳固的合作

关系,实现优势互补。

( 3)商业银行为适应竞争形势剧烈而快速的变

化,普遍建立起富有弹性的作业结构和组织结构。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和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

商业银行的竞争形势变得越来越动荡。在这样的形

势下, 没有哪一个银行能够建立起长期不变的竞争

优势。目前,活跃在全球竞争前沿的大多数商业银

行所大力推行的业务流程再造和扁平化组织构建就

是对这一竞争形势做出的积极的战略回应。

综上所述, 在金融全球化和超竞争这两个相关

联因素的共同作用和推动下,各国商业银行传统的

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竞争环境被彻底瓦解了,取而代

之的是以市场不稳定性和区域差异性为显著特征的

新环境。新环境的这两个特征使环境要素在一定程

度上成为一个与资源和能力要素一样具有可选择

性、可组合性和可配置性特征的内在竞争要素, 成为

一个重要的决定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的内生变

量。也就是说,在金融全球化和超竞争形势下, 商业

银行的资源、能力和环境三个要素之间的互补互促

既是保持竞争战略灵活性的内在要求, 也是提升竞

争战略效率的基础。因此, 我们认为,金融全球化和

超竞争是我们构建以环境因素的内化为特征的商业

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决定模型的两个最重要的前提条

件。

4. 2 模型构建的假设条件

假设条件一:商业银行竞争行为的竞争战略导

向

从商业银行竞争的历史来看, 商业银行竞争行

为的导向主要包括侧重资源整合的规模导向、侧重

资源- 能力整合的服务导向以及资源- 能力- 环境

全面整合的战略导向三种形式。

侧重资源整合的规模导向是处于低层次竞争阶

段的商业银行的竞争导向形式。在银行服务市场的

发育初期,商业银行竞争是在简单而有限的传统产

品中展开的, 营销的方式也趋于雷同。由于存款在

商业银行传统业务中的核心地位, 这一时期商业银

行的竞争导向通常是存款规模。

侧重资源- 能力整合的服务导向通常是处于中

间层次竞争阶段的商业银行的竞争导向形式。在银

行服务市场发育的中级阶段,由于客户在资源竞争

中的重大作用,同时由于能力因素在客户竞争中的

关键影响,在这一阶段,商业银行在大致相同的竞争

环境下, 更加重视通过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建立起自

己的竞争优势。

资源- 能力- 环境全面整合的竞争战略导向是

与目前超竞争的市场形势相适应的商业银行竞争高

级阶段的竞争导向形式。在市场体系完全开放的形

势下,商业银行资源和能力的全球动态调配开始在

竞争优势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在超

竞争环境中,环境的区域差别性不断增强,商业银行

进入和退出更为简单自由和灵活多样, 商业银行竞

争中环境要素的可选择性和可组合性日益增强, 这

使得环境要素也和资源和能力要素一起成为商业银

行竞争战略效率决定系统中的内在决定要素。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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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商业银行竞争中,能够将资源、能力和环境三个

因素统筹起来的竞争战略逐渐成为商业银行竞争的

导向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全球商业银行竞争发

育的不一致,上述三种竞争导向形式尚都具有一定

的生存空间和实践意义, 但竞争战略导向的主流趋

势已无可非议。因此, 为使我们构建的商业银行竞

争战略效率决定模型更加符合当前的商业银行竞争

实际及发展趋势,我们抽象掉其它两种导向形式, 将

商业银行竞争行为的竞争战略导向作为我们构建模

型的一个假设条件。

假设条件二: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完全市场化

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完全市场化是指商业银行

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完全是按照市场化惯例安排的,

商业银行的建立、拆分和退出完全是按照市场化程

序运作的,商业银行对资源与能力的获得、积累、消

耗和运用完全是按照市场化规则开展的, 商业银行

对环境的认识、预测和组合完全是按照市场化途径

进行的,等等。当然, 我们这里所说的完全市场化,

并不是说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丝毫不受政府的行政

干预。事实上, 由于商业银行不完全竞争的特殊行

业属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它往往会受

到政府较多的关注, 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

作总是和行政干预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各国的商业

银行在竞争中都会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 区别只在

于干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综上所述, 尽管在目前的商业银行竞争中,参与

竞争的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并不都是完全市场化

的,但完全市场化却是商业银行运行的本质属性和

要求。正因为如此,我们抽象掉商业银行实际运行

中的非市场化成分,将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完全市

场化作为我们构建模型的另一个假设条件。

4. 3 模型的逻辑表达

4. 3. 1 模型结构形式的给出

在金融全球化趋势和商业银行超竞争态势较为

成熟的前提条件下,如果我们将竞争战略导向下的

市场竞争和完全市场化的运行机制作为商业银行竞

争的完全约束的假设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把

对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问题的研究纳入了一个动

态的完全开放性的大的系统之中,这个决定着商业

银行竞争战略效率的系统的组成 正像我们上面

分析的一样 主要包括资源、能力和环境三个既

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子系统。

基于上面的逻辑分析和理论结论, 为使我们对

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决定问题的研究更加形象和

直观,我们给出了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决定的逻

辑模型(见图 1)

图 1 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决定模型

4. 3. 2 模型构成要素的说明

如模型的逻辑表达图所示, 模型中的构成要素

包括竞争战略效率、战略竞争优势、竞争战略目标以

及资源、能力和环境共六项。为方便对模型的认识

和理解,我们就这六项要素做出如下简要说明。

竞争战略效率。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在模型

中处于最高层次,是模型的实现目标。模型中的其

它所有构成要素实际上都是围绕改善和提高竞争战

略效率这一最终目标而运行的, 竞争战略效率既是

模型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模型研究的归宿。

战略竞争优势。相对于模型中的其它构成要素

来说,战略竞争优势要素是实现和提升竞争战略效

率的直接的原因和动力。值得一提的是, 战略竞争

优势不同于战略管理理论中通常所说的竞争优势或

持续竞争优势。战略竞争优势是追随竞争战略的竞

争优势,这一竞争优势的持续时间、发展方向和作用

性质都是基于竞争战略的,而持续竞争优势概念的

提出只是针对竞争中竞争优势的持续时间而言的,

并没有表明竞争优势的方向和性质, 它揭示的只是

对市场竞争结果的一个事后反应。相比较而言, 战

略竞争优势的概念对竞争优势或持续竞争优势内涵

的揭示则更为理性和完整。

竞争战略目标。竞争战略目标是竞争战略的核

心,也是模型的 心脏 。商业银行所有的战略行为

都是为竞争战略目标服务并受其支配的, 特别是模

型中的资源、能力和环境要素,更是一刻也离不开对

竞争战略目标的关注。竞争战略目标和战略竞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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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两个模型构成要素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 竞争战

略目标是战略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向,战略竞争优势

是竞争战略目标的现实反应。在模型中, 竞争战略

目标通过引导战略竞争优势的形成对竞争战略效率

产生重要影响。

资源、能力和环境。在模型中, 资源、能力和环

境三个要素组成了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们是商业银

行确立战略竞争优势的基础, 是竞争战略目标的直

接作用对象,是决定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的根本

原因, 也是模型构造的重要基石。尽管三个要素在

模型中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但能力要素在三

者之间明显处于核心地位, 它对其它两个要素具有

支配作用, 当然它也会受到其它两个要素的影响。

总之,正如我们上面分析的那样, 资源、能力和环境

要素都是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决定系统的内生变

量,资源、能力和环境三个要素的调整、配置和改进

的水平决定着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执行的效率高低。

5 结论

综上所述, 本文的基本结论有以下三点: ( 1)从

商业银行竞争战略的角度来看, 环境不再是一个外

部性因素, 而是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决定系统中

与资源要素和能力要素一样活跃和同等重要的一个

内部构成要素。( 2)资源、能力和环境三个要素的匹

配程度是决定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的关键,同时,

它也决定着模型的运行质量。( 3)竞争优势和竞争

战略都是变化的,但无论怎样变化,竞争战略始终是

高于竞争优势的,只有优势追随战略,即不断地扬弃

偏离竞争战略的竞争优势, 不断地巩固与竞争战略

一致的竞争优势,才能形成战略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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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mpeti tive Strategy Efficiency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the Modeling of Its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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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calizat ion of the expository to bank convergence w ith the function eff iciency theory and the dif-

ference of the same compet it ive strategy enforce drive the problem of compet itive st rategy eff iciency to the f ront-

line of study on the theory of commercial bank compet it ion T he paper educes the important conclusion that the

decided factors of competit ive st rategy eff iciency of commercial banks are the three factors of resource, compe-

tence and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quest ionnaire invest ig at ion data and their mult-i logist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 we merge environment factor usually regarded as outside one into the determ inat ive system

of competit ive st rategy ef ficiency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present the log ic model describing its determ inat ion

course

Key words: commercial banks; st rategy enforce; compet it ive st rategy ef ficiency; log 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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