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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规模经济与集约经管共条的卖证研究

王建平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 221008)

摘 要：文章利用成本结构分析模型，从不同层面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问题进

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在支行层面存在着显著的规模经济性，但在整

体层面规模经济性并不显著。 文章利用微观经济学理论，系统分析了这一差异存在的原

因，即商业银行机构发展中的粗放式扩张，进而提出了通过集约化的机构发展战略，提高

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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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增加员工、扩充网点扩大业务规模

而发生的平均经营成本的下降或是平均收益的上升。 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性

是指特定的商业银行在某一时期内规模的变化率与成本的变化率的比值，反

映了商业银行投入与产出的效率。 通常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曲线呈平滑的凹

形，并存在着一个最小经济规模点(MES)，在此规模以下，商业银行规模的扩

张所需的成本较少；随着规模的扩张，规模经济曲线进入一个相对平滑的区

域，即规模经济区间；规模进一步扩张，规模经济曲线可能产生上翘，即规模的

扩张，需要消耗更多的成本，将产生规模不经济，这一拐点就是通常所说的规

模经济边界。

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研究的核心在于确定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状态：如果

商业银行的规模处于最小经济规模以下，其经营成本较高，达不到基本的盈亏

平衡点；而如果商业银行规模大于规模经济的边界，由于管理效率降低等因素

的影响，将导致规模不经济；商业银行的规模应保持在规模经济区间内，才能

够有效地降低成本，获得比较竞争优势。 因此，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研究，有

助于商业银行根据其所处的规模状态，确定相应的发展战略；有助于监管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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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高效的市场结构，提高商业银行整体的经营效益 。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对商业银行规模经济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

文献陆续增多，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方法确定银行规模边界。 早期的研究表
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银行的规模经济边界仅在60�100亿美元(Bau
mo!, Panzar, Willing; 1982)，对欧洲银行的研究结果也与之相近。 但是，近20

年来，世界各国银行业的组织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美国银行由单一银

行体制转为总分行制），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也使得各国银行突破了原有的经
营地域的限制，这些限制的放宽和取消，放开了人为设定的商业银行规模经济
的政策边界，促使商业银行的内在扩张性得以释放，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银行业
兼并浪潮不断涌现，极大地推动了商业银行规模的迅速扩张。 反映在国外近

几年的研究中，普遍认为国外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性边界急剧扩大，甚至银行业

的“ 巨无霸'——资产规模已超过1. 5万亿美元的花旗银行，仍在通过大规模
的兼并重组，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实现了经营效益的快速提高，表现出良
好的规模经济性(Maudos, 1998;Berger,1995)。

自20世纪末期，国内也开始进行商业银行规模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 。 但

是，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国内商业银行只在中
等规模水平上存在着有限的规模经济，大银行，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了显

> 著的规模不经济（张健华，2003；刘宗华，2003；张清、陈宏民，2003)。
近20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商业银行也经历了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银行业也取得了
令世人瞩目的业绩。 在银行业基本完成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我国银行业已经

开始面对外资银行的全面竞争，在此背景下，我国银行与国外银行间规模经济
性的差异间题，就显得尤为引人关注。

为系统分析这一问题，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商业银行支行层面的实证分
析着手，分析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存在原因，进而分析商业银行整体规模经济
性的存在形态，通过商业银行整体和分支机构两个层面的对比，探索我国商业

银行规模经济边界远低于国外银行业的内在原因，从而为商业银行构建高效

率的运行机制提供决策依据。

二、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微观经济学按照企业成本与产量的关系，将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
本两大类：固定成本(FC)是指厂商在当期内必须支付的固定生产要素的费

用这种成本不随产量的变动而变动。 可变成本(VC)是指厂商在生产周期内

支付的可变生产要素的费用，它随着产晕的变动而变动 。
企业总成本(TC)等于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之和：

TC=FC+v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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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固定成本的存在，企业的产量 单位成本曲线通常为凹形。

一般来说，固定成本较高的行业通常具有规模经济性。 因为较高的固定

成本需要一定的产出数量来分摊，考虑到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企业形成固定成

本的投资通常超过日常需求，对这些固定要素的使用只增加较少的成本，从而

导致平均成本的不断下降，形成规模经济。

从商业银行实际经营情况看，银行业作为一个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行业，由

于客户要求服务的时间分布不均衡，促使商业银行的资产和人员配置通常有

较大的冗余度。 同时银行的先期投资又较大，剩余生产能力较多，而且新银行

的规模发展有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如客户资源关系的建立和风险控制能力

的提高等，都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积累过程，因此，从理论上分析，银行业在规

模发展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规模成本递减规律。

1. 商业银行支行层面的成本结构分析

本文使用的商业银行支行（长期）成本函数为：

TC=FC+AVCXQ (2) 

其中，TC为支行总成本，FC为支行固定成本，AVC为支行平均可变成

本，Q为支行总资产。

由于商业银行的成本分类难以清晰界定，比如为落实岗位分工制约机制，

所需的银行员工的基本数量通常采取定编定岗的方法确定，应当归属固定成

本，但在实际操作中随业务量增加的人手则往往归属于可变成本。 因此，在银

行业的人员工资、福利等人力资源成本中，既有固定成本，也有变动成本，难以

采用因素分析等方法加以准确界定。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拟采用回归分析的

方法建立成本函数，从而根据函数结构确定商业银行的成本结构，进而分析其

规模经济存在的原因。

2. 商业银行整体层面的成本弹性分析

为分析商业银行整体上的规模经济性，本文将我国商业银行的投入和产

出模型构建为：

Q=F(C) (3)

其中，C为商业银行的总成本，Q为资产总额。

由于各银行间固定资产的来源方式差异较大，比如有的以购置自用为主，

有的租赁比重较大，为便于比较，本文采取了将固定资产投入费用化的折算方

法见故在总成本 C中，包含了商业银行的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

根据微观经济理论，商业银行的成本弹性为总成本的变化率与资产规模

的变化率之比，也就是边际成本(MC)与平均成本(AC)之比：

P= 
b,.C/C b,.C/ b,.Q MC 
AQ/Q 

＝ 

C/Q 
—

AC 
(4) 

根据规模经济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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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P<l时，即边际成本小千平均成本，存在规模经济；

当P=l时，规模成本不变；
当P>l时，规模不经济。
3.商业银行整体与商业银行支行间成本关系

由千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实行的是“ 三级管理，一 级经营＂ 的管理体制，因

此，商业银行整体与其所辖分支机构之间的成本结构关系可表示为：
1= n J= m 

TC＝总行成本十 �c+�cj
,= I j=l 

(5) 

其中，TC为商业银行总成本，C为I支行的成本，G为J分行的成本。
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各项业务收入，尤其是贷款利息收入，集中在支行

层面，而大额成本开支则集中在总分行层面。一般来说，支行是利润中心，总分

行是成本中心。总分行的成本主要集中在管理性成本和计算机系统开发、结算
网络建设、广告宣传投入等方面。以计算机网络为例，出于业务发展和系统稳
定的考虑，各银行的计算机网络 都留有较大的冗余度，业务量的增减对其成本
支出的增减变化 影响不大，在一定时期内可视为固定成本。与之 相类似，总分

行的管理成本大都可归属于固定成本。而与业务量关系较密切的成本开支集

中在支行层面，因此，变动成本主要体现在支行等直接经办业务的部门。
故可将(5)式简化为：

l= k ,=n 

TC= �FC1 + �AVCi X Qi (6) 
l= l 

其中，FC1为各级机构总的固定成本，AVC， 为I支行平均变动成本系数，

Q，为i支行资产总额。
1=n 

ATC= AFC+ f AVC X � X 100% (7) 
I=I Q 

其中，ATC为商业银行平均成本，AFC为平均固定成本。
根据(7) 式，影响商业银行平均成本（也可称之为单位成本）的因素主要

有两项：

(1)平均固定成本 AFC。 由千我国各商业银行的技术装备、网点建设等

设施标准基本相似，因此，平均固定成本差异不大，且相对稳定；

(2)平均变动成本 AVC， 系数。根据前节分析，由于商业银行支行的长

期成本曲线呈向下的凹形，故商业银行支行的平均变动成本系数呈递减规律，

即支行平均规模越小，所对应的平均变动成本系数就越高，商业银行整体的平

均成本也就相应增加；反之，支行平均规模越大，所对应的平均变动成本系数

就越小，商业银行整体的平均成本也就较低。

根据(7)式，可以将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层次性解释为：影响商业银行平

均成本的主要因素是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集约经营程度，即商业银行分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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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规模分布决定了商业银行总体的规模经济性。 也就是说，如果商业银行

的分支机构是集约经营的，其整体的规模经济性就得以显现；否则，部分支行

的规模不经济会对总、分行的规模经济性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的以下部分，将

对这一理论分析结果进行实证研究。

三、商业银行支行层面存在着显著的规模经济性

本节拟证实的实证假设是：我国商业银行支行层面存在着显著的规模经

济性，且经济规模区间远大于现有实际规模。

由于支行是商业银行的基本核算单位，同时，支行层面较少受到银行整体

上的非效率和体制性成本的影响，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规模经济的内在规律。

本实证研究中，选取了 3 家国有银行和 4 家股份制银行上海地区的部分支行

网点作为分析对象，本文采用的实证数据来源于上述银行 2003 年的财务报

告。 由于选取的样本中，相同银行不同支行的经营区域、管理体制、客户对象、

财务制度等影响成本开支的因索基本一致，可以将其截面数据分别作为相应

银行一个支行的长期数据来看待。

以股份制银行 A 在上海地区的全部 28 家支行为例，经过对数据的线性、

对数、倒数曲线等多次回归，其总成本与资产规模间线性回归的拟合度最好。

回归函数如下：

股份制银行A的成本函数为：

TC=259. 6+17. 84XQ 

其中，TC 的单位为万元，Q的单位为亿元。

函数回归关系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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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股份制银行A的支行成本结构分布图

线性回归的相关系数为 o. 89，判定系数为 35. 5，线性拟合度较好。 F 统

计量为 100. 56，远大千 F 临界值 3. 94，说明支行的总成本与资产规模间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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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系十分显著。 通过回归系数检验，成本和规模的t值分别为7. 15 和10,

均大于t 的临界值（按自由度27，显著性水平0 .05)2.05，资产规模对总成本

的影响十分显著，即规模经济性十分显著 。

从成本函数的构成上看，某股份制银行上海地区支行的成本结构为：固定

成本为259.6万元／年，变动成本系数为17.84。

如果将相同银行不同支行的成本曲线作为一个支行在不同规模阶段的短

期成本曲线，其切线 则构成了该银行所辖支行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其函数形

式为：

AC 259. 6 
+17. 84

其中，AC为平均成本。

股份制商业银行A的支行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散点图参见图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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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股份制银行A的支行长期平均成本散点图

由图2可见，股份制银行A的支行平均成本曲线 为向下的凹形，在100

亿元资产规模的范围内，表现出显著 的规模经济性，规模经济 边界 在100亿元

以上。

从支行层面上看，我国各商业银行的技术水平、网点设施、产品结构等差

异不大，对其他银行的成本结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如国有银行A

上海地区支行的成本函数为：

TC=1 87. 4+34. 52XQ (10) 

由 (8)式和(10)式对比可见，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网点形 成时间较早，同

时，网络建设、广告宣传等成本开支由 较多的网点 分摊，故网点 平均固定成本

低于股份制银行；而国有银行的人员负担较重，管理部门冗杂，变动成本则远

高于股份制银行。 但两类银行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均为向下的凹型，规模经济

的边界均在100亿元以上（参见图3)，这与上海地区国有银行支行平均5亿

元左右、股份制银行支行平均20亿元左右的实际规模相比，仍有较大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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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验证商业银行支行层面的规模经济性问题，本文利用 2003 年上海

地区部分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经营成本和资产规模的数据，对支行层面

的规模经济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参见表 1) 。

表1 上海地区部分商业银行支行的规模成本函数(2003) 单位：亿元

行别
回归样

回归函数
资产规 相关 F检验

线性
t检验

规模
本数量 模区间 系数 关系 经济性

国有银行A 46 TC=l87. 4+34. 52 Q 5 300 o. 84 通过 显著 通过 显著

国有银行B 55 TC=l92. 2+32. 43 Q 4 120 0.91 通过 显著 通过 显著

国有银行C 32 TC= 203. 1 + 29. 26 Q 4 145 0. 77 通过 显著 通过 显著

股份银行A 28 TC=259. 6+17. 84 Q 3 100 0. 89 通过 显著 通过 显著

股份银行B 22 TC=279. 3+15. 26 Q 670 0.82 通过 显著 通过 显著

股份银行C 16 TC=234. 2+18. 66 Q 560 0. 74 通过 显著 通过 显著

股份银行D 15 TC=301. 8+27. 21Q 435 0.88 通过 显著 通过 显著

数据来源：《上海金融年鉴》(2003)，人民银行内部统计资料。

由表l可见，虽然从成本函数的构成上看，银行间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系

数差异较大。 但我国商业银行支行层面总成本与资产规模间线性拟合度普遍

较好，均通过了回归系数检验，资产规模对总成本的影响十分显著，即规模经

济性十分显著。 从资产规模区间上看，经济规模区间均远大于现有支行的实

际规模，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的支行层面具有较大的规模经济发展空间。

四、商业银行整体上的规模经济性不显著

本文根据(4)式计算了 1996�2003 年间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系数

P 值，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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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系数 P 值 (1997-2003)

年度 银行业 国有 工商 衣业 中国 建设 股份制 交通

1997 1. 01 1. 17 1. 26 1. 22 1. 23 0. 98 0. 93 0. 99
1998 1. 01 1. 17 1. 08 1. 56 0.92 1. 09 0.86 1. 00
1999 1. 07 1. 14 1. 25 1. 14 1. 14 1. 03 0.81 o. 79
2000 1.00 1. 15 1. 28 1. 19 1. 05 1. 09 0.97 1. 07
2001 0.96 0.94 0.97 0.96 0.94 1. 09 0.82 1. 10
2002 0.94 o. 95 0.86 0. 92 0. 93 0.89 0.83 0. 63
2003 o. 94 0.99 0. 94 0.93 0.83 0.84 0.99 0. 93
年度 中信 光大 民生 华夏 浦发 广东发展 兴业 深圳发展

1997 0. 70 0.97 1. 05 0.86 0. 91 0. 93 0. 98 o. 95
1998 0. 70 0. 71 0. 94 0. 70 0. 95 0. 72 0. 68 0.94
1999 0.66 0.81 1.00 0.89 0. 86 0. 91 0.94 o. 97
2000 0.94 0.97 0. 78 1. 01 0. 96 1. 16 0.88 1. 02
2001 0.99 0.92 0.69 0. 91 0. 67 0. 74 0. 76 0. 85
2002 0. 74 0.73 0. 99 0. 86 0.95 1. 21 1. 03 0. 85
2003 0.91 1. 13 1. 06 0.96 0.96 0. 99 1. 09 1. 17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6~2004 、 2001~2003 年各银行年报。

根据表2，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性表现出如下特征：

招商

0. 69
0.89
o. 72
0.93
0. 70
o. 81
0.67

(1)国有银行的规模经济性表现为典型的阶段性。 在1996~2003年的8

年间国有银行的平均规模经济系数P为1. 07，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但阶段

性特点较为突出。 1997~2000年间，国有银行在机构设置、内部管理体制等

诸多方面呈现出典型的粗放型经营的特点，规模发展依赖于机构数量和人员

数量的增长，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十分突出；自1997年以后，国有银行逐步转换

经济机制，先后剥离不良资产1. 65万亿元，压缩分支机构近三分之一 ，精简人

员逾三分之一，初步扭转了粗放型经营的模式。 随着人员和机构精简效应的

逐步显现，国有银行的经营费用增幅显著下降，而资产规模则保持稳定增长，

2000年以后，规模经济性显著提高。

(2)股份制银行基本处于规模经济区域，但规模经济性建立在规模快速增

长的基础之上。 8年间股份制银行的平均规模经济系数P为0. 89，表现出一

定的规模经济性，但部分银行的部分年份处千规模不经济区域，规模经济性的

波动缺乏规律性。 导致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银行在有些年份里机构扩张

的速度过快，人员增加较多，业务费、网点建设费等开支的增幅较大，尚未从根

本上摆脱粗放型经营的格局，导致规模不经济。 近年来，银行业监管当局严格

控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机构准入的审批，迫使股份制银行在外延式发展受到

严格限制的政策环境下，转而注重内涵式发展，规模经济性得以提高。 鉴于历

年各股份制银行上报的增设分支机构的申请数量，均远大于监管当局的实际

核准数量，机构准入指标仍是目前银行监管中为数不多的指令性计划之一，这
• 63 • 



财经研究2005年第4期

说明集约经营尚未成为我国各银行主动的经营抉择。

从总体上看，与我国商业银行支行层面显著的规模经济性不同，商业银行

整体上的规模经济性并不显著，甚至在部分年份存在规模不经济（见表2)。

近 20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1992�2002年的

平均增长幅度为17. 9%，成本的增长幅度为16. 8％气由此来看，规模的增

长基本依赖于成本的投入，粗放型经营的特征还十分明显。 我国商业银行的

粗放式经营，导致银行分支机构的平均规模偏低，业务能力闲置过多，大量的

商业银行机构网点无法达到最低经济规模，结果是商业银行平均成本居高不

下，这也正是我国银行业经营效率低于国外银行的主要原因。 鉴此，集约经营

应该是商业银行实现规模经济的必由之路。

五、集约经营是商业银行实现规模经济的核心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集约化经营是一种通过对生产要素相对集中的投入，

提高单位生产要素所对应的产出数量的产业组织优化方法。 企业的集约经营

度通常与所在行业的规模经济性相关，即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所需的集约化

程度较高。 商业银行的集约化经营通常表现在对分支机构和人员等经营要索

进行适度集中，通过利用电子化等先进的服务手段扩大服务范围；通过混业经

营扩大服务领域，实现投入产出的最大化。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趋向，世界各国银行业的规模

经济性日益显著，近年来国外银行间、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的兼并浪潮如火

如荼，兼并的最终结果大都是通过机构撤并、人员裁减，实现集约化经营。 商

业银行集约化经营涉及许多方面，如管理的集约化、营销的集约化、科技创新

的集约化等，本文结合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的层次性问题，主要探讨的是机构

发展上的集约化问题。

商业银行机构发展的集约化战略，主要反映在商业银行通过内部资源的

有效配置，压缩、合并现有未达到经济规模的分支机构，同时采用在业务资源

丰富的地区适当增设分支机构等机构调整手段，提高分支机构的平均规模，实

现分支机构的集约化经营，进而提高商业银行整体的规模经济性。

衡量企业集约经营度的主要指标是机构或人均产出效率。 对于银行业而

言，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网点设施和计算机网络设施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占

据了其总成本的主要份额（参见表1)，人力成本所占比重较低。 相对于人均

指标而言，机构平均指标更能有效地衡量银行的集约化程度，因此，本文将网

点平均资产规模作为对商业银行集约经营度实证分析的主要指标。

1. 我国商业银行的网点平均规模与规模经济性正相关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商业银行的网点形成，受到了较多非经济因素的影

响：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大都是按行政区划设置；部分股份制银行是由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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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发展而来，如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在当地区域内设立了大量

的小规模网点等。由于没有按照经济原则设立分支机构，导致机构间规模差
异较大。图4描述了各银行分支机构的平均规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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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浦发

图4 2002年末各商业银行网点平均资产规模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3。

为实证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网点平均规模与规模经济性的关系，本文对

1997�2002年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股份制银行的网点平均资产额与

其规模经济系数间进行了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参见表3。

表3 14家商业银行的网点平均资产额与其规模经济系数的相关分析(1997~ 2002) 

规模经济系数
机构平均规模

规模经济系数 1 机构平均规模

0.5131 

资料来源：相关年度的《中国金融年鉴》。

由表3可见，14家商业银行的网点平均资产额与其规模经济系数的正相

关系数为0.5131。98个样本的t统计量为5. 86 ，大于显著性水平0.05的临

界值1. 9趴说明我国14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网点平均资产额与其规模经济

系数间显著相关，即我国商业银行的网点平均规模与规模经济性正相关。

由此，我们可以对我国商业银行支行层面显著的规模经济性与银行整体

上的规模经济不显著的问题，得出这样的推论：商业银行支行层面的集约经

营，有助千其整体规模经济性的提高。股份制银行的大部分分支机构按照市

场规律设置，机构平均存款额普遍较高，这也是其规模经济性较为显著的原因

之一；而国有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不显著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总体规模大，

而是由于其分支机构没有按照经济原则建立，存在着大量的、处于规模不经济

状态的分支机构，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掩盖了其规模经济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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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商业银行与国外银行经营集约度比较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机构平均规模仍小于国外发达国家银行业的水平，其

中国有银行的差距尤甚（参见表4)。

表4 中外商业银行集约经营程度的比较(2003) 单位：万美元

银行平均资产
平均网点数 网点平均资产 人均资产

（亿美元）

中国4大国有银行 6 820 31 000 2 218 37 

中国10家股份制银行 465 534 8 707 289 

美国28家最大银行 1 321 1 258 10 501 512 

欧洲20家最大银行 6 903 2 422 28 501 646 

日本6大银行集团 17 811 12 455 14 300 556 

香港12家上市银行 465 261 17 816 487 

韩国8家全国性银行 1 627 1 043 15 599 425 

资料来源：美国货币监理署年报2003, The Banker, July, 2004；国内银行年报(2003) 。

由表4可见，我国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网点平均资产额、人均资产额等集

约经营指标均远低于国外银行，10 家股份制银行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以花旗

银行为例，2003 年底资产规模(l.26 万亿美元）刚好为工商银行 (0. 63 万亿美

元）的一倍，但花旗银行的机构数仅为工商银行的4%，网点的平均资产额近

10 亿美元，是工商银行的 50 倍，是国内机构平均资产额最高的民生银行的 5

倍。 由此可见，我国商业银行要参与国际竞争，在机构调整方面还需进一步压

缩未达到最低经济规模的分支机构，精简人员，以提高内部资源配置效率。 同

时也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在通过提高机构集约化程度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方面，

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

六、结论与建议

虽然，商业银行集约经营问题的讨论已是老生常谈，但通过对商业银行规

模经济的层次性分析，本文对商业银行机构发展的集约经营问题的研究得出

了新的结论：我国商业银行的集约化经营的核心，不在于商业银行整体经营规

模的大小，而在千分支机构的集约化程度。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规模发展是

其实现集约经营的基本前提，而商业银行集约经营是提高其整体规模经济性

的核心。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尚未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认识集约经营问题。 一方面，

由于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完善，国有银行压缩机构与精简人员的动力主要来自

于外部压力，机构脯肿、人员过剩等问题依然严重；另 一方面，股份制银行在严

格的市场准入监管下，集约化程度较高，但集约经营尚未成为银行的自觉的战

略行为，机构扩张的内在冲动仍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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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上，商业银行应当从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集

约经营与规模经济的关系。 首先，将提高分支机构的集约经营水平作为内部

资源有效配置的核心。 商业银行应转变以规模和市场份额增长为目标的经营

理念，摒弃通过增加网点数量，获得规模增长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建立以提高

净资产收益率等经济效率指标为核心的经营目标体系，侧重考核机构平均和

员工人均的利润、规模及收入等集约度指标；在机构发展战略上，应进一步压

缩低效益网点，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规模经济性显著的分支机构的建设上，

将商业银行整体的规模发展建立在分支机构集约化经营的基础之上，从而实

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其次，在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上，商业银行一方面应当重

视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虚拟网点的发展，积极采取先进的技术手段，扩大服

务覆盖范围，拓宽客户基础，为实现规模经济创造条件；另 一 方面则应在政策

允许的范围内，加强产品创新，充分发挥现有物理网点的服务功能，为客户提

供全方位、多领域的金融产品，增加中间业务收入范围，提高现有网点资源的

使用效率，为实现范围经济创造条件，从而在经营方式上实现集约经营。 再

次，在商业银行的监管政策上，要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从严控制商业银

行机构数量的增长。 在我国目前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有限增长、银行机构数

量较多、平均机构存款额偏低的情况下，如果每个银行都试图通过银行机构数

量的增加，扩大规模，以图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将导致现有银行网点平均资产

规模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引发破坏性竞争，导致整个行业的低效益。 针对我国

商业银行以粗放型经营为主要特征的问题，监管当局应适当提高市场准入门

槛，鼓励商业银行间的兼并重组，通过监管政策，引导商业银行通过集约经营，

实现规模经济。

注释：

O本文以银行存贷款利率的中间价，作为固定资产占用资金的机会成本。 根据银行业不

同固定资产类型的权重和相对应的财务制度规定的最低折旧率，计算其经济折旧率，从

而将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化。 相关原理参见郭兴义等(2003)，本文使用的资金中间价为

3. 3%，经济折旧率为5.9%，故商业银行固定资产的经济成本为9.2%。

＠参见《中国金融年鉴》(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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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cale Effects and 

Intensive Farming of Commercia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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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cost analysis models to study the scale effects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Based 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it concludes 

that there exist significant scale effects in the branch banks, but not the case 

in the whole. Using the new classic microeconomics, we analyze the causes 

of such difference and point out that intensive farming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scale effects of commercia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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