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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铎行业竞争力令祈

一、影响银行竞争力的因素分析

银行竞争力是银行综合能力的体现，其本身也是一个难以扯化的指标。本文主要从影响银行

竞争力的因素这一角度入手考察各商业银行在竞争力水平上的差异。 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因素： T规模因素。 规模是银行竞争力的基础。 银行规模变量主要有资产、存贷款额等。 ＠盈利

能力因素。盈利能力是银行资产质量的主要体现，代表着银行竞争力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银行

业规模相差悬殊的格局下，盈利能力的高低更能体现竞争力水平。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主要体现

在税后利润、利润资产比率等指标上。＠人的素质因素。高素质的人才是银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开展金融创新活动的根本保证。 从某种意义上讲、银行间的竞争就是对金融人才的竞争。

表l

银行
(1) (2) 

资产额 存款

工行 36295. 70 18126. 77 

衣行 14669. 47 9106. SJ 

中行 21070. 4 4864.01 

建行 21253.02 10333. 29 

交行 3987. 83 2296.45 

中信 l 086. 7 567.05 

光大 170. SI 218. 76 

华夏 .2 2 6. 5 2 

深发 300. 2:! 16,L 07 

招商 925. 77 52 I. 02 

浦发 619. 69 371. 82 

二、对银行业竞争的实证分析

(3) 
贷款

16522. 72 
8566.42 
4785.37 

7457. 20 
1546.86 
290. 19 
159.89 

102. 84
414.00 

231. 22 

中国银行业竞争力分析

(4) (5)
(2)/(1) 

税后利润 营业收入

26. 15 7500. 09 0.49 
21. 06 1307. 92 0.62 
52.09 1405. 55 0.23 
48. 33 1197.06 0.49 
36.21 291. 74 o. 58

10. 64 89. 17 o. 52 
7. 03 10. 42 0. 53
i. 1 4 12. 09
7. 87 26. 10 0. 55 

16.39 67. 60 0. 56 

8. 82 , 5 l. 69 I 0. 5 7 

(3)/(l) !(4)/(1) 
(%) 

0.46 0.07 
0. 58 0. 14 
0. 23 o. 25

0. 35 0.23 
o. 39 o. 91

o. 27 0.98 
o. 3,1 1. 49 

1. 83 
0. 34 2.62 
0. 45 1. 77

0. 36 l. 36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7)及相应计箕 J 前5 项指标单位为亿元。

L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分析

(5)'(1) 
(4)/(5) 

(％） 

0. 21 '), 35 
0. 09 1.6 
o. 07 3. 7 
0. 06 4.0 
0.07 12. 4 

0. 08 11. 9 
o. 09 17.4 
0. OS 34. 2 
0. 09 30. 2 
0. 07 24.2 

0. 08 I.'. I 

市场集中度是按某一指标来衡址的各银行的市场占有份额分布的集中程度 它能有效地反

映出市场中的竞争程度（或垄断程度） 3 本文中我主要通过 c, 指数来测定集中度的大小。 根据表

l 的有关数据可得各项指标的 C i 指数如下：资产 (O. 90) ，存款 (o. 91) ，贷款 (0.93) ，营业收入

(0. 95) ．税后利润 (O. 68 八五项指标中四项的 C 指数高于 0.9，表明我国银行业市场的集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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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场中的垄断力量比较强，竞争程度较低。这个结果比较符合我国银行业市场的现状：股份制

银行组建历史较短，规模较小，还没有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提 出真正的挑战。 税后利润的

c4 指数仅为 o. 68，显示了在未来的竞争中．市场集中度呈下降趋势，即市场中的竞争程度将会加

强，建立 一个有序的竞争性金融市场是可能的，也是银行自我发展的趋势。

z. 银行竞争力的差异分析

我国商业银行之间的资产规模差别很大，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与股分制商业银行之间相差

悬殊。因此在具体分析各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时、我主要采用消去资产规模因素后的比值数据进行

分析。从表1中可以看出，一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存款／资产比值明显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前者的

平均水平在 o. 55左右，要比后者平均高出5~10个百分点，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吸存能力高

于国有商业银行。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比值大约在 o. 3~0. 4之间，略低于国有商业

银行的平均水平。对这一结果的分析，必须把我国计划体制这一历史因素考虑在内。计划体制下，

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分别有自己固定的客户，在转轨中这些状况还未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从这一

角度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有如此成绩已属相当不错了。 三是在盈利能力方面，股份制商业银行

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单从税后利润的绝对数量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巳无多大

的差距，前者是后者的2~3倍，但不可忘记这个差距是在资产额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取得的。不言

而喻，税后利润与资产的比值更能反映银行的资产质量与竞争力水平。 在对这个比值的比较中，

可以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盈利能力远大于国有商业银行，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大部分都

超过了1%，深发展更是达到了 z. 62%；而国有商业银行中最高的也只有 o.25%、工行则仅有

0.07％。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质员低下可见 一 斑。 四是现代商业银行管理中必须注重人的因素，

高素质的金融人才已成为商业银行提高竞争力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

表2 文化结构比较 单位（％）

项目 衣行 中行 建行 交行 中信 华夏 民生

研究生 0. 2 0. 4 0. 6 0. 8 3. 2 5. 1 l3. 5 

本科生 10. 7 11. 8 13. 9 22. 6 21. 3 32. 1 

专科生
24. 1 

30. 2 28.8 35. 8 39.0 41. 5 40. 4 

中专生 28. 1 23. 6 27.2 24. 2 18. 6 10.4 12. 6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7)

表2的数据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员工整体素质要明显优千国有商业银行。这一方面表现

在高层次人才的比重上，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研究生的比重都在0.8％以上，民生银行更是高达

13. 5%，而国有商业银行只有1％不到，另一方面表现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员工结构优于国有商

业银行。

三、进 一步的分析

l． 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扯低下的原因分析

通过上文对存款／资产、贷款／资产指标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国有商业银行单位资产的吸存和

贷放能力明显弱于股份制商业银行， 从单位资产的创收能力（营业收入／资产）来看．国有商业银

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差不大．但单位资产的盈利能力（税后利润／资产）却相差很大。 这 一 点通

过税后利润／营业收入这项指标可以明显看出，股份制商业银行均高于12%，华夏更是高达

34沪；而国有商业银行中最高的建行也只有4%，工行甚至仅有 o. 35%。 这种相差悬殊的现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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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表明，在单位资产取得相同收益的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付出更大的代价（如不合理的费用

支出等）。 其原因主要如下： 一是从历史原因来看，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前身的三大专业银行，在长

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下，其经营行为带有很大的计划性色彩。长期以来商业性贷款与政策性贷

款不分，在这种不合理的
“

资源共享
＂

的做法下｀大量来自商业性来源的资金被用作低效益的政策

性贷款，这种存贷结构上的不对称使得商业银行的成本收益严重失衡，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部分收

入被用于弥补政策性贷款的亏损了。 二是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难以按真

正意义上的市场原则开展业务。我国近年来财政收入锐减，使得大量银行信贷资金被用于财政性

用途。由千财政软约束与企业财务预算软约束导致了企业的信贷软约束，很多财政性用途的银行

资金从借入那天起，企业就没有打算还。 这种现象最终导致了银行大量不良债权的出现，银行效

益的好坏已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紧密相连。 三是国有商业银行现在普遍存在规

模过大的现象；分支机构过多且分布不合理，大量冗员，员工素质偏低等因素，已使国有商业银行

的经营成本大大超过了合理的范围。我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当前的边际资产收益小于零，如果还一

味追求扩大规模，只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负效用。四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流程老化，手续复杂，

效率低下，这也增加了银行的大量不必要的额外支出。

2. 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商业银行业竞争的影响

也外资银行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冲击。

从整体看来，对金融资源的竞争基本上是一 种零和博奕，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扩展，就意味

着一部分业务与客户由中资转向外资，这将是外资进入对中资商业银行的长期的最直接的冲击。

但在现阶段，外资银行业务受限制较大的情况下，我认为冲击主要来自于经营理念方面。 中资商

业银行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已习惯于
“

以我为主
”

的经营方式，习惯于等顾客上门的做法，这

种经营理念在今天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并且已成为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障碍。外资银

行的进入，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银行经营理念，他们注重风险意识，积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大力

开拓表外业务，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观念，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观念革新有着极大的启迪。

＠在外资银行冲击中，我国商业银行的优势。

面对来自外资银行越来越强的冲击，我国商业银行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 一 是业务开展的基

础比较好，从硬件方面来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资商业银行已形成了自己规模庞大的分支机

构网。计算机、远程通讯网络技术的运用，更是使得各分支机构可以互成一体，已使得中资商业银

行在资金的地区间调剂、信息的收集、国内结算的质量等方面有着外资银行无法比拟的优势。 另

外，对中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安全性有足够的信心，中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

银行仍是人们存款的首要选择。 二是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外资银行而言，规模

大，业务范围广汉寸我国经济的影响力大。 在过去的经营中，已基本上形成了自己固定的客户，特

别是一 些大型、特大型的客户，在长期的合作中，它们已形成了互相依赖、互相支持、密切相连的

关系。三是中资商业银行比较了解国情，它们更知道如何把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同我国的具体需要

相结合来支持我国经济发展。

＠我国商业银行的劣势。

在同外资银行的竞争中，中资银行最大的最根本的劣势是经营理念上的差距。这种差距具体

反映在经济效率、业务流程的设计、服务质量等方面』最终体现在中外资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上。

另外，外资银行由于有母行作后盾，因此在跨国融资上具有优势。 如果中资商业银业银行在国际

化上没有长足的进步，则不久的将来母夸国金融这一领域必将是外资银行的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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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商业银行竞争策略的选择与银行业竞争政策的取向

1. 商业银行竞争策略选择

＄实施银行再造工程，彻底改革旧的经营理念，在业务流程、管理水平等方面实现质的飞跃，

走银行集约化经营之路，从根本上提高商业银行自身的竞争实力。

＠推行CI战略。现在的市场竞争已不再是简单的产品竞争、信息竞争，而且发展到了立体的

全方位的企业整体实力的竞争一— 企业形象竞争。 金融企业应顺应这种趋势。

＠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是整个银行业进步的源泉，由于金融企业在各方面条件很相似，对其

他银行的创新模仿较快。因此，对单个银行而言，应加大对金融衍生工具研究的投入，努力开发利

用自身独有的优势为企业项目度身定做的金融衍生产品，从而在竞争中确立优势。

＠适度规模经营。运用科学的方法找出自身经营最佳规模区间，在这个区间内经营。具体而

言，国有商业银行应通过缩小规模来减量增效；股份制商业银行则应进一步扩大规模，以充分利

用规模效益带来的好处。

2. 银行业竞争政策的取向

(D对金融业的竞争有限制的必要。 这主要是由于金融业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我国目前仍以

间接融资为主要的融资方式，银行业处于社会资金融通的核心地位，其稳定与否对经济发展有重

大的影响，这一点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因此，我认为我国银行业竞争政策的选

择应为：兼顾稳定与效率，适度约束的有序竞争。

＠对银行业中的竞争主体数量的控制。 我认为，当前我国的中资商业银行数量比较合适，不

宜作过多的增减。 货币当局的任务主要是引导它们有序竞争，并适度引进外资银行参与竞争。

＠银行业市场的准入与退出。我认为我国银行业可适度加快对外资开放的步伐，以适应经济

对外开放的需要，同时又必须严格把好准入者的审查关。在退出方面，要完善银行的破产制度，让

银行在竞争中真正实现优胜劣汰。

3. 配套改革

O相应法律的制定。 要研究制定《反金融不正当竞争法》和《金融同业协作规则》等一系列法

规来有效规范金融业中的竞争行为。同时完善《破产法》中关于银行破产方面的规定，使银行破产

做到有法可依。

＠培养良好的竞争道德。对银行竞争行为除了法律约束之外，还应培养银行经营者的良好竞

争道德。 提倡和发扬良好的竞争道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伦理行为的核心，对我国

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注：

OC4指数是指本行业中份额最大的4家企业占总蜇的比重。

＠由于规模最大的银行恰好为三大国有商行，因此这里的垄断力量指的就是国有商业银行。C4 指数的选取

比较符合我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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