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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于＠家今土银行转轨方式的思考

李全山

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是中

国金融体制改革由过去侧重于突破旧体制转向

灯重于建立新体制，由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

的战略转移，是专业银行从经营机制、经营方

式、组织机构到内部体制的一次重大革命．在这

场革命性的转轨中，转轨方式的选择，将关系到

整个改革能否顺利到位，是专业银行转轨实践

中 一个至关重要的焦点问题．两种可供选择的

基本改革方式，即
“

激进式转轨“和
“

渐进式转

轨气究竟孰优孰劣？我们必须理论结合实际，全

面地剖折转轨的难点，准确地判断转轨的有利

条件，才能科学地抉择转轨方式，把握转轨的进

程和力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有商业银行新

制度．

一、两种转轨成本与两种转轨方式

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 一定的为代价，以获

取更大的效益．在理性行为假定的前提下，国家

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之所以发生，是

因为旧制度的严重不适应性和新制度能给人们

带来更大的好处，提供更多的获利机会．正如任

何制度创新活动都要付成本一 祥，国家专业银

行转轨也是要付成本的．从理论上看，转轨实际

发生的前提条件，不仅是新制度营运起来之后

所能提供的净收益大千旧制度的净收益，而且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W.-TO〉w.

其中咒为国有商业银行新制度运行起来之后

能为人们提供的预期收益，TC代表同一群人为

实施转轨而付的转轨成本，w．代表旧的国家专

业银行制度所能为他们提供的净收益．在转轨

的初始条件（W．表示）和目标模式（W．表示）都

给定的情况下，转轨方式的选择问题将被归结

为转轨成本TC的聂小化问题。 改革的收益与

成本构成实际转轨的动机与阻力．转轨成本可

以从理论上细分为实施成本(IC表示）和摩擦

成本(FC表示），前者表现为转轨过程开始之后

一切由体制决定的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制

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以理想的国

有商业银行为参照系），后者表现为转轨的社会

阻力所造成的耗费． 千是转轨的总成本TC可

表示为 1

TC= IC+ FC 

用t表示转轨的时间，不同的t代表程度不同的

转轨方案：t越小，转轨的时间越快，越
“

激进 ＇勹t

越大，转轨的时间越长，越“渐进气在数量关系

上，我们可以假定实施成本IC是t的增函数

（因为转轨所需的时间越少，信号扭曲的问题越

是得到较快纠正，实施成本越小，反之亦然），而

摩擦成本FC则是t的减函数（因为转轨方式越

激进，越是较快地打破旧体制，也就是较快地改

变原有的既得利益关系，就越是遇到较大的社

会阻力，摩擦成本越大，反之亦然）．最小化转轨

成本的 一阶导数条件可表示为 1

IC'(t) + FC'(t) = 0 

这一最小化条件在图形上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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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转轨成本

IC（实吓成本）

a

 

FC（序拭成本）

。 1 。 t（转轨时间）

二、不同条件下转轨方式的成本分祈

我们可以利用上述模型，从成本这一 新视

角分析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不同转轨方式的优

劣问题，从中看出不同的具体条件如何决定着

不同的选择．
2. 1实施成本分析

从国家专业银行的制度现状来看，存在着

相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的种种体制和讥制

缺谄，构成了专业银行转轨的主要实施成本．一

是专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地方行政化．长期以来，

我国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不仅是按照行政区划

设置的，而且在中央政策目标和地方经济需要

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 地方政府把专业银行作

为载体在其上附着四种政府职能：承担宏观调

控任务，带有中央银行职能；承受行政干预和汁

划资金约束，带有计划行政机关职能；奉命发放

部分亏损企业贷款、安定团结贷款等，带有社会

保璋职能；仍承担了部分模糊难以界定的政策

性贷款和巨量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带有财政

职能． 这些附加职能使专业银行分支机构职能

扭曲错位，使之产生效率损失，形成转轨实施成

本． 二是专业银行资产存量的非正常化． 有显

性数字表明，1993年底国家专业银行的2. 4万

亿元的信贷资产存量中，有近4千亿元处千呆

滞状态，约占16. 7%，愍性风险资产加进来就

更多．由此形成的转轨实施成本将是巨额的．三

是专业银行组织形式非法人化． 现有国家专业

银行组织形式是行长负责制，是从行政机关的

组织形式演进的，行长通过行政渠道任命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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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这种组织形式”跃进 ”

到商业银行所必须的
市场组织形式，将产生必然的转轨效率损失，增
加转轨实施成本．四是内外部管理非法制化．专
业银行经营行为既受显性制度安排（如各种红
头文件）的约束，也受愍性制度安排（如地方政
府官员口授的各种指标及工作安排）的影响。现
代法制意义上的契约制度残块，也将增加一部
分转轨实施成本。五是经营机制的非市场化．现
代专业银行资金管理体制、贷款管理体制、财务
管理体制、人才管理体制，基本上仍然是与计划

经济相适应的，与商业银行体制相距甚远，许多

契合市场经济的新制度尚未建立起来。 这种经

营机制的缺陷也必然形成效率耗费，增加实施

成本．

这些主要的体制缺陷变量造成的信号扭曲

使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效率损失，构成转轨的一

般性臣力，即转轨的实施成本．从一定的时期来

看，不同的转轨方式的总效率损失是不同的，转

轨所符的时间越短，信号扭曲矫正的力度越大．

建立国有商业银行新制度，在最初阶段上转轨

成本可能要大些，甚至引起一定的社会霞荡，但

是，由于激进式转轨能使之较快地跃到新制度

状态，避免了长期信号扭曲、资金配置无效率所

造成的损失，实施成本也越小，反之，转轨所需

的时间越长，实施成本也越大． 显然，单从如何

使转轨实施成本最小化来看，“一 步确定 ”的激

进式转轨有降低转轨成本的忧越性．
2.2摩擦成本分析

假定实施成本IC是给定的，我们仅分析岸

擦成本的不同所引起的变化．那么，在需考虑的

诸条件中，有四个方面因素至关重要：

第 一，从宏观改革背景看

我国专业银行在资本展性上，是国有信贷

资本的人格化代表。 这种国家单一产权的维持

决定了国家专业银行在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

融分离后，仍然必须按照国家宏观投资意图办

事．较长时期内，专业银行就必然被客观地作为

宏观金融调控的主要传导渠道，以保证国家宏

观调控措施迅速传导到经济生活中并及时产生

效应．而且，在国家政策住投融资机制还没有真



正建立健全起来的条件下，政府需要专业银行

维续承担大蜇的政策比投融资任务。因此，国家

专业银行充当宏观金融调控的主要工具和承担

政策性投融资负担，时间越长，任务越重，转轨

的阻力越大，点擦成本越高；政府对专业银行控

制程度越高，转轨的沮力越大，摩擦成本越大，

反之亦然。

第二，从专业银行的经营客休来行

企业是专业银行信贷资金经营的主耍客

体，专业银行转轨的快慢与企业的市场化程度

密切相关，企业市均化有三个根本抒志 － 尺玫

企完全分离，二是债权约束硬化，三是企业资本

人格化。

我国的企业主体是国有企业，受政府干预

和保护的程度很高，长期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相当 一部分企上处于明亏或潜亏状态，自有

资金徵薄。有数字表明，国有工业企业资金构成

中自有资金占比不足20%，而银行贷款占比高

达80％以上。这种资金构成使企业维持生产倚

质银行
“

艳血
＇

＼贷款不能实现正常回流。 同时，

由千企业T常破产机制尚未形成和国家专业银

行仍将承担部分社会保障职能，专业银行贷款

实际上成为减轻企业亏损包袱和减缓社会霞荡

的资金承受载体，迅速扩大了经营风险，资产质

量不仅难以提高而且有可能日趋恶化。 今年我

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财税新体制

也使某些地方政府出于税收利益，采取各种方

法把中央收入转化为地方收入，默许甚至鼓励

地方企业拖欠、逃脱银行债务的行为，致使银行

贷款债权
“

架空气块乏有效保护。这些主要因素

牵制着企业的市场化进程。 企业市场化程度越

高，专业银行转轨的阻抗越少，摩擦成本也越

小，反之亦然。

第三，从中央银行职能转换来看

今年，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传导方式由以

分地区实施调控为主转变为以专业银行系统实

施调控为主，其中有两大职能变化：其 一，改变

了再贷款的配置渠道。 改革后省以下人民银行

不再参与资金的分配和调剂，使再贷款由以各

地区中央银行分配为主变为以专业银行桉系统

分配为主，实质上使中央银行由经营管理型变

成了真正的金融监管机构；其二，金融宏观惘空

直接手段减少，间接手段增加。今年中央银行仔

其省分行原有的7％的地区间货币的规摸诀；:'」

权和临时贷款调剂权上收总行，使过去地方人

民银行直接向专业银行分支机构发放再贷款进

行调控转为开始通过金融市场办理票据再贴

现、国库券吞吐，通过过期头寸调剂进行调控，

耍求专业银行总行统 一 核莽、统一 调度资金，对

资产风险和支付能力负责，实行一 级法人、二汲

诃究、三级经营。 这种职能转换，削弱了中央银

行与地方政府的直接联系，有利千因有商业银

行健康成长，同时迫使专业银行由过去单 一 的

规模管理过渡到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负渍

对资产的对称约束，硬化信贷的风险约束。 所

以，中央银行职能转换越快越彻成，越有利于专

业银行构建市场型的经营机制，转轨的阻力也

越少，摩掠成本也越小，反之亦熬．

第四，从社会为国有商业银行成长的环境

条件看

已经和正在形成住 一些有利的外部环境令

国家专业银行转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1)

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企业，已经或正在进行走

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正向浊立的法人实体

和市场竞争主体转变。(2)仕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系日趋发育成熟。(3)国家的宏观调控，正由行

政指令性的直接控制，向主要运用经验、法律手

段的间接调控转变；（4）初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相结合的分配格局，并开

始开始建立新的社会保璋制度I (5）政策性业务

巳从国有银行剥离等。 社会为专业银行转轨提

供的外部条件越充足，越有利于较快建立新制

度，增加产出，减少转轨阻力，摩撩成本也越小，

反之亦然。

三、不同条件下国家专业饿行转轨方式的选择

依据上述转轨成本最小化原则和具体转轨

成本分析，我们在选择国家专业银行转轨方式

时，既要抓住机遇，适时推进，宜进则快，又不能

不顾实际，盲目冒进。考虑到中国地域辽阔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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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不平衡，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

轨齐步走无法适应区域政治、经济、地理、环境

差别所反映的市场关系，也必然客观地阳制国

家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力． 转轨应该是分层

次、分地区、分阶段进行的． 我们设汁了两种不

同的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的方

式，即激进式转轨和渐进式转轨．
3.1激进式转轨

适用区域：这种转轨方式适用于改革开放

程度较高，区域经济较发达，市场经济体系发行

较成熟的区域之内的国家专业银行分支机构．

理论思考 1 从转轨成本分析中可以看出，市

场经济较发达的区域，其国家专业银行分支机

构转轨过程中由体制缺陷所造成的效率损失较

少，也就是说处于这 一 经济区域内的国家专业

银行分支机构在体制上更接近千国有商业银

行，转轨实施成本较小． 同时，该区域内国家宏

观改革更快更彻底、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中央

银行转换职能较易实现、商业银行新体制成长

的环境较优越，转轨的平均社会阻力较少，点撩

成本也较小． 在图形上两种转轨成本的边际曲

线的交点距原点较近，表明激进式的转轨更符

合成本聂小化的原则．

转轨设想 1 以产权制度创新为突破口，采取

“一步确立，逐步完善 “的战略，即激进中渐进．

其主要内容包括：L界定金融产权，对国家专业

银行分支机构实行股份制改造． 可由国有资产

管理局作为控股主体，联合有关部门（如地方财

政、大中型企业集团）参股，组建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公司，分支机构采取逐级控股的方式，控股

股份宜占51％以上． 股权结构可考虑设国家

股、法人股和个人股上建立依法经营条件下追

求利润见大化和风险最低化的市场利益驱动新

机制． 3．建立信贷资产风险存量新制度。探索

新的方式转移银行不良债权，有四种途径可考

虑：不良憤权转化为银行对转制企业的股份投

资1不良债权转化为银行对企业的债券持有1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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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收回所欠贷款资产1组建投资中介机构，收买

银行部分风险资产再运用公开买卖手段，向社

会投资者转让． 4．建立以弱化济产风险和税定

负债为前提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5．建立

既能满足宏观要求，又能话应区域市场经济变

化的灵活的资产运作体系． 6．建立以维护股东

权益为核心的财务制度。7．在银行内部建立各

种联系行长和职工个人利益与银行长期刊益的

奖酬制度． 8.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下新型的银行

和企业、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与地方

政府关系，优化经营环境，拓展业务空间．
3. 2渐进式转轨

适用区域 1 这种转轨方式适用于市场经济

发育相对迟缓，经济条件 一般区域内的国家专

业银行分支机构． 我国大多数国家专业银行分

支机构应采取这种转轨方式．

理论思考：市场经济尚未建立或刚刚发育

的区域，其国家专业银行分支机构体制与现代

意义上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差距较大，故转轨

实旌成本较高。 又由于该区域内国家专业银行

分支机构转轨的外部条件不充足，新体制成长

的环境也不优越，转轨平均社会阻力较大，摩撩

成本也较高，表明渐进式转轨更符合成本最小

化的原则．

转轨设想 1 以经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采取

“分步确立，适时推进”的战略，逐步构建国有商

业银行体制．主要内容包括11-对国家专业银行

按照经济流向进行分割，划分为数个单独核算、

自负盈亏的区域性银行，构造适合区域经济发

展的银行分支机构． 2．建立以资产负债比例管

理为核心的新的资金营运机制．3．根据自身情

况通过提供公积金或增资形式不断扩充资本规

模，建立自身积累机制．4.建立信贷风险防范补

偿机制．5．建立以盈利为中心的财务管理机制．

6．建立现代企业所要求的人才竞争机制。 7．建

立四织机构、四级经营的银行组织机制． 8． 建立

还步规范、有序的金融新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