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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模式效率比较与我国融资模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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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保持距离型融资模式与关系型融资模式的内在效率分析，两者都具有经济合理性；从世界融资

模式的发展趋势来看，两者有相互祜合的趋势；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现阶段企业的融资模式应采取过渡模

式，即间接融资为主并逐渐成少，直接融资为辅并大力发展的过渡模式；目标模式应符合世界融资模式的趋

势，是融两种祜资方式于一体的有中国特色的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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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两种融资模式－保持距离型融资模式与关系型融资模式——究竟哪种更有效率，对这

一问题的回答国内外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东亚危机之前，由于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日本企业

在世界市场上强劲的竞争力，主流的观点认为，关系型融资模式在法制和市场环境相对不完善

的情况下，较好地解决了市场残缺和市场失灵问题，使信息、产权和激励机制统一起来（青木昌

彦，1999；斯蒂格利茨，1997；伯格络夫，1995)。 东亚危机使东亚金融体制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经济学界批判的矛头指向东亚的融资体制，认为关系型融资模式是政府主导性市场经济的必

然产物，它导致了过密的银企关系和银行体制的脆弱性，并且必然随着金融深化而消失（王跃

生，1999；张昌彩，1999)，即关系型融资本身是不具备效率的模式。 同时，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

融资模式出现了趋同的势头，英美的融资模式有向关系型融资模式演化的趋势(Moerland,

1995)日德的证券市场也日趋活跃，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关系型融资本身是否具有经济合理

性，还是有其他因素影响了其效率。

二、融资模式效率分析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中不确定性的广泛存在，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必须通过某种渠

道对企业监督控制，一般来说，有两种典型的融资模式：以英美为代表的保持距离型融资和以

日德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控制导向型融资模式）。 所谓保持距离型融资是指投资者并不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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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经营战略决策，只要他们得到合同规定的支付，信息的收集和对企业的监督靠市场和法律

来实施；关系型融资是投资者直接干预经营战略决策来保证其利益的实现，信息的收集和对企

业的监督主要在密切的长期的交易关系中进行。 投资者对融资模式的选择也就是对信息的收

集监督方式的选择，这使投资者必须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权衡：

1．信息租金和信息成本的权衡。 所谓信息租金就是通过信息的收集减少投资风险，增加

投资收益，其实质是减少代理成本。 它大致来源千三个方面的信息收集：事前对企业风险态度

的了解和项目风险的估测，避免逆向选择问题；事中对资金使用去向的监督，避免道德风险问

题；事后跟踪监督，了解企业经营成果和经营状况，保证利益的实现。 信息租金越大，投资者收

集信息的动力越强烈。

从市场收集信息要花费成本，其大小取决于以下因素：从制度安排上来看，首先是法律制

度的完备性和可置信程度。 一般来说，法律制度越健全，规则越细致，人们的行动就越可能被

准确地预期；法律制度的执行越严格，司法越公正，法律制度的可置信程度越高，契约的实施执

行越有保证；因此，完善的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增强社会预期，降低信息收集成本。 其次是

激励机制的设计。信息的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激励机制成为必要，而使契约双方利益

相容的激励机制又可以使信息被正确地显示，从而降低信息收集成本 (Hart, 1995)。 第三，产

权的清晰程度。 按照德姆塞茨的定义，”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

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德姆塞茨，1994)产权越明晰，就能提供越多

的合理预期，从市场上收集信息的成本就越低。 从经济的角度看，一是市场交易规模影响着信

息的收集成本。 一方面，交易规模的扩大与伴之而来的分工深化，使信息的收集存在分工优势

和规模经济（施蒂格勒，1996)；另一方面，产权本身不仅是交易的前提，而且在交易中得到进一

步界定（巴泽尔，1997)。 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深化，产权得到更为明确的界定，提高

社会预期。 二是市场的竞争程度。 市场竞争越完全，价格信号越能够包含更多的信息，这也降

低了信息收集成本。 因此，制度越健全，市场越完善，从市场收集信息成本越低，反之通过组织

内部收集信息成本越低。 假定其他条件相同而制度和市场条件不同，保持距离型融资更依赖

市场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在相同的信息租金下，市场和法律制度越完善，信息成本越低；而关系

型融资可以更少地依赖市场和法律，在法律制度和市场体系较不完善的情形下，通过市场收集

信息成本较高而通过长期交易关系和组织内部收集信息成本较低（如图1)。 两者在a点边际

信息租金和边际信息成本相等，保持距离型融资与关系型融资效率相同；当通过市场收集信息

的边际成本 Mc 大千 a 时关系型融资更有效率；当 Mc 小于 a 时保护距离型融资更有效率。

2．退出成本与监督成本的权衡。 所谓退出成本，即投资者从企业中抽回资金的成本。 投

资者的退出可以是在证券市场上
“

用脚投票
＂

，也可以是清算企业收回投资。 投资者从证券市

场上退出，其成本受到以下限制：第一，证券市场的规模。 一般来说，证券市场的规模决定其流

动性程度，规模越小，资产流动性越差，退出成本越高；第二，退出者投资权益的比重。 若某一

投资者拥有较大的比重，则从证券市场上退出往往导致证券价格的大幅下跌，使投资者受损。

若清算企业收回投资，则受资产流动性的限制。 若企业资产流动性越强，则清算企业收回投资

越多，成本越低；反之，成本越高。 因此，即使是同样的信息成本和信息租金，当退出成本大于

监督成本时（假定在同样信息成本和信息租金下，监督成本不变），对企业实施直接监督可能是

有效率的，应采取关系型融资方式；当退出成本小于直接监督成本时，通过市场的间接监督是

有效率的，应采取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如图2)。 这可以解释即使在发达的美国证券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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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收集信息的边际成本 资产的流动性

图1 市场收集信息的边际成本 图2 资产的流动性

为什么持有大董股权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开始介入公司的经营决策。

3．第一类谬误与第二类谬误的权衡。 所谓第一类谬误，即在投资者与企业仅保持平等的

债权债务关系下，根据正常的破产程序，许多有效益的项目可能被清算，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

容易导致此类资源的误配置；所谓第二类谬误是在投资者与企业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从而成

为利益共同体时，许多应被清算的企业却续存下来，关系型融资方式容易导致此类的资源误配

置。 这两类谬误都具有其机制上的内生性，因此对其进行权衡时，必须考虑在不同的经济发展

阶段两类谬误存在的不同规模。 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比较旺盛，但往往受到

资金缺乏的限制，企业的扩张往往面临债务的束缚；另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轨经济国家，宏

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增加了企业的破产风险，被清算的项目并不一定没有效率，因此更应该克

服的是第一类谬误。 在发达国家，需求的增加往往减缓，市场趋于饱和。 同时，市场上资金较

为充足，企业面临的更多的是寻找有效益的项目而非寻找资金，此时应该克服的是第二类谬

保持距离型融资 误。 在权衡第一类谬误和第二类谬误时，还要受到就业

状况的制约。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较大的就业压力使企

业的续存不仅有经济上的效益，而且有更为重要的社会

效益。 而发达国家则较少面临就业约束。 假定融资模

式的成本包括谬误导致的资源误配置和失业成本，关系

型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

同的。 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采用保持距离型融资方

式，第一类谬误的规模大于第二类谬误以及更大的失业

经济发展程序损失，成本更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自我积累能力

的增强，其成本迅速下降。 与之相反，关系型融资模式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能更好的解决第一类谬误和失

业问题，成本较低，而随着经济发展，第二类谬误增加，较之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成本下降较

慢。 当经济达到某一点时，两者无差异，低于这点，关系型融资模式有效率；大于这点，保待距

离型融资模式有效率（如图3)。

成
本

图3

三、影响融资模式效率的因素分析

以上在比较纯粹的法律和市场环境中分析了两种融资模式的效率，事实上，其效率还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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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关系型融资模式容易受到政府干预方式、金融政策及政治环境的影响：

l．政府直接干预和赶超型战略的结合，扭曲了银行激励机制，加剧了融资风险

政府为了实现赶超战略，必须对资金进行非均衡配置并对大企业给予特殊扶持（王跃生·

1999汃但这在两个层次上扭曲了激励机制。 一是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关系。 中央政府为了实现

其产业政策，直接对中央银行及商业银行的存贷规模与投贷方向进行控制。 由于政府与银行、

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加上银行对于

政府保护的预期，大大刺激了银行的贷款冲动及冒险倾向，最终收益由银行获得，风险由政府

承担，加剧了银行道德公害。 二是扭曲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由于有扶持重点企业的义

务，即使企业进行了没有效率的投资，银行一般也不会对企业清算。 企业预期到这一点，资金

就有被无效率使用的可能。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与银行和企业的博弈中，面临着银行与企业合

谋的风险。 经营不善的银行和企业受不到市场的惩罚，在预期到政府的保护的情况下，会结成

利益共同体，共同成为针对国家的不公平博弈的一方。 因此扭曲了信息与决策、风险与收益的

对称关系。

2.“市场增进论
”

与
“

市场倾斜论
”

实行何种融资模式应取决千市场选择，投资者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比较自发地选择对企

业的监督方式。 不恰当或僵化的金融政策影响会阻止自发的选择而影响融资效率。 尤其是关

系型融资更易受金融政策的影响。 政府实施低利率和限制竞争的政策的前提是资金不能通过

其他渠道流入企业，如收益率较高的证券市场。 政府为了保护银行的利益必须限制证券市场

的发展，这种政策被称之为
“

金融约束政策
”

（斯蒂格利茨，1997)。 政府的行为被认为是对市场

的增进，解决了信贷市场过度竞争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且通过设置政策性租金增加银行对企

业的监督的积极性。 虽然对银行竞争的限制在市场经济国家普通存在，但这种政策性租金一

旦和政府干预结合，使银行道德风险有自我增强机制。 第一，由于要获得政策性租金，必须满

足政府的条件，如保证低的企业破产率或向指定部门贷款，银行在企业应该清算时也会努力使

其续存下去，导致银行风险积累，而银行风险越大，越有可能挺而走险，将资金投向风险更高的

领域。 第二，对信贷市场的过度保护导致证券市场在长期内得不到发展，证券市场有效配置资

金的渠道被阻塞；而且银行系统也因过度保护而变得更加脆弱。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人为的

压抑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了融资主体的退出成本，使关系型融资长期在退出成本高于监督成

本的位置运行，如A点（见图2)。 因此，与其说是市场增进不如说是市场倾斜。 这种市场倾斜

政策在短时期内可能集中大量的资金以保证政府政策得以贯彻实施，但是从长期来看，它会导

致金融体制的畸形发展，是非常有害的。

3．政治租金的大童存在增加了银行经营风险，损害了关系型融资的效率。 东亚文化深受

儒家文化的影响，有讲关系重人情、重人治轻法治的特点，法制不完善，政治不透明。 政治不透

明与经济交易关系的长期化相结合，必然存在大量的幕后交易，扭曲了关系型融资的激励机

制，极容易扩大第二类谬误的规模，损害关系型融资模式的效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不同的法律和市场条件下，关系型融资模式与

保持距离型融资模式都是有效率的；第二，东亚金融危机不能给关系型融资模式提供伪证，不

恰当的政府干预、僵化的金融政策及政治环境尤其会影响关系型融资模式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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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融资模式的选择

1．我国企业融资的目标模式

从以上效率分析可以看到：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与关系型融资方式在不同的制度条件和

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两者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

从世界融资的发展趋势来看，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与关系型融资方式有相互融合的趋势。

在美国和英国，一些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开始直接介入公司的监督运行并向其提供后续融资。

而日本和德国也大大加速了证券市场的发展，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开始向更为松散的融资形式

发展。 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竞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两种融资方式将在更深的层次上相互借

鉴并相互融合。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顺应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

趋势，与世界经济接轨。 不论是英美的融资模式还是日德的融资模式本身都在发生变化，都不

应是我国融资的目标模式的选择。 我国的目标模式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融合两种模式于一体

的模式，而不是对某种具体模式的照搬。

2．我国企业融资的过渡模式

企业融资的过渡模式的选择是旧模式向目标模式转轨路径的选择，它必然受到现有条件

和目标模式的影响。

一方面，受现实条件的制约，较多地实行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不太可能。 这是因为：

第一，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及现存法律制度的不可置信性，增加了信息成本。 首先，所有的

转轨经济国家都面临着法律监督跟不上经济现实的问题。 由于转轨国家经济的不断转变，而

法律制度必须在问题被普遍认识后才能设立并逐步执行，因此，法律制度滞后千经济现实。 其

次，法律制度框架虽被设立，但具体的细节有待规范和深化。 再次，在我国的经济转轨过程中，

法律的效力还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对经济纠纷不予受理，受理了不予判决，判决了不予

执行，导致投资者的权益受不到法律应有的保护，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可信任度。

第二，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表现为人事的行政强控制和产权

的弱控制，这导致了事实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企业内部人对资产的强控制增加了投资者收集

信息的难度，这表现为：第一，外部投资者对内部人的风险态度不了解导致逆向选择问题。 第

二，外部人由于信息的缺乏无法了解资金的使用去向，容易出现道德风险。 第三，内部人操纵

财务报表，自由现金流董的在较大程度上被随意支配，资产以各种隐蔽的渠道流向内部人的腰

包，使投资者的收益难以实现。 总之，”由于内部人掌握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与资本所

有权没有统一，内部人控制的企业会造成资本这种稀缺资源的浪费。”（张春霖，1995)因此，外

部投资者一般不会在信息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向企业融资，企业须更多地依靠内部资金。

第三，普遍存在的产权不明晰。 产权的高度不明晰与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使国有企业有

强烈的投资饥渴；而且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都是国家所有，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的融资有

内源融资的性质，这产生两个结果：一是由于没有其他融资途径，国家为了维持国有企业，要求

银行向企业融资，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资金被无效率使用而没有很好的监督和控制；二是

银行本身的产权不明晰加上国有银行的垄断经营，银行经营者没有动力监督企业，造成逆向选

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以及银行不良债权的大量存在。 从市场收集信息会出现信息失真问题。

第四，证券市场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尚需规范。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缓慢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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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期有了迅速的发展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证券市场功能定位需要重新调整。 长

期以来，证券市场的主要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工具，融资向国有企业倾斜，而不是为了资源在

全社会的优化配置，这一功能恰恰是证券市场的首要功能。 其次，证券市场的监管法规不健

全，幕后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大量存在，价格的扭曲影响了证券市场作为信息传递和市场监

督的手段。 第三，金融中介机构薄弱，尤其是提供信息服务的资产评估机构、咨询服务公司、律

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数量少质量差，运行极其不规范，中小投资者从市场上

获得可靠的信息极为困难，其利益难以得到保证。 第四，市场退出兼并机制不健全，业绩差的

公司很难被市场淘汰。

由于受到上述条件制约，通过市场获得的信息成本较高，信息租金较少，资本市场的缺陷

使退出成本较高，保持距离型融资模式可能难以形成。 而法制的健全、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的

完善等问题不能在短期内解决，而必须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得到解决。 同时，转轨经济国家监督

资源相当短缺，市场分工监督的优势因而得不到发挥。

从制度的继承上看，新的融资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计划体制的影响，存在着路径依赖。 原

来银行与企业间，长期交往建立起来的信息资源应得到充分应用，发展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直接

监控关系，相对来说磨擦较小。 在金融中介机构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也较集中地使用了监

控资源，因而间接融资及银行对企业的监控在现阶段仍然是有效的。

表1 中国证券融资和银行间接融资比例的变化

年份 证券融资比例（％） 银行贷款比例

1993 12.36 87. 64

1994 16.24 83. 76

1995 16. 88 83. 12

1996 24. 50 75. 50

1997 31. 63 68. 37 

1998 36.86 63. 14 

资料来源：转引自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8)

但是另 一方面，由于大量不良债权的负担，银行经营有较大风险，继续太多地依赖银行融

资也不现实，必须大力发展证券市场。 第一，银行背负着遗留下来的大量不良债权，资本金普

遍不足，导致银行的支付能力和存贷组合质量较差，面临着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财政拨款改为

银行贷款以后，相应的市场融资方式没有建立起来，使企业融资强烈依赖银行贷款，形成畸形

的银行融资体制，大大加剧了银行风险；第二，国企退出和银行不良债权的消化与处理也需要
一个运行良好的资本市场；第三，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卖方市场已经转为买方市场，

第二类谬误开始增加第一类谬误减少，保持距离型融资模式更有效率；第四，随着我国法律建

设和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市场约束力也在不断增强。 目前，我国证券

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且还有相当大的发展前途，可以作为银行监督的辅助手段（见表1)；

随着通过市场收集信息的成本降低，融资方式将更多的采取保持距离型融资（见图1)。 因此，

过渡模式应当是银行的直接监督为主和证券市场监督为辅，二者相互结合并共同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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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Comparison of Finance Models and Our Selection 

WANG Pei-yan,GENG Qiang,WANG J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n} ing Univ叮sity, J iangsu Nanjing,China,210093) 

Abstract: It is considered that both arm's length financing and relational financing pos

sess economic rationality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ir internal efficiency, with the trend of corn

bination. The frangibility of financial and banking system isn't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rela

tional financing but because other causes distort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The article indi

cates that at present china should choose the transitional model- giving priority to indirect fi

nancing diminishingly and expanding direct finaneing strictly. Our target model should ac

cor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fip ，，nce model. 

Key words: arm's length financing; relational financing; informational rent; financial re

str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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