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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股份制银行前异化及其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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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股份制银行自成立以来，在引进现代的管理方式，推动金融改革和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

得了较好的成效，股份制也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思路。 但是，股份制银行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的异化问题
同样不容忽视。 如果不认真解决这个问题，股份制银行有可能染上国有商业银行的弊病。 本文对股份制银行异
化的原因从公司治理结构和竞争环境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矫正及防治股份制银行异化的根本措施是完善

其法人治理结构，消除竞争中的不公平因素，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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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异化的界定及表现

股份制银行设立的初衷之一是想通过引入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制度形式，在商业银行内部

形成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解决 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 政府试图通过

“增量改革
”

引入商业银行惯例并在由四大国有银行垄断的银行体系中引人竞争机制，以增强银

行体系的效率。 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设立的初期，建立了较好的规章制度，在运行之初，也表现出

较好的效果，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股份制银行的行为出现了慢慢地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靠拢

的趋势，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些弊病在他们身上也出现了。

股份制银行的异化指的就是股份制银行在运行的过程中逐渐偏离了设立的初衷，尽管其设

立的时候是以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来组建的，但是在运作过程中其机制有不断的向四大国有商

业银行转变的趋势，并且呈现经营低效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部级别设置
”

工农中建化
”

目前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大都来自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机关，几乎都是按照

政府官员的标准，由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挑选，由党委讨论，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任命。 董事长的选

派与股东几乎没有资本联系，事实上是行政任命行为。 而且各层级的管理者都与公务员体系的

行政级别来对应。 对于这种现象，国内学者有的将其称之为
“

工农中建化
”

（易宪容，2000) 。

由千股份制银行的经营者都是由政府任命的，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和干部入事管理制度下，他

们缺乏充分的激励去抵制来自政府的干预。 因为对于 股份制银行的经营者来讲，政府的干预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专家决策风险和经营风险，在发生危机时可以得到政府的救助（这如同国

有商业银行一样，他们在事前明明知道经营政策性业务不利于其利润的最大化，但是仍然有热情

去从事政策性业务。 因为在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难以明确区分的情况下，开展一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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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业务可以掩盖自己的经营失误，这种情况在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更为严重）。

而且在
“

官本位
”

的体制下，股份制银行经营者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并不完全决定于其经营业

绩，主要决定于其
“

政治
”

方面的业绩，在经营者由政府任命的情况下，他们对来自政府部门的于

预必然有某种程度的迎合。从深层次的角度讲，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高层经营者都是从原来的国

有商业银行通过行政渠道选拔过来的，他们的行为模式选择必然要符合既有的政治体制和政策

要求（王一林、葛兆强，2000) ，这就必然使得股份制银行难以真正摆脱国有商业银行的弊端。

（二）经营效率呈弱化趋势

从股份制商业银行运行的效果看，其效率确实好于国有商业银行，但是，与国际先进的同等

规模的银行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见表l。

单位

股份制银行
米特兰银行

表1

资产总额
（亿元人民币）

11822 
14110 

股份制银行与米特兰银行经营绩效比较

气飞需) 1 
:

卢

润

币） 1
资

了
资本利 润率

664 208 1.47% 
18. 43%
31. 25%

资料来源： Bankscope 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统计资料，转引自《南开经济研究》2002.2 。

更为严重的是，股份制银行的经营效率有逐步下降的趋势。以股份制银行中最早上市的深

圳发展银行为例，其经营成果明显地呈现总体下降趋势，见图1。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大举

进入，地处经济开放前沿之地的
“

深发展
”

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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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深圳发展银行经营成果趋势图

（三）不良贷款问题不容忽视

通常大家只关注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认为股份制银行才发展十几年，无历史包

袱，没有政策性不良贷款，从而不良贷款率远远低千国有商业银行。但经过分析我们发现，股份

制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见表2)。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与国有银行一

样，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体制、经营环境及经营管理水平等原因造成的，并且也主要是制度

性的（王松奇，2000)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内人士估计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 15％左右，而

国外的估计一般高于国内，如里昂证券公司估计这一数值为 25%。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

2000 年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 16. 36%,2001 年为 12.94%（本文所指的股份制银行主要

指交通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信实业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

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10家规模较大的全国性或区域性银行）。

表2 股份制银行四家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 （单位：％）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深发展 7.32 17.76 20.49 23.52 17.23 14.84 

浦发 ／ ／ 9 8.9 10.7 7.57 

民生 ／ 1. 94 6. 12 8. 72 4.39 2.8 
招商 ／ ／ ／ 19.55 13. 62 10. 25

资料来源：各银行的年报(1997 -2000 年）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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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贷款率的高低并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不良贷款的存量得不到解决而增量又不

断产生的话，股份制商业银行将陷入同国有商业银行一样的困境。

二、股份制银行异化原因的深层次剖析

（一）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

l．产权组织形式不规范

股份制银行市场准入的市场性程度并不高。 多数的股份制银行的组建都有自己的特殊背

景。 这使得中国股份制银行的产权组织形式很不规范。有国有企业全资附属（如中信、光大、华

夏等）、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如深发、民生、浦发等）等多种形式。而且产权结构以公有制为

主体。股份制银行（包括4家上市银行在内）的股权集中度较高而且主要掌握在政府和国有企

业手中（见表 3) ，政府对之有绝对控制力。虽然中国民生银行完全由民营企业投资持股形成，但

其控制权由全国工商联绝对控制，其本质仍属国有。

表3 四大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 （单位：％）

深发展 浦发 民生 招商

国有股 6.44 64.95 。 40.23 

法人股 21. 13 18.45 79.77 33.49 

流通股 72.43 16.6 20.23 26.28 

前5 大股东持股 24.05 32.21 35. 14 37.98 

前10 大股东持股 28.2 38.67 59.09 63.84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资讯网(www. enlist. com) 

在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制银行的股权、且拥有绝对控制权的情况下，政府的
“

主

人
”

意识通常不自觉地强化膨胀。由于国有股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化代表，容易造成产权的

虚置。 内部人控制及地方政府在银行法人治理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银行内部难以建立有效

的治理机制。 使股份制银行与国有银行
＂

殊途同归
＂

，效率低下。

2．董事会功能弱化，难以承担受托重任
一方面，股权的高度栠中及国有股的超强控制使得股份制银行与国有银行一样实行行政级

别制。 由地方政府或控股大股东直接指派的董事长往往只对地方政府或控股大股东负责，却相

对漠视中小股东和存款人的利益利用法定代表人的权威代表董事会及控股大股东直接做出决

策。另 一方面，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缺乏。银行实际经营决策大权主要由董事长及银行的管理层

主掌，直接造成了银行经营信息不透明、内部人控制和操作不规范等问题。 董事会功能的弱化使

其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3．监事会功能弱化，无力承担监督职责

按照制度规定，监事会是在股东大会之下与董事会平行的机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监事会

成员主要来自行政级别相对较低的股东代表与员工代表，他们在党政职务上都归银行董事或行

长领导。 这是一种下级监督上级、内部人监督内部人的体制，所以监事会必然难以有效地发挥监

督作用，结果是监事会往往成为一种不管事的摆设（马蔚华，2001) 。

股份制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严重影响着中国股份制的存在与发展。 虽然从当前看，

股份制银行的状况要比国有银行好一点，但是如果按照现行的速度发展，其问题今后也许比国有

银行更严重。 目前国有银行仍然处千绝对垄断地位，而股份制银行从出生的时候起就只能充当

国有银行的配角，股份制银行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向国有银行挑战，这就使得股份制银行只好向

国有银行看齐，逐渐
＂

拷贝
”

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弊端。

（二）经营运行中的不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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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机制不完善。 除深发行、浦发行、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4家

上市银行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本金以外，其他行大都只能通过私募扩股、留存收益、股东以

部分红利转注资等渠道补充资本，这种资本补充机制已不能适应股份制银行风险控制和规模扩

张的需求。
2．不良贷款的处置缺乏相应的机制。 国家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

处置其不良资产，这大大减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历史包袱，其不良资产将明显下降，相应地使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凸现得更为明显。 如果国家只对国有独资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处

置，对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资产却由其自身处理，难以保证是否股份制银行又会变成另一些国有商

业银行。 从国外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功经验看，都是对所有的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一视

同仁的处置，并且只有这样才可以促进整个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
3．竞争环境不公平。 股份制银行是对原有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但是在以国有银行为主的

银行体系中，面临着一定的不公平竞争。 股份制银行的机构网络太小，市场准入受到中央银行的

严格限制，机构网络的设置较少，在存款资金来源方面难以与国有商业银行展开竞争。 与国有独

资商业银行相比，其资金运用的渠道相对狭窄，资产的安排基本集中千银行贷款，所以导致了资

产的风险比较集中，不良资产的形成概率较高。

三、股份制银行异化的矫正

r
才
4 ,
1i
人，

q
，

（一）完善股份制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无效不在千其机构的设置，而在千没有严格的按照完善的

《公司法》公司治理机构的理念界定具体制度，形成强有力的制衡约束和激励机制。
l．分散股权，明确产权主体

美国投资银行公司治理成功的经验表明，股权越分散，即股权集中度（以前5 大股东持股比

重为衡量指标）越低，投资银行权益资本的收益率越高。 实践证明，“多股制衡
”

是一种较好的股

权结构，它有利于法人治理机构的完善。
通过股权的分散可以引入更多的投资主体，从而使银行所有者的缺位问题得到改观，而且，

股权的分散（股份中的国有股向机构投资者或个人出售、转移是一种重要的形式）降低了非经济

目标主体的股权比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有股股东对股份制银行的非理性干预，从而减少

了政府部门对股份制银行的不合理干预。 股权的社会化有助于股份制银行股权机构的合理化，

使股份制银行可以借助于外部的社会力量，推动法入治理结构的完善。 随着更多的社会股东参

与其中，将对股份制银行的经营决策形成更大的制衡力量。 对于股权的分散，上市是一个有效的

途径，另外可以考虑积极的引进外资，我国商业银行最好引进50％外资股权，由于短期内无法做

到，可以考虑引入10%（许小年，2001)。 通过引入其他形式的投资主体，股份制银行的股权结构

可以得到如下的改观：

1有明确的股东，由股东大会表决

1股份公司的监事会

1董事会（含政府指派的代表）

1管理层向董事会和政府负责

1多个股东约束公司

1股东和董事会

2．引入独立董事

所谓独立董事制，就是在董事会中设立具有完全独立、代表公司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的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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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的
“

经济关系独立、人格独立、利益独立、决策独立
＂

的特点（魏晓琴、滕

园，2001)所以股份制银行引入独立董事制将有助于加强董事会中的权力制衡机制，完善董事会

的职能，保障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3. 强化监事会的功能

为了使监事会更好地发挥作用，应该使监事会成员相对独立千股份制银行行长或总经理 的

领导，避免其受到不必要的掣肘。在必要时可以设置独立监事。另外，监事享有检查公司财务的

权利，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进行监督，监事会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股份制银行的财务。对

银行的财务进行审计，确保银行财务数据的真实，确实发挥好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4. 充分的信息披露

最大化的披露信息现在已经获得普遍接爱。巴塞尔委员会(BCBS) 的《有效银行监管的 核

心原则》(1997年9月）和《增强银行透明度》(1998年9月）对此都十分强调，认为
“

为了保证银

行业务的有效经营，维持一个稳健高效的金融体系，市场参与者需要获得准确、及时 的信息
”

,
“

信息披露是监管的必要补充
＂

。 中国证监会也发布了针对商业银行上市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1 -2号(2000年11月）。 中国证监会要求上市的商业银行必须按照两套标

准（财政部有关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人民银行的5级分类标准）披露资产质量以及内部控

制制度、敏感性会计科目。而且所披露的财务信息必须按照国内外两套审计准则，分别由国内外

两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真实性审核。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本身就是对经理层的一种制衡约束手

段，也是对公司进行市场监督的基础，是股东正确行使表决权的基础。

（二）消除竞争中的不公平因索

首先，在资本金的补充方面，既然国家可以凭借持股部分对股份制银行的经营管理进行控制

（这是国家以股东的身份行使权力），作为股东，同样有义务对资本金进行补充。从另 一 个角度

思考，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优惠也不利于其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为WTO后，对外资银行

实行国民待遇的情况下，对股份制银行的歧视也不利于我国银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 因此，国

家应该对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一视同仁，实行相同的资本金补充机制。从《巴塞尔协议》关

于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的定义和要求看，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尽管核心资本的充足率较高，但是附属

资本的充足率很低。所以，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对策，使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享有相同的附

属资本补充待遇，以提高
”

入世
”

后中国银行业整体的竞争力和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需要。

其次，对千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由于其规模相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不是特别大，没有必要

分别成立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置。可以成立一 个统一 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理， 因为股份制银

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并非是纯粹的经营失误，其中含有很多的制度因素。而且，银行业不良资产的

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现有的不良资产处置完毕并不等于在以后就不会产生新的不良资产。

而且，不良资产的剥离不论对于股份制银行还是国有商业银行都是必要的。在四大国有商业银

行的资产管理公司完成其使命后，其发展方向应该是投资银行（赵盺、薛俊波，2002)。在以后的

发展过程中，商业银行形成的不良资产可以由 一个全国统一 的不良资产处理公司来处置，其服务

对象即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也包括股份制银行。 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商业银行整体的竞争力并

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另外，中央银行应该放宽对股份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从股份制银行的机构设置来

看，是以经济区域为标准设立的，其机构的 设置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考虑了不同地区的成 本收

益。中央银行对于其机构设置的过多限制必然妨碍其健康发展，不利于其向规模经济过渡，也不

利于其竞争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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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宏观金融环境和公平的竞争体制，而股份制银行的发

展又可以促进我国金融体制走向多元化，克服
”

大一统
“

银行体制的缺陷。 股份制银行的良性发

展也可以提高我国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使我国的金融业更好地应对
“

入世
”

的挑战。 从这个角

度讲，完善股份制银行的治理结构，为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不仅是股份制银行发展的需要，也

是提升我国银行业整体水平的需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完善股份制银行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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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issimilation and Rectification 

of Joint-Stock Banks 

XUE Jun-bo,TENG Yuan 
(Finance Department, Ecorwm比s Institute, Ocean University of Qingdao,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y came into being, joint-stock banks have made a helpful attempt to intro

duce modem management, promote financi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have obtained excellent effects 

as well. Meanwhile, the system of joint stock has become the train of thought for state-0wned commercial 

banks. However, we couldn't ignore the dissimilation of joint-stock banks occurred in their operation. If 

these problems cannot be seriously solved, joint-stock banks may suffer from the malpractice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state-0wned commercial banks. As to the reasons of dissimilation of joint-stock banks, 

the paper analyzes from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environments, then it points out 

that the rectification and prevention of the joint-stock banks are to perfect their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eliminate those unfair factors in competi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ir health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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