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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总结入世一年多来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新进展的基础上，从金融开放度、金融竞争度、金融冲

击度三方面理论与实证分析了银行业开放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并就银行业开放提出相应的金融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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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业开放的最新进展与现状

根据入世承诺，我国在银行业开放方面至今已出现了以下进展：（1）市场准入。 根据国务院

2001年公布的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资金融机构在满足审慎性准入条件的前提下，

可以在中国境内任何一个城市申请设立营业性机构。 同时，取消人民币业务市场准入时对外资

金融机构设定的业务规模数量指标，只规定申请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金融机构须满足3个基本条

件：在华开业3年、连续2年盈利和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审慎条件。(2)机构设置。2002年2月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管理办法》，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

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 将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一起作为使用对象，体现了WTO的国民待

遇原则。 但外资银行在中国还主要是单元制，跨省区设置分支机构尚有困难。(3)业务地域。

2002年以来我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经营外汇业务的地域限制，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城市

从上海、深圳扩大到天津、大连、广州、珠海、青岛、南京、武汉9个城市。 到2003年8月，允许经

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已增至73家。 (4) 业务对象。 外资银行经营外汇业务的客户限制在

2002年初就已取消，亦即外资银行除了原先对外国客户可以提供外汇业务外，现在也可以向中

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 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对象，目前还仅限于三资企业。 按照承诺，入世后

2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 (5) 机构数量与规模。 入世第一年已受理 4

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行的申请，批准了14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代表处。 到2003年8月底，外

资银行在华共有营业机构187家，其中外资银行分行154家，下设支行10家，外资法人机构16

家，分支行及附属机构7家；外资银行总资产达437.36亿美元，其中人民币资产总额为599.32 

亿元气 (6) 外资入股中资银行。 外资银行参股渗入国内商业银行，是近年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又

一重要进展。 尽管在入世承诺中没有提及外资参股国内银行的条件和比例，《外资参股国内商业

银行管理办法》也正在制定之中，但外资参股、收购国内商业银行巳拉开序幕气

二、银行业开放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分析

1. 银行业开放与金融开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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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开放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是外资银行大量进入以后引起的金融竞争、制 度冲击和政

策干扰（下文将对它们分析）。 就一般而言，银行业的开放度越大，金融的竞争会更激烈，对金融制

度与政策的冲击 也会增大，因而金融风险也就越大。 可是，从东南亚 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看，银行业

开放的程度与银行机构的脆弱性呈负相关关系。 银行业开放程度越高，银行机构质量就越高，其脆

弱性反而越小。 例如，新加坡、香港特区的银行业开放度较高（外资银行占银行总数的比例 分别为

0. 63和0.83)，银行机构质量较高（高盛评分分别为3.5和4.0，低于平均分数4.47)，银行脆弱性也

较小（高盛评分分别为8和7，小于平均分数13. 6)。 相反，银行业开放度越低，银行机构质量也越

差，银行脆弱性就越高。 例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银行业开放度较低（外资银行占银行总数的比例

分别为0. 17和0.48)，银行机构质量较差（高盛评分分别为4.6和5.2，高于平均分数4.47)，银行脆

弱性也较大（高盛评分分别为15和22，高于平均分数13.6)气其中的原因 在于应当区分银行业开

放过程中所处的阶段 。 在 银行业开放的初始阶段，内资银行机构还未能适应开放所造成的竞争与

冲击 ，或者说对这种来自外界的竞争与冲击 还没来得及作出充分的准备，这时如果银行业的开放度

过高，国内金融业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但到了开放的成熟期，由于经过了较长时期 的优胜劣汰，

生存下来的金融机构自然是质量较高、抗风险能力较好的机构。

银行业的开放度是衡量一 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可以用外资银行在华资产占

银行体系总资产的比重来测量。 以此来计算，近 3年我国银行业的开放度如表1 。 从表1来看，

近 3年我国银行业开放度看似增大，但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提高。 入世的第一年(2002年）外资银

行在华资产占银行体系总资产的比重 反而从上年的2.4％下降到1. 9%。 但从全球来看，我国银

行业的这种 开放速度属于较快之列。 许多发达国家虽然加入了WTO，签署了服务贸易条款，但

迄今为止仍未对外资银行开放本币业务，并对外资银行实行地域限制。 我国银行业开放度低于

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比例，但与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 相近（见表2) 。

表1 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度

2000 2001 2002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数 191 190 181 

在华资产总额（亿美兀） 343 452 372 

在华资产总额／银行总资产 2.0 2.4 1. 9 

在华人民币资产总额（亿元） 293 450 477 

在华人民币资产总额／银行总资产 0. 2 0. 3 0. 2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2年。2002年在华资产总额为6月末数，人民币资产总额为9月末数。

表2 银行业开放度的国际比较

国家或地区 开放度（％） 国家或地区 开放度（％） 国家或地区 开放度（％）
中国 1. 9 哥伦比亚 5 巴西 30 

泰国 2 印尼 16 马来西亚 6 

墨西哥 2 新加坡 62 智利 25 

委内瑞拉 2 中国台湾 9 阿根廷 10 

俄罗斯 6 韩国 23 中国香港 69 

美国 3 意大利 1 英国 19 

澳大利亚 5 瑞士 1 德国 25 

比利时 5 挪威 1 西班牙 31 

加拿大 7 法国 8 新西兰 91 

注：1.某家银行50％以上的所有权属于外资，则该银行统计为外资银行。

2．中国为2002年数据，其他国家或地区均为1995年数据。

资料来源：转引自米建国、李扬、黄金老：《中国银行业服务市场开放面临的挑战》，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调查研究报告》2001年第1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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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银行业开放与金融竞争度

银行业开放影响金融安全的最主要方面是来自于外资银行的竞争。 外资银行相对于中资银

行而言，先天具有体制优势（不受政府干预）、规模优势（资金实力雄厚）、经营优势（自主创新）、管

理优势（良好治理结构）、人才优势（高薪、高素质），这已足以构成对中资银行的竞争威胁。 然而，

由于政策原因，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还享受
“

超国民待遇
＂

（见表3)。 正是这种优势和超国民

待遇，外资银行在中国入世的一年多时间已显露出其强大的竞争力。 从已发生的事例来看，外资

银行一是利用中资银行不能满足的业务争取优质客户，如南京爱立信公司
“

倒戈
”

事件是外资银

行利用中资银行无法满足的无追索权应收账款融资业务而竞争到一个优质客户，杭州
”

庆丰印

染
”

事件是外资银行利用优厚于中资银行的结算业务而取得了大客户；二是外资银行利用银行中

间服务收费的国际惯例而将小储户拒之门外，如花旗银行小额存款收费事件；三是外资银行利用

外汇贷款可以结汇但中资银行不能的政策待遇，吸引了三资企业向外资银行贷款以套取利差，从

而使自己的外汇贷款市场份额增加。 由于竞争的加剧，银行业原有的垄断利润在竞争中逐渐被

新进入者瓜分，致使金融利润率降低，影响国内银行的信心以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表3 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享受的“超国民待遇”

中资银行 外资银行

营业税率为5%；所得税税率 营业税在特区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减免；
税收待遇 为33%；城建税及教育税附加 所得税税率为15%；免征

（所得税的10%）。 城建税及教育税附加

收费政策 不能对小额存款收费，也不得收取 可以对小额存款收费，也可以收取贷
贷款管理费、承诺费之类的费用 款管理费、承诺费之类的费用

同业借款规定 除不超过4个月同业拆借外， 除不超过4个月同业拆借外，还可向中资银行
不能同业借款 筹措为期1年以上的同业借款

会计政策 遵循中国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遵循各银行母国会计制度

外汇贷款结汇管理 外汇贷款不得结汇 外汇贷款可以结汇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金融竞争一般用市场份额和行业集中度两个指标来反映。 首先计算市场份额，我们选取资

产总额、存款总额贷款总额和利润总额这4个指标对各种类型的银行进行分析（见表4)。 可以

看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总额、存款总额、贷款总额、利润总额竞争中占绝对优势，而外资

银行所占市场份额都很小。 其次本文选用行业集中率指数(CRn)和赫芬达指数 (HHI) 测算中国

银行业竞争度气从表5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两个指数2001年比2000年均有所下降，表明国内

商业银行的竞争增强。 不过，通过与金融业发达国家银行业的竞争度比较，我国 C凡和 HHI 仍

然较高，竞争明显具有寡头垄断特征。

表4 中国商业银行业务规模与市场份额（止2001年末） 单位：亿元，％

资产总额 （％） 存款总额 （％） 贷款总额 （％） 利润总额 （％）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122 077 77. 06 97 363 80. 68 7 0578 81. 25 149 55. 19

股份制商业银行 23 865 15.07 15 861 13. 14 10 491 12.08 81 30.00 

城市商业银行 8 730 5. 51 6 817 5.65 4 258 4. 90 24 8. 89

外资银行 3 736 2. 36 641 0. 53 1 539 1. 77 16 5. 93

总 计 158 408 100. 00 120 682 100.00 86 866 100.00 270 100. 00

资料来源：《2002年中国金融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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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随着外资银 表5 中国银行业竞争度

行的进入，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程

度虽有所增强，但由千其市场份

额还很小，四大国有银行寡头垄

断竞争特征明显，所以总体上来

说，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银行

集中率指数(CRN)n= 4 赫芬达指数(HHI)

2000年 2001年 2000年
资产总额 0. 7 987 0. 7 987 0. 1 719 

存款总额 0. 8 375 0. 8 375 0. 1 913 

贷款总额 0. 8 334 0. 8 334 0. 1 914 

利润总额 0. 6 574 0. 6 574 0. 1 852 

业的竞争冲击不大。 当然·仅就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1、2002年）。

2001年
0. 1 639
0. 1 810
0. 1 852 
0. 1 199 

外汇市场而言，外资银行外汇存款、 外汇贷款、国际结算的市场份额目前已分别占到10%、25%、

40％左右，由此产生的这一领域的竞争力不可小视。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外资银行进入带来的金融竞争程度加剧是否一定会影响到内资

银行的安全？ ＂狼来了
”

是这一问题的通常答案，但也有
＂

纶鱼效应
”

之说。 那么，银行业开放导致

的外资银行准入究竟是对国内银行起到一种
“

鲸鱼效应
”

还是落入
“

破窗理论
”

？我认为，问题的

答案取决千国内银行的风险度。 如果国内银行本身已积累了很高的风险，基础脆弱，那么面对强

大的外资银行的竞争与挑战，自然是不堪一击；但如果国内银行自身稳健，遇到前来挑战的外资

银行反而进一步激活。 可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却是前者。 目前，国内银行（主要是四大国有商业

银行）的风险状况集中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资产质量低下，但资本充足率和呆账准备金计提不足。

如表6,4家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虽有一定百分点的下降，但比例仍高达20％上下。 而每年提取

的呆账准备金有限，工商银行在2001年和2002年都未达到财政部计提标准。 4家银行的准备

金覆盖率更低，最高的中国银行也只有20％左右，而国外商业银行这一比例一般在50%�60%。

除中国银行外，其余3家银行都未能达到资本充足要求。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 2002年各大银行

的资产利润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的大银行比有很大差距。 从银行

安全性来看，4家国有银行的风险度较高。
表6 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状况（％）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2001 2002 2001 2002 2001 2002 2001 2002 

盈 资产利润率 0. 134 0. 130 0.045 NA 0. 102 0.082 0. 188 0. 139

＄ 净资产收益率 3. 04 3.47 0. 86 NA 3. 76 4. 31 4. 81 4.01 

婴
资本充足率 5. 76 5.54 1. 44 1. 44 8. 30 8. 15 6. 88 6.91 

不良贷款比 29. 78 25.69 NA NA 27. 51 22.49 19.21 15. 17
性

呆账准备金比例 0. 66 0.86 NA NA 1. 36 1. 42 1. 25 0.87 
價 准备金覆盖率 2. 20 3. 37 NA NA 16.80 22.09 6. 55 5. 78

注：资产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均按税后净利润计算，不良贷款按五级分类法统计，准备金覆盖率即呆账准

备金占不良贷款的比率。

资料来源：各银行年报。

3. 银行业开放与金融冲击度

(1)制度冲击。 从表面上看，银行业开放仅仅是银行服务的开放，但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的

开放。 国内计划金融制度面对西方市场金融制度的冲击，必将引起国内制度性的急剧变革。 在

这当中，冲击最为集中的一是国内现行的金融分业经营、 分业管理制度，二是利率管制和汇率管

制制度，三是国有银行产权制度。 这种由开放带来的制度冲击不同千过去国内的制度改革。 国

内金融体制改革我们是主动的，是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而开放带来的制度冲击我们是被动的，

是没有石头可摸的。 前者是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后者则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我们的改革进行

了20多年，还远没有将计划金融制度转向市场金融制度，而开放带来的制度冲击将可能在短时

期内彻底转变计划金融制度。 如果说加入WTO我们承诺的仅仅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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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泰国 韩国 印度

资料来源：各银行年报、 CEIC。

图1 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不良贷款比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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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银行年报、 CEIC。

图2 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呆账准备金
计提比例和准备金覆盖率比较

开放带来的制度冲击最终将可能使金融开放向着更纵深的方向发展，而且还不论我们是否愿意。

我个人认为，银行业开放对金融安全的影响最担忧的就是对制度的冲击。 因为这种冲击，控制不

好，立即就表现为金融制度的动荡，造成系统性的金融制度危机。

(2)政策冲击。 银行业开放还将通过干扰货币政策降低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影响金融安

全，这主要体现在：第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变化，政策控制力减弱。 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通

过银行传导才能对实体经济起作用。 外资银行作为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结点，货

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一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

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 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

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 这必然会弱化货币政策效应。 第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失真。 目

前，外资银行存款尚未计入我国货币供应量，这在当前仍以M1、队为中介目标的情况下，外资

银行业务量的扩大，会导致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偏差增大。 第三，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

减弱。 目前中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等。 银

行业开放除了有助千增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效果外，对其他货币政策工具都有抵消

作用。 首先是利率。 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完全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市场份额的增加

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增大。 结果必然会减弱中央银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备金。 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比较小，它们既有从国际

金融市场融通外汇资金的优势，同时也能够方便地从国内银行获得人民币资金。 由于同业资金

不要求缴存存款准备金，因此，外资银行的发展将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 三是再贷款、再贴

现。 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外资银行不是调控对象。 银行业

开放意味着再贷款、再贴现工具传导的范围和程度相对缩小。

综上所述，银行业的开放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金融开放度。 随着我

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深入，以金融相关率表示的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运行状况、金融

的风险度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也正在日益提高。 目前我国的金融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银

行开放还只是表现为金融服务业的初步开放，所以总体上开放度还不高，由此对国家经济安全的

影响还不显著。 二是金融竞争度。 外资银行凭借其强大的竞争优势与在华的
“

超国民待遇
“

，已

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外币存贷款和国际结算业务方面对中资银行构成较大威胁。 但总体上看，

由于外资银行市场份额还很小，短期内难以改变四大国有银行寡头垄断竞争的局面，所以外资银

行的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的业务竞争冲击不大。 三是金融冲击度。 银行业的开放通过影响货币政

策传导机制、中间目标、政策工具效用等，加大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当

然，这种影响目前也是初步的。 相对地，银行业开放对现行我国金融制度的冲击，是当前银行业

开放所面临的最大也是最为现实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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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银行业开放的金融安全策略

1. 循序渐进，有步骤、有控制地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一 项基本国策。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 但是，我国当前的状况是： 一方面经济持续高

速增长，但另 一方面经济金融基础又十分脆弱。 构成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企业产权软约束，经济

效益不理想；构成金融微观基础的银行同样是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银行资产质量低下，不

良债权情况严重；既未建立有效的企业内控制度，又没有外部健全与完善的监管体制。 在这种背

景下，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一定要慎重。 当前，我国正处于入世的过渡期，现在能做的是如何灵活

运用《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条款，对国内银行业实施适度保护。 由千银行服务业的特殊地位，如

今各国在开放过程中给予银行业一定的保护已成为国际惯例。 即便是发达国家，对银行业的开

放也是慎之又慎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与做法，我国在对外资银行进入方面，应该：（1）适当控

制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总数以及分支机构数量；（2）资产增长及规模的限制；（3）限制外资银行

对中国银行业的股权持有。 通过这些保护性措施，确保中资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份额，以防止外

资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经营或控制。

2. 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推进对内开放。 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是银行业开放中相辅

相成的两个方面，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前提。 银行业的对内开放就是要彻底破除各种行政管

制，真正实行市场金融体制。 具体说，就是要放松对银行的管制，降低银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准

许民营资本进入，取消各类经营性银行的行政级别，改变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政任命方式，放

开银行经营上的自主权和财务上的支配权，减少直至取消银行业务与产品的创新限制，改金融机

构监管为金融功能监管，放松对金融市场的行政管制。 可是，目前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与对内开

放不平等，外资银行反而在国内能享受
“

超国民待遇
＂

。 这实际上抑制了国内银行业的成长，使国

内银行在竞争中不利。 这种局面不改变，最终会影响到国内金融业的安全。

3. 转变监管重心，强化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监管和风险监管。 银行业开放使外资银行成为我

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安全运行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安全。 目前外资银行

的经营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营运资金不到位、多存少贷、转移在境内营业获取的利润、少交

存款准备金以及片面追求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的中间业务、不公平竞争等，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国内金融秩序的混乱。 而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限制方面，缺乏对外资银

行的业务监管和风险监管。 随着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地域限制的逐步放松甚至取消，外资银行

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将会有较大的增长，在继续坚持准入严格把关的同时，必须加大对外资银行的

业务监管和风险监管力度，确保外资银行的安全运行，有效控制外资银行的风险。 第一，对外资

银行实行法人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实行单元制监管，即同一家

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的总部和不同省市的分支机构分别受监管总部和当地分支机构的监管，监

管成本较大。 因此，随着外资银行数量的增加，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应逐步转向以法人监管为主，

属地监管为辅。 第二，加强外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使外资银行受到我国和母国监管部门的双重监

督，减少金融风险。 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我国可在外资银行监管的立法中规定，任何一家

外资银行都要毫无例外地受到母国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而且这种监管是建立在统一和综合的

基础之上的。 这样既能体现《巴塞尔协议》中的
“

母国监管
“

原则和
“

综合监管
“

原则，又能弥补外

资银行监管中存在的漏洞。 尤其是在外资银行设立的程序方面，应规定必须得到我国和母国监

管当局的双方同意。 这样就可以发现并阻止那些不稳健经营机构的跨国设立，避免给我国带来

潜在的金融风险。 第三，建立科学的外资银行监管指标体系，防止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进和流

出。 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资本协议》的原则，通过建立以资本充

足率、资本质量、清偿能力、贷款集中度、外汇风险、表外业务风险和国家风险为主要内容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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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以及实施综合并表监管，提高以风险为本的持续性审慎监管能力。 第四，完善与健全对

外资银行的监管法规。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主要依据《中国入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

及《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法规，前两者本身在监管立法上就不甚完善，后者虽然在2002年

公布了新的条例和实施细则，但毕竟只是行政法规，权威性不够。 因此，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制定
一部我国的《外资金融机构法》很有必要。

4. 保持国内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国内银行的综合竞争力。 鉴于

目前我国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脆弱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所以防范外资银行

大量涌入的风险其最根本的立足点应放在国内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上。 脆弱的国有银行体系

之所以还没有倒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这些年来国内经济快速增长有关，经济快速增长使得新

增存款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而快速增长。 然而，问题在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后劲在减弱。 经济增

长率如果不上去，不能维待高速度，那么原先在高速增长隐藏下的金融风险必将充分暴露，所以

保持国内经济适度增长已是我国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与此同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

国内银行的综合竞争力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当务之急。 国有银行既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又

是中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所以在今后的3~5年内必须把我国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成

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能力的现代化大型商业银行。 为实现这一目标，应抓紧对国

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 改革思路与重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1）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

要求，从产权制度上分步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2）要通过多种渠道，如通过金融企

业自我积累、财政增资、发行长期金融债券以及上市募集、增资扩股等方式，增加国有独资商业银

行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比率；（3）借鉴国际会计准则，修改银行业会计制度，调整会计核算标准，

如实核算应收利息，提高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的真实性；完善和推广贷款质量的
“

五级分类
“

制度，

通过清收、加速呆账核销等途径，降低不良贷款存量，通过拓展业务空间、优化资产结构等减少不

良贷款增量。

5. 构建判断金融安全的指标体系。 银行业的对外开放直接与金融安全有关，但单独建立一

个判断银行业开放的金融安全指标体系没有实际意义，而应该是建立一个能全方位反映国家金

融安全状况的完整的金融安全指标体系（王维安，2000)。

注释：

O王兆星：《外资银行监管思路与实践》，《中国金融》2003年第20期。

(2)2001年11月，先是由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一一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参股南京城市商业银行

15%；同年12月， 有香港汇丰银行等3 家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上海银行18% ;2002年9月，加拿大丰业银行等

多家外资金融机构共同 参股西安商业银行24. 9%。

＠徐振东：《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开放的经济金融效应分析》，《世界经济》2001年第12期。

＠两个指数的计算公式参见焦瑾璞：《中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2年版，第79页。

＠新加坡在1969年5月宣布开放国内银行业市场时，对外资银行进行限制，尤其是开展本币业务的限制。 再例

如，加拿大法律规定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占银行体系总资产的比重不能超过8%，或总资产的数趾不能超过110

亿加元。 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据美国财政部的研究显示，在135个 WTO成员中，对外资银行没有明显限制 的

只有13个，参见米建国、李扬、黄金老：《应对WTO，完善银行服务市场基础》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1

年第1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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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s that, as a whole, there exists slight scale diseconomy, but from the aspect of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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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three State-owned banks, which shows that there exists a U-shaped average cost 

curve in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For the first time, we introduce the value of T which repre

sen ts technology progress into the model, the result of which shows that technology progress 

can reduce bank cost, which is especially the case with joint-equity commercial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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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summarizing the new development in the opening-up of the banking indus

try in China since its entry into the WTO, the paper makes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

lyses on the influences of opening-up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on financial security of the state 

from such three diversified perspectives as financial opening,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and fi

nancial impacts, and then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or maintaining finan

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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