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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证券业务发展对银行储蓄的影响

随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探化 ， 证券市场逐步得到发育。 迄今已推出国阵券、 正点
建设证券、 国家建设侦券、保值公债、 金融债券、特种国债、 企业侦券、股票等几十种证
券， 全国发行数量累计达2000 多亿元。 从发展趋势看， 我国证券市场将得到进一步繁荣， 特
别是随右企业侦券、 股票发行的增多， 证券交易将更趋活跃。 那么 ， 证券业务的发展会给银
行帖褂带来什么影响？作为银行储蓄部门应如何面对这一 问题？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般认为 ， 证券业务的发展对银行储蓄增长的影响是消极的， 甚至造成银行储蓄 “ 搬
家”而使悄祈额减少。 证券山千收益比较高（比如 ， 企业侦券的利息率较银行储畜的问期l1iJ档
利率高出 20 ％左右， 国库券的收益率也较银行储蓄高得多）， 对社会公众有更大的吸引力。
特别是企业股票作为 一种新的证券， 近年来正越来越为我国有关人士关注。 尽管股票被困际
公认为足一种高风险投资 ， 但她可观的风险收入 ， 对社会公众是具有吸引力的。 目前 ， 我国
企业股份制改革尚处于试点阶段， 各地都把效益较好、 有较大发展前途的企业列入试点。 一

般来说 ， 股票投资的风险较国际上一般的概念会小得多，相反， 其收益率却要高得多。 其对
社会公众的吸引力也较强。 因此， 通常认为， 在公众收入既定的情况下 ， 证券业务的发展往
往会造成银行储蓄的流失。

但是 ， 证券业务的发展给银行储鲨船来的消极影响是表面的 ， 这种影响全多只能在某时
某地发生， 或者说， 只可能是一 种局部的现象。 同时， 在这一结论中关于 “公众收入既定”

的假设坠不可能成立的 ， 而只要公众收入增长 ， 银行储蓄的增长就有了源泉。 这是由不同的
公众贝付不同的投资偏好所决定的。 因为 ， 随蓿经济的发展 ， 社会公众收入增加， 在金融资
产多）心化的情况下 ， 尽管证券因收益较高而更具吸引力 ， 但是 ， 银行储蓄安全性更高， 对社
会公众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面且， 就多数人而言， 当他在作出金融投资决策时， 既要考虑
资金的盈利性 ， 又要考虑其安全性。 也就是说， 他既热心于投资证券， 又不放弃储蓄。 囚
此 ， 社会公众收入增加的部分， 除用于增加消费支出外， 剩余部分将同时出现四种流向， 一

种是流向证券市场， 另 一种则流向银行储蓄。 事实上 ， 证券业务的发展给银行储蓄带来更多
的总积极的影响。

首先
，

证券业务的友展 ， 促使银行储蓄祁门着力改善服务， 提高句身的竞争能力。 如前
肵述 ， 证券的价格竟争能力或收益率较银行储畜为高， 因此， 银行储祜部门在价格竞争中处
于劣势 ， 为了能在吸收礼会闲散资金的竞争中稳居 一席之地， 银行储战部门吼有通过改善服
务 ， 增强非价格竞争能力米实现。 而改善服务， 提高服务质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 一种必然趋
势 ， 也凡礼会公众付各类服务部门的客观殁求。 近仆来， 银行估谄部门的服竹匝早{.J J飞 较大
的批 1：：：八仙；，名品种也不断钉所扎，祈， 从某种总义上说 ， 这与证券业务发展以及所形成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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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是密切相关的。 而正是由千储蓄部门服务顽错的提高， 使储蓄对社会公众的吸引力有所
增强， 因此 ， 尽忤由于证券业务的发展选成了局部的银行储蓄 “搬家” ，但是， 银行估蓄仍
然得到较大的发展。

其次 ， 证券业务的发展 ， 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未了良好的契机 ， 最终抒使银行储蓄的储
源增加。

从国侦发行角度来看。 目前国债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众所周知 ， 经
济生活的活跃与否 ， 对基建投资规校的大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 一点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经济发展过程即可得到印证。 当基建规膜扩大时， 经济发展迅猛， 而当基建规模缩小时 ， 经
济发展速度立即放缓。 从实践情况看， 我国发行国债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弥补财政投资资金
的短块。 其对扩大基建规模的影响是直截了当的 ， 因此 ， 国侦的发行， 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发
展 ， 扩大就业机会 ， 增加社会公众收入， 从而使银行储蓄增加。 这一 过程可简单表述为： 国
侦发行个➔基建规模个今就业个➔社会公众收入个今储源个( “ 个 “ 表示 “ 增加” 或 “ 增
长” 或 “扩大” ， 下同）。 nJ见 ， 从国侦发行角度考察， 其对银行储葛的影响是积极的。

再从企业开展证券融资（含发行企业债券或股栗）的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 ， 企业是经济
的细胞。 国民经济允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在于企业的活力。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
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 因此 ， 我国国民经济是否具打生机和活力 ， 取决于众多国
有企业搞活与否。 从实践效呆来看， 企业开展证券融资对转换企业经世机制、 增强企业活力
有百利而尤一 害。 例如， 企业侦券的发行使企业的融资方式易位， 即从通过金融部门的间接
融资转向面对公众的直接融资， 企业因此面对众多侦券持有者而使其压力感增强 ， 为了维护
企业的信誉， 发行债券的企业将更加重视改善经营管理， 并力促通过发行侦券筹集的资金尽
可能得到最大幅度的增值。 因为这样才能使其较从银行获得的资金信贷更高的妹资成本得到
补偿。 这无疑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活力。 而且， 目前在我国被允许发行侦券的都是那些效益较
好、经济实力较强、资金有较理想用途、 并迫切需要资金的企业， 通过债券的发行往往能给
其增加新的动力。 而当企业得到进 一步发展以后 ， 职工收入也会增加；同时 ， 广大企业债券
持有者也得到了 一定的收益， 从而使银行的储源增加。 至于发行企业股票 ， 对促进企业经营
机制的转换具有更明显的效果 ， 其结果对银行储源增加的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 这一过程也
可简单表述为： 企业侦券（股票）发行个➔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个今企业活力个➔职工收入个
➔储源个。 可见 ， 从企业开展证券融资角度考察 ， 证券业务的发展对银行储蓄增长的影响也
是积极的。

其三 ， 证券业务的发展 ， 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社会公众的储蓄愈识增强。 从事证券投资者
一般均以追求高收益为主要目的。 但是， 零星资金投资证券耍获得高收益是难以实现的。 也
就是说 ， 证券投资本身存在投资规模效益问题。 证券投资规模效益就是说 ， 只有当证券投资达
到 一定的规模 ， 其高收益的目标才能实现。 否则， 尽管对证券小额投资（比如几百元）可能
获得较银行储蓄为高的收入， 但从安全性考虑 ， 证券投资收益高出银行储蓄利息的部分是不
合算的。 因此， 为了达到高收益的目标 ， 社会公众会尽显减少消费支出 ， 而把更多节余的收
入仔入银行 ， 以积累 一定数湛的资金投资证券（包括购买债券、股禀）。 可见证券业务的发
展虽然可能改变部分公众的投资偏好 ， 但是 ， 在其经济收入有限的情况下， 这部分社会公众
为了能满足其投资偏好 ， 必须首先从增加银行估蒂做起。 因此 ， 从这个角度考虑， 证券业务
的发展对恨行储甚的影响是积极的。 （下转第急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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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问题之规定， 设想是好的但没有实质性内容， 因为实践中试点地区的所谓财政多得部分

并没有清晰的政策与数量界限。

（三）面对现实的政策选择： （l）全部折旧免征两项基金。 折旧是企业进行更新改造

和保证企业简单再生产的基本资金来游， 理应留给企业自行支配， 全部折旧免征两项基金应

作为增强企业更新改造能力与发展后劲的措施尽快实施。

(2)制定选择合理的加速折旧办法。 加速折旧通常指企业对固定资产尽快提完折旧以

加速回收投资的 一 种做法。 税利分流＜＜试点办法＞＞允许企业新借款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投产

后实行加速折旧是一 项增强企业技改能力、 还贷能力与发展后劲的有效措施， 应尽快制定选

择合理的措施和办法加以实施。

(3)调剂使用更新改造资金。 由于企业对更新改造资金的需求程度与时间不尽相同，

更新改造资金在提取与使用上存在着数狱差和时间差， 所以客观上存在对更新改造资金调剂

使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历史上我国曾根据实际需要调剂使用过更新改造赁金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果。 重庆对固定资产原值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在原折旧率的尪础上增提1.5%， 增提部

分的30％由市里集中财政调剂使用；70％山企业主管部门管理使用。 财政调剂使用的更新改

造资金大部分用于短平快的小型技改项目， 小部分作为大中型项H的部分资金来游， 斛决f

一些实际问题并起到了凋剂余块的作用。

(4)给税利分流试点地区和试点企业以政策优惠1-J资金支抖。 实践中税利分流试点地

区与非试点地区的利益差以及试点地区中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的利益差使试点地区和试点

企业明显感到试点吃亏，这不仅影响了试点税利分流的积极性，也影响了税利分流的进程。 为

了推进税利分流调动试点税利分流的积极性， 应给试点地区和试点企业以较为优惠的政策

与必要的资金支持， 使税利分流＜＜试点办法＞＞中 “试行税利分流办法后， 地方财政多得的部

分， 全部留给地方财政， 以解决试点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之规定有实质性内容并落到实处，

至少也要为试点地区和试点企业提供与非试点地区和非试点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 否则税利

分流是没有出路的。

综上所述： 税利分流政策解决了试点中存在的 一 此实际问题， 但也有 一 些问题没h 涉及

到从而影响了税利分流改革的进程， 为此必须对税利分流政策进行再调整与再选抒， 以保证

税利分流实践的顺畅进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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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 证券业务的发展对银行储蓄的增长具有积权的衫响， 可以说已经得到了买践的印
证。 这里不妨以深圳、 上海两地的实践情况为例。 近年来， 深圳、 上海积极推行企业股份制
改革， 目前已成为国内最活跃的证券市场。 据有关资料， 尽管这两地居民投资股票活跃， 但
银行储蓄并未因此出现过下降；相反还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例如，1991年探圳市在新增11家

上市股份公司的怕况下， 年末城乡居民储裕存款余额仍较上年增长54.4%（参见＜＜深圳市统
计局关千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总之， 证券业务的发展对银行储蕃的影响是积极的， 它将给银行储裕的增长带来许多新
的契机。 作为 一 个不可抗拒的商品经济规律， 我国证券市场将不断趋于繁荣。 为此， 银行储
蓄部门必须进 一 步更新观念， 不要因证券的发展可能迅成局部的银行储谘＂搬家”而对银行
储蓄的增长产牛悲观怕绪， 而要进 一步振奋粘神， 积极探J适应这气 － 商品．硌济观往的方式、
方法， 不l钊拓宽估游， 努力改芮服务， l讨强自身打吸引计会闭散资令中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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