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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和银行：协同发展相得益彰(王卉彤；2004年3月15日)

文章作者：王卉彤

近日热销的华夏现金增利基金是继2003年12月30日，通过“变身”破壳而出的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后，短短2个月内亮相市场的第7只

货币市场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发行的密集程度和市场认同情况表明投资者对货币市场基金需求相当强烈。 

巨大商机下的互依互存 

面对货币市场基金巨大的市场机会，各家商业银行在暂时自身推行货币市场基金还不成熟的情况下，选择了为基金公司承销货币市场

基金，以获取年0.25％的营销服务费和年0.1％的托管费；同时规避短期存款流失其他银行。由于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短期货币工具，

商业银行一直在积极争取发行和运作货币市场基金。无论是在基金公司发行货币市场基金之前还是之后，商业银行和基金公司一直都在进行

对该市场的争夺，而且可以说是相当激烈。但在现有金融环境下，为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基金和商业银行开始竞争中的合作，成为紧密团

结的合作伙伴。正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所指出的，“要完善银行、证券、保险监管体制，

加强相互配合，强化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健运行。” 

相互配合“是政府指导金融工作时所极力倡导的，也是各金融主体谋求发展所必须的。我国现有的金融市场是处于转轨中的金融市场，

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各金融主体不能等到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才考虑推出新的举措，而应该在现有情况下，相互协调冲突的利益，资

源共享，求得共生共赢。 

现有情况下如此，长期又会怎样呢？众所周知，虽然基金拔得货币市场基金头筹，但如果要大面积铺开又面临基础市场的制约。根据

国外经验，货币市场基金大多由商业银行管理，否则货币市场基金往往难以获得长足的发展。因此，我国最终会妥善解决货币市场基金的发

行模式，让基金公司和商业银行都合理合法地参与到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行中。商业银行以何种方式介入货币市场基金，会直接影响到下一阶

段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趋势和市场格局。但两者无论在客户群还是运作方式上都有较大的差别，两者之间不是单纯的对立竞争关系。 

“蓄水池”与“产品延伸”双重身份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商业银行和基金公司各有特点，基金公司发行的货币市场基金主要作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中转换风险

的工具，后者则是作为银行产品的延伸，面向储户。对基金公司来说，推出货币市场基金是为了尽快形成相对完整的基金产品线，打造品类

繁多、风格各异的基金产品。完整的产品线对于一个成熟的基金管理公司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拥有了完整的产品线，那么无论市场处于

何种状况，基金均能从容应对，风险承受能力将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基金公司发行的货币市场基金实际上是基金公司的”蓄水池“。一方面，

使从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等基金中赎回的资金仍然停留在基金管理公司体系内。例如，2003年上半年股票型基金被大量赎回时，赎回

的资金一般都撤出了基金业，回流到银行体系。此时如果有货币市场基金，则可以截住或部分截住这部分资金，使其仍然滞留在基金业内。

另一方面，为储蓄资金或短期资金进入基金业提供一个熟悉适应基金业的过程，以便股票基金和债券基金出现投资机会时迅速介入。由此可

见，货币市场基金更多的是基金业发展的完善与补充。 

对商业银行而言，推出货币市场基金有利于商业银行利用其对货币市场更为熟悉，客户资源得天独厚等优势，逐渐开拓财富管理和资

本市场相关的中间业务，实现商业银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改变商业银行收入过分依赖存贷差的局面，增加商业银行业务的广度、深度和弹

性。当前虽然银行不能发行和运作货币市场基金，但实际上已经逐步潜行到该领地：2003年5月南京市商业银行与江苏省内其他10家商业银

行共同发起成立的银行间债券市场资金联合投资项目，7月南京市商业银行、大连市商业银行等6家银行进行跨区合作，共同发起设立的银

行间债券市场资金联合投资项目。这些银行在政策限制下不断“变身”潜行的行为表明银行涌动的创新欲望及其拓展金融交叉领域业务的渴

望。所以说，银行涉足“货币市场基金”，从表面上来看是与基金公司的一种竞争；从深层次看，是对银行产品的延伸，是对资产管理业务的

积极探索，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 

由此可以看出，货币市场基金中的基金管理公司及银行涉足同一产品，存在竞争，甚至有冲突的地方，但并不对立。双方不仅存在合

作空间，而且只有协同发展才会相得益彰。基金公司和商业银行应该发挥各自领域的优势，解决矛盾，排除障碍，处理好自身利益和整体利

益的相互关系，相互协调，共同开发成熟的货币市场基金才会出现一个双赢的格局。 

文章出处：《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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