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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国内金融改革步入了深水区(易宪容；2月16日)

文章作者：

  据报道，2月9日中国银监会高调宣布，将继续贯彻实施审慎的市场准入原则，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入股现有商业银行，同时还为正在

筹建的渤海银行和重组过程中的浙江商业银行提出了要求，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投资者。此外，新设银行法人机构应在公司治

理结构方面有所创新，必须能控制关联交易和关联贷款风险，政府不干预银行日常经营，具备有效的资本约束、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约束和风

险管理约束机制等。 

  而这些银行改革启动表明国内金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因为，中国经济改革20多年，能够改的、可以改的都已经做了，剩下难改的、

无法改的无从下手。比如中国金融改革滞后，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障碍，但是多年改革下来进展不大，特别是银行改革成了国内

金融改革最大重点与难点。 

  正如学者田国强指出的那样，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存在两难，一是效益与整体风险的两难，二是改革的紧迫性和完善制度环境长期性的两

难。 

  从2003年开始，中国银行改革悄然启动，如银行业新一轮对内开放悄然而起，东北振兴银行批准、渤海银行与淮海银行筹建，银行业

完全被国家垄断的局面正在打破；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改制和上市拉开序幕。而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入股更是让国内金融业改革进入了深水

区。因此，寻求国外战略投资银行入股国内银行是解决目前国内银行改革的两个两难，加快国内银行业改革进程的重要一步。 

  因为，外资银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进入中国都是逐利而来，其行为自然会弱化与政府之关系，减少非市场化因素；外资银行基本上来

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它们都经历过市场长期的摔打与磨练，无论是信用程度、经营水平，还是经营规模与管理技术各方面都好于国内银

行，外资银行入股往往会从长期利益考虑，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也较小。 

  而外资银行入股国内银行，可以促进国内银行产权多元化，从而有利于完善国内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及风险控

制能力，形成有效健全的现代银行运作机制，从而提高整个国内银行业经营效益。同时，外资银行入股国内银行既可分享国内银行所占的市

场份额，如网点、客户及人力资源，也要承担国内银行的不良贷款及其他的经营风险，从而降低国内整个银行业改革风险。 

  还有，外资银行入股国内银行可能在现有的金融制度框架下进行，即可能先制度而行，这样就减少对金融制度建设长期性的约束，同

时，外资银行入股国内银行可以让国内银行尽早地适应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有利于加快国内银行业改革的进程，从而为迎接加入世贸组织

后外资银行进入国内银行做好准备。 

  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即将来临的2006年对外资的全面开放，对于缺乏竞争力的国内银行业肯定是一个沉重的压力与担心。如何化解这

种压力与担心，外资银行先行入股不失为一种好的途径。 

  当然，外资银行入股国内银行同样面临风险，我们也应该创立相应的制度来防范。无论是外资银行入股国内银行，还是证券市场的方式

参股国内银行，都要慎重对待外资银行准入，要建立和完善各种公司治理规章制度，建立起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 

  总之，外资银行入股国内银行是目前国内金融改革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它对提高国内银行效率、减少改革之风险、实现整个国内银行

业的产权明晰及市场化、建立国内现代银行制度是大有裨益的，但我们采用的应该是既大胆又慎重的方式。同时，随着国内银行业的发展，

外资银行入股国内银行效应也会弱化。 

文章出处：《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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