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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足率下的商业银行改革和业务转型
白一鹏

2007年, 中国的金融业即将对外资银

行全面对外开放, 届时他们在机构设立、

业务拓展、地域延伸等方面与国内银行一

样享受没有任何差异的国民待遇。而且,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利率市场

化的推行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

等的逐步实施, 银行业面临的市场境况将

更为严峻, 其中资本充足率不足是国内银

行业面临的最现实的严峻挑战。

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原本资本充足

率都不高, 且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 在中

央汇金公司注入大量资本, 并且实现中行、

建行、工行三家银行成功上市后, 才在一

定程度上扭转了低资本充足率的局面, 其

他 10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普遍面临在 8%

的资本充足率线上徘徊的局面, 而 100多

家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则严重不足。

而且, 我国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上相

对于巴塞尔协议放宽了标准, 不利于反映

银行的真实风险状况。特别是到 2006年新

 巴塞尔协议 ! 生效后, 由于增加了资产的

风险种类, 各银行在 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

下限所对应的资本金绝对量必然又会大幅

度提高。

可见, 新  巴塞尔协议 ! 的生效将对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总量及构成提出严峻

的挑战。

一、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构成存在

的主要问题

1 资本结构单一: 资本来源绝大部分

是实收资本, 四大国有银行及 11家主要股

份制商业银行实收资本占比最高为 95%,

最低为 35% , 虽然较以前年度有所降低,

但资本总量增加对实收资本的依赖性仍然

很强;

2 附属资本占比较小, 同时缺乏补充

渠道: 主要的附属资本是各项准备, 在资

本总额中的占比普遍较低, 5年期以上的长

期债券数额很少, 且没有建立稳定的发债

渠道, 资本补充后续力量不足;

3 未分配利润占比较低, 盈利水平低。

2004年 3月 1日我国正式实施了新的  商
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 !, 资本充足率

的计算方法更加严格, 明显降低了商业银

行的资本充足率, 制约了我国商业银行长

期以来以规模扩张为主的经营模式, 由此

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模式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

二、如何实现资本充足率的有效提高

与业务转型

今后几年将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

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

期, 商业银行需要重新评估市场, 加速内

部改革, 根本转换经营机制, 而提高自身

的资本充足率是关键。提高资产充足率,

一是依靠分子政策, 即扩大资本金规模,

二是依靠分母政策, 即减少风险资产, 实

现业务转型。

1 资本市场筹资: 在经济发达的国家

和地区, 商业银行过上市筹集资金是极为

普遍的现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约有 900

家的上市银行, 占上市公司总数的 30% ;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银行也有 900多家, 占

上市公司的 19% ; 东京交易所有 160多家

上市银行; 香港也有 40多家。 2006年, 我

国已有中行、建行、工行等国有银行相继

上市, 加上已经上市的 4家股份制商业银

行, 仅有 7家银行上市, 大多数的商业银

行仍无法通过上市筹集资金。未来几年,

我国商业银行应抓住资本市场环境较好的

有利时机, 加快上市步伐, 为扩充核心资

本创造便捷的渠道。

2 提高盈利能力, 扩充资本金: 商业

银行的内部资本金来源主要是银行的留存

盈余。商业银行将其税后净利润转入留存

盈余账户, 而留存收益作为股东的未分配

利润保留在银行, 其权益仍属于普通股股

东, 这样的资本金增加方式不依赖于市场,

成本较低, 应该是银行充实资本金的第一

选择, 但是此方法受限于中国人民银行对

于各商业银行必须保有一定数额资本金的

规定和银行自身所创造的净利润数额, 因

此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作用

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 增加附属资本在资本构成中的比例:

商业银行可以增加各类准备金的计提。由

于一般贷款准备金可计入附属资本, 而专

项准备金和特种准备金可作为资本充足率

计算公式的分母减项。因此, 增加各类准

备金计提也是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方法之一,

而这个方法正吻合了新发布的  商业银行
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 ! 的方向。从影响程

度看, 增加各类准备金计提很难大幅提高

资本充足率, 但这一举措有利于提高商业

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改善商业银行的资产

质量。

4 发行长期次级金融债券: 发行次级

长期债券补充附属资本是国际上商业银行

通行的做法, 一些实力雄厚的银行利用次

级债券进一步优化其资本结构。次级债券

是一种债务工具, 其利息支出可以免税。

我国目前债券市场品种单一, 发行长期次

级金融债券, 可以丰富债券品种! 增加投

资渠道, 再加上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各项

存款增加较多, 居民对债券投资有极大的

潜在需求, 商业银行通过发行长期次级金

融债券补充资本金有一定可行性, 这样,

不仅可以改善其资本金不足的状况, 而且

还能促使其增强资本金管理的主动性和灵

活性, 从而提高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自觉

性和能力, 因此可以说发行金融次级债券

是目前提高资本充足率最为现实的选择。

目前国内已有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

上海银行等多家银行成功发行长期次级债

务,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金不足的局面。

5 降低风险资产规模: 银行应该建立

正确的风险资本概念。风险资产与资充足

率相联系, 商业银行应通过对风险资本的

度量和配置, 有效引导业务发展方向, 实

现最优化的收益风险组合。如在银行引入

经济增加值、风险定价、利率定价等西方

商业银行最新风险资产控制技术, 着力提

高对风险资产的有效运营管理。

6 降低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不仅使

风险资产增大, 同时作为资本扣减项的呆

帐贷款, 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更是举足轻

重。可以说大量的不良贷款是影响我国商

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的根源。在四大资

产管理公司剥离大量不良债务并且实现上

市后, 目前已上市的三家国有银行不良贷

款率已降到较低水平。但不良贷款率的降

低并不能完全扭转不良贷款整体上升的局

面, 因此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应

加强资产保全, 盘活存量不良贷款, 保证

新增贷款全额回收, 对信贷资产实施综合、

全面的过程管理, 建立高度权威的稽核评

审机制, 运用多种形式确保不良贷款率的

下降。

7 加快银行业务重心的转型: 一是发

展中间业务, 二是发展以对私为主的零售

业务。西方国家银行较早地认识到中间业

务具有低成本、高收、! 低风险的特点, 它

为西方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中间业务

也逐渐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应对激烈市场竞

争的手段, 且已经为各商业银行创造了可

喜的业绩。但值得注意的是,  巴塞尔协
议 !将资本充足率定义为资本与加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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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之比, 那些不在资产负债表内反映的

所谓表外项目也要按一定的信用转换系数

转换成相应的资产负债表内的项目, 因此

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那些作为表内业务

替代品的中间业务的发展势头, 而大力发

展那些主要为扩大业务经营范围、增加手

续费收入的中间业务、发展零售业务是应

对资本约束的理性选择。

相对于对公批发业务, 零售业务具备

诸多不可比拟的优点。首先是风险权重较

低。按照银监会公布的新的资本充足率管

理办法, 对公贷款风险权重一律为 100% ,

而消费信贷的风险权重为 50%。也就是说,

如果做零售业务, 同样的资本金可做两倍

的业务; 其次是资产质量较高。零售业务

只要银行把关严格, 将可以大大减少其中

的风险。此外, 零售业务涉及广大公众,

对于提升银行的社会效应也作用不小。现

有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务中, 零售业务份额

通常都在 50%以上。花旗银行集团以个人

为主的全球消费者集团、全球资本管理集

团及私人客户服务集团的利润占其总利润

的 69% , 汇丰控股以个人客户为主的个人

金融服务集团和私人银行集团的利润占全

部利润 46%。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服务意

识、品牌树立等方面仍与外资银行存在不

少差距, 随着 2007年国内金融市场对外资

银行的全面开放, 国内商业银行零售业务

之路将任重道远。

资本充足率给我国商业银行所带来的

转变, 将在今后数年间逐步显现。随着国

内金融市场竞争的加剧, 围绕资本充足率

的要求, 国内商业银行将实现从资本结构

单一到资本构成多元化, 从公司业务向零

售业务、中间业务逐步转变的道路。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金融系 )

商业银行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支持途径
徐彦杰

一、支持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的增长

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

从而有利于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的积累, 而投资增加与资本积累

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知识的更新与技术的提高, 从而进一步提高了

资本与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技术进步

本质上就是知识资本不断积累与更新的过程, 它包含了使劳动力

技能提高的人力资本以及使机器设备技术含量增加的 R& D资本。

设 R ( t) 代表一个国家的知识资本水平, 并假定知识资本水

平的增加主要源自于原有的知识资本水平的高低、社会对知识资本

水平建设与创新的投入力度以及从事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所投入的

劳动力份额, 因而有

R
∀
( t) = u2 ( t) R ( t) ( 3 30 )

其中, u2 ( t ) 是从事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所投入的劳动力份

额, 是社会对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的投入力度, 是知识资本建

设与创新的生产效率。

从而可以把上一部分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模型扩展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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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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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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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u2 ( t) R ( t)

此动态优化问题很好地描述了金融发展、资本积累、技术进步

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内生机制在: 金融发展促使储蓄增加以

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 从而有利于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的积

累, 而投资增加与资本的积累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知识的更新与技术

的提高, 从而提高了资本与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进而导致产出水平

的增长; 产出增长导致储蓄的进一步增加, 并通过金融发展促使投

资进一步增加, 通过技术进步促使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进而推动经

济的更快增长。

类似的, 运用 Pon tryagin最大值原理求解此动态优化问题, 可

得下面的微分方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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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微分方程系统即确定了内生变量 ( c ( t), K ( t ), S ( t ),

% ( t), R ( t ), u1 ( t), u2 ( t ) ) 的最优增长路径。

沿着平衡增长路径,
c
∀

( t)

c ( t)
,

K
∀

( t )

K ( t)
,

S
∀

( t)

S ( 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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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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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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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1 ( t), u2 ( t) 均为常数, 从而由上面的微分方程系统即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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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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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1 )

( 3 31) 式说明, 只要金融部门的效率在不断提高以及知识资

本水平在不断增长, 则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成为可能, 即使人口或劳

动力不增长或负增长。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取决于金融

部门的生产效率的高低以及所投入的劳动力份额的多少; 知识创新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取决于知识创新部门的生产效率的高低、社

会对知识创新的投入力度的大小以及所投入的劳动力份额的多少。

有形资本及知识资本的弹性越大, 则金融发展与知识创新对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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