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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外资银行经营
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

李晓峰 陈 光

经过 14 年风风雨雨的谈判历程 , 中国终于

有望于 2000 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据中

美达成的中国加入 W TO 的有关协议 ,中国政府

承诺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金融业市场。其具体开放

时间表为 : 加入 W TO 的二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向

国内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 ,在五年内向外资

银行全面开放国内市场 ,取消对外资银行的地域

和服务对象限制 , 并允许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 ,

从而对所有的银行全面实行国民待遇。因此 ,随

着中国入世的日益临近 , 对外资银行来说 , 也同

样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如何面对挑战把握机遇 ,

将决定外资银行未来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一、在华外资银行的经营现状

从 1979 年我国批准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

———日本东京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始 ,至 1999

年 9 月底止 , 在华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已达

175 家。其中外资银行分行达 154 家。世界 50 大

银行几乎都已涉足中国的银行业。其分支机构主

要分布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厦门、珠海、青

岛、天津等沿海发达地区。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

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 1999 年底已达 317 亿美

元 ,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 210 %。①其业务经营

活动有以下特点 :

11 来自欧洲和亚洲的银行为主

从已设立的 154 家外国银行分行的来源地

进行分类 , 来自亚洲和欧洲的银行分别占全部

银行总数的 5814 %和 3015 % , 而北美则为

1111 % ②。以 1999 年底的总资产分布来分析 ,

亚洲银行和欧洲银行的总资产占全部在华外资

金融机构总资产的 5916 %和 29125 % , 北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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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只占 1013 %③。相对来说美国银行业在华的业

务 ,无论从机构总数 ,经营策略或机构点数 ,均逊

色于日本 ,香港和英法银行。

21 近年外资金融机构总资产呈逐年下降趋

势

由下表可以看出 , 外资金融机构总资产在

1997 年底达到其顶峰 379 亿美元后 , 其下降趋

势一直持续至今。截止 1999 年 12 月底 ,其总资

产已下降到 317 亿美元 , 比 1997 年下降了

16117 %。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外资银行在华业

务普遍采取扩展进取态势。但从 1997 年开始 ,尤

其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信用危机以后 ,外资

银行 (主要指跨国银行) ,对中国市场采取了较为

谨慎的策略 ,纷纷收缩在华业务。其收缩的重点

是国有企业 ,但仍保持对跨国企业在华业务的支

持。特别是日本银行 ,由于其国内经营问题 ,不仅

放慢了在华业务的拓展步伐 ,有些还出售其在华

的资产。预计这种趋势在未来将会持续 1 - 2

年。

其次 , 在过去的几年中 , 随着央行连续 7 次

下调人民币利息 ,外资银行的外币资金成本优势

已渐丧失。而三资企业对人民币的资金需求有增

无减 ,许多优质的跨国企业纷纷削减资金成本相

对较高 , 且有人民币贬值预期压力的外币贷款 ,

转而向中资银行进行融资 ,这也是造成近年在华

外资金融机构总资产减少的原因。

31 机构网点主要分布于沿海发达地区

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各国外资银行

纷至沓来 ,上海成为各跨国银行抢滩的首选地。

目前在上海的外资银行分行最多达 42 家。其次

为深圳 24 家。⑤外资银行比较集中的地区 ,不仅

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 ,也是最发达的外向

型经济区。跨国银行在选择建立分行地点时 ,其

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有二 :一是该地区其全球网络

客户及业务规模 ;二是该地区设立机构之资本回

报率。两者的取舍或重要性 ,将依不同时期不同

地区有所侧重。

41 以批发业务为主

由于外资银行在华的机构网点少 ,加之我国

政府的各种限制 ,使其在当地银行业务方面较国

内银行的处于相对劣势。目前 ,外资银行的服务

对象主要集中于跨国公司在华企业 ,经营出色的

三资企业 ,以及大型外向型国有企业。所提供的

服务产品为外汇贷款 , 各种中间业务 , 以及其他

的增值服务。

51 人民币业务成长快

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 , 深化改革开放 , 经国

务院批准 , 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 1996 年底和

1998 年初正式宣布选择上海浦东和深圳 , 作为

人民币开放予外资银行的首批试点地区。在实施

的初期 ,由于对外资银行人民币资金来源限制过

多 ,其业务量未见有较大的发展。为了扩大外资

银行人民币资金来源 , 人民银行于 1999 年 8 月

对原条例进行了部分修改 ,允许外资银行多渠道

筹措人民币资金。自此上海浦东和深圳的外资银

行人民币业务有了长足的进步。据最新资料显示
⑥ ,截止 1999 年 12 月上海浦东共有 14 家外资银

行经营人民币业务 ,外资银行的人民币存款及贷

款余额各为 43176 亿和 51102 亿元 ,分别占在沪

外资银行总存款及总贷款余额的 2117 %和

517 % , 比 1998 年 底 增 长 了 16919 % 和

313112 % , 成为在沪外资银行 1999 年业务发展

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外资银行在华拓展业务的经营优势

11 商业化的经营机制

目前在华开展业务的 150 多家外资银行 ,

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 , 他们不仅具有高

度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 , 且其经营管理完全

以市场为导向。各外资银行经营策略明确 , 管

理机制灵活 , 所从事的业务活动商业动机强 ,

不存在困扰中国国有银行的各种顽疾。同时跨

国银行的全球化经营方式 , 也为其优势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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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配置提供了广阔的伸展空间。

21 高效严密的风险评估和内部控制机制

作为从事跨国经营的商业银行 ,各外资银行

拥有成熟 , 完整 , 高效的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机

制 ,并能确保各外资银行在高风险和信息化的经

营环境中 ,防范各种金融风险 ,实现其安全性 ,流

动性和盈利性的经营目标。加上长期市场风雨的

冲击和悠久的跨国经营历史 ,为其高层管理部门

积累了丰富和有效的风险控制经验。

31 混业经营的优势 ,极强的金融创新能力

混业经营是当代各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潮流 ,

它不仅能有效地增强商业银行对客户的服务能

力 ,同时可大大提高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在中国

开业经营的外资银行中 ,大部分不仅具有混业经

营的经验和专门技术 ,同时也建立了一整套防止

和化解混业经营而引发之潜在风险的内部控制

机制。此外 ,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意

识强 ,在有效防止风险的前提下 ,鼓励金融创新 ,

并将金融创新能力的高低 ,作为衡量银行竞争力

的重要因素。各银行在这方面的优势 ,必然会提

高其在华分支机构的市场开拓能力和竞争力。

41 发达的国际化网络 , 先进的交易技术和

手段

跨国银行历来十分重视其全球网络的建

设。在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进程

中 , 人们要求商业银行克服时间和空间上的障

碍 , 为跨国交易提供高效 , 快捷的资金融通和银

行服务。因此 ,在华外资银行 ,尤其是来自发达国

家的跨国银行 , 凭仗其广泛的全球网络 , 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 ,优质高效的服务。伴随着这种全球

化的发展趋势 ,各商业银行及时采用当代最先进

的电子信息技术 ,开发和装备了先进的技术和交

易设备 ,从而大大提高其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

中优势 ,为其全球经营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技术保

障。

三、入世后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前景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

入活力 ,也为中国溶入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契机。

当然 ,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 在华外

资银行业务拓展将上新的台阶 ,其未来五年的发

展预计会有以下特点 :

11 机构网点和业务总量将稳步增长

在加入 W TO 之后的初期 , 出于成本及投资

回报的考虑 , 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经营网点数 ,

并不会有较大的成长 , 各银行将集中有限的资

源 ,提高现有机构的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但不

排除在经济比较发达 ,或具有发展潜力而外资银

行机构点较少的中心城市 , 如北京 , 武汉 , 大连 ,

成都 ,增设分行的可能性。此外 ,预计外资银行在

华的业务规模 , 将呈现稳步发展势头 , 但并不会

出现快速的发展 ⑦。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

(1) 跨国企业及优质外资企业 , 仍将是外资

银行发展的重点。中国目前尚不尽人意的经营环

境 ,尤其是各种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还

不完善 (如法治意识 ,执法公正 ,行政效率等) ,以

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 ,是阻

碍其业务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 ,将大大降

低外资银行大规模开发国内企业市场的热情。同

时外资银行的机构网点无法与本国银行相比。因

此 , 在外资银行取得人民币的经营权后 , 将依仗

其经营灵活 ,风险管理水平高 ,全球发达网络 ,齐

全的产品与服务 , 先进的技术优势 , 强化对在华

跨国企业 , 优质三资企业 , 以及国内大型外向型

企业的服务力度 ,以维持其在与中资银行竞争中

的优势地位。

(2)资本市场仍未开放

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 ,中国政府并未就

开放本国资本市场达成全面的协议 ,在可以预见

的几年内 ,中国潜力巨大的资本市场仍处于政府

的保护之下。换句话 ,外资银行仍无法拓展国内

的投资银行业务。

(3)实施保守谨慎的业务政策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各跨国银行迫于

国际评级机构和风险控制的压力 ,纷纷调减对整

个亚洲地区的风险信用总额。在这种谨慎政策约

束下 , 各营业机构在评估业务机会时 , 一般会提

高对风险的回报指标 , 各银行必然将有限的资

源 ,用于回报最高的业务。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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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点开拓上海浦东和深圳的人民币业务

在目前尚未全面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

务的情况下 , 在华外资银行将重点发展上海 (市

场涵盖江浙二省) 以及深圳 (业务涉及广东、湖南

和云南三省) 分支机构的人民币业务 , 同时保持

和缩减在其它城市分支机构的外币业务。而人民

币资产业务的利润较高 ,而且在华的三资企业对

人民币资金的需求有增无减。可以预见外资银行

在华的拓展重点是人民币业务。尽管目前外资银

行的总资产在不断减少 ,但其在上海和深圳的分

支机构却保持成长势头。自从中国人民银行扩大

上海浦东和深圳外资银行的人民币资金来源后 ,

上述两地区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 ,纷纷

减少外汇资产 , 增加人民币资产 , 但服务对象仍

是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子公司。这也是未来二年

在华外资银行业务增长点。

2、扩大与中资银行的业务合作

基于外资银行人民币负债业务的局限性 ,以

及国内商业银行风险意识的提高 ,外资银行与中

资银行在人民币资金市场上 ,将采取广泛的业务

合作。中资银行不仅可以依托其庞大的储蓄资

源 , 解决外资银行人民币资金来源问题 , 而且通

过与外资银行的合作扩大其低风险的资产业务 ,

间接支持三资企业在华业务。

3、美国银行将稳步扩大其在华业务

美国是世界上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最发达

的国家 ,但其在中国的表现远不如欧洲和日本银

行出色。这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开放

度有关。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 ,我国至今尚未开

放资本和商业银行零售市场 ,而这二个领域都是

美国银行的优势领域。在中国入世的头 5 年中 ,

美国银行将会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 ,逐步扩大其

在华的营业机构 , 并为将来涉足零售业务 , 尤其

是消费信贷业务作好准备。⑧

4、进一步引入当今最先进的银行服务技术

随着银行业准入门槛的降低和管制的放松 ,

以及国内电子网络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 ,各外

资银行将逐步导入各种先进和高效率的金融服

务技术与产品 ,以保持其在中国市场上与中资银

行的竞争力。如各种现代化的电子银行系统 ,方

便快捷的“门到门”服务 ,以及为优质客户提供的

全方位资金管理服务等。

51 面临来自中资银行更为激烈的竞争

加入 W TO 将对国内的中资银行构成新的

挑战。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 ,国内银行必将加大

改革力度 , 加快商业化进程 , 以不断提高在竞争

中的优势。目前沿海发达地区的中资银行 ,经过

与内外资银行的互相竞争 ,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效

率已有极大的改善。除了其内部风险控制及经营

机制尚需改进外 , 其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 与外

资银行已不相上下 ,受到企业普遍肯定。因此 ,中

外资银行将凭借各自的优势 ,扩大在沿海发达市

场的份额 , 以维持在各自优势领域中的竞争地

位。

总之 ,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将主要取决于中

国市场规范化和金融市场开放的程度以及亚洲

经济的发展前景。

(作者单位 :李晓峰 厦门大学财金系

陈光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厦门分行)

(责任编辑 :张志慧)

注 : ①②③⑤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⑥资料来源 :“国际金融报”2000 年 3 月 2 日

⑦据笔者对过去十年的统计资料分析 ,在华外资金融机构总资产在全国的比率始终在 2. 5 %以下。从所掌握的材料来看 ,在台湾

的外资银行市场份额最高曾达到 8 % , 但大部分年景基本上维持在 5 %以下。即使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和自由的香港 , 香港本地银行

(包括汇丰、渣打及中银集团)也控制了约 80 %以上的市场份额。因此 ,可以预料 ,中国入世以后 ,考虑到我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市场的

发育程度 ,在未来的五年内 ,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市场份额不会超过 5 % ,将在 2 - 5 %之间 ,以 5 %计算 ,假定国内金融市场不变 ,则总

资产应在 600 亿美元之间。

⑧据笔者所知 ,花旗银行在台湾市场上是最出色的外资银行。其总资产和总利润比排名第二的外资银行高出 30 %以上。而花旗银

行在台湾的强项就是信用卡业务和消费者零售贷款。

论 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