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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破产之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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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1 9 9 8 年底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 (简称

“

长银 ,’)

因破产而 由国家管理
,

这是 日本原有金融体 系瓦解

过程中具有象征意义 的事件
。

长银破产的根本原 因

是在失去 了 日本旧融资体制 土壤之后
,

没能及时地

适应新融资体制 的要求 ; 同时
,

由于政府引导不利
,

国际游资冲击等外部 因素导致它 最终破产
。

长银事

件对研究正处于融资体制转变背景下的我国金融机

构的安全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关键词 :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 ; 融资体制转变 ; 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
: F833

.

8 37/
·

31 3 文献标识码
: A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成立于 50 年代初
,

是 日本战

后
“

政府管理下的金融体系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1998

年底却因经营不善而破产
,

并成为 日本第一家因破

产而依法实行临时国有化的大银行
,

成为了 日本原

有金融体系瓦解过程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

长银

经营失败引发了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
,

即在一国融

资体制的重建与转变过程中
,

原有的金融机构怎样

才能安全完成过渡
。

本文试通过对长银破产的背景

以及 内外原因的分析来探究这一 问题
,

并借此提出

对我国相关问题处理的几点建议
。

一
、

长银破产始末

长银破产的导火线是其信用的骤然下降
。

19 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

公众对银行信用普遍抱

有谨慎的态度
。

在此背景下 19 98 年 6 月 5 日日本《现

代》月刊发表预测长银破产的长篇报道
,

公众哗然
。

股票被大量抛售
,

股价下滑
,

9 日外围投资者一举抛

售了 巧0 万股长银的股票
,

当 日成交量为前 日的 30

倍
,

下跌了 2 2
.

6 5 %
,

即 140 日元
,

17 日又降到 12 0

日元
,

18 日其信用评级下降了三级
,

19 日传言长银

无力自主重建
,

将与 日债银合并
,

股价跌破 100 日

元
。

长银已经失去了信用
,

股价狂跌不止
,

其债券

被市场抛售
,

每天流出的资金达到数十亿 日元
。 “

长

银
”

在不到三个星期内即被攻陷
,

败势已经无法挽

回
。

26 日长银为摆脱困境与住友信托银行 (住信 )

协商合并事宜
,

但住信与其貌合神离
,

结果非但长银

股票的跌势不减
,

而且住友信托银行的股票也被拖得

大幅下跌
。

8 月份长银又求助政府
,

决定主动放弃对

三个非银行金融公司的贷款债权并进行消理以实施

大规模的结构改革计划
,

以此为条件要求政府投人公

共资金予以支持
,

却因遭到反对而夭折
。

至此
,

长银

陷人了无法 自救的绝境
。

10 月份 日本政府不得不最终

决定对长银实行国家管理
。

二
、

长银兴衰
:
一个金融时代的缩影

日本的长期信用银行是随着 日本战后融资体制

的形成
、

发展而逐步壮大的
。

长银的兴衰史就是 日

本政府性融资体制兴衰的缩影
。

长银成立于 19 52 年

12 月
,

由劝业银行
、

北海道拓殖银行
、

日本银行
、

地方银行
、

旧朝鲜银行等组成
。

当时 日本重建资金

供不应求
,

城市银行(即日本的商业银行)的贷款金额

超过存款余额 10%以上
,

财务
_

I:.
“

超贷
”

现象严重
,

蕴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
。

日本政府为了解决这一现

象
,

也为了向重要产业供应丰富的低利设备资金
,

决定建立一种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筹资并向企业供应

长期设备资金的专门银行
。

长银就是在这时成立的

担此重任的三大银行之一
。

长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

支持
,

成立后的 3 年内大藏省资金运用部认购了长

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 40 %
,

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
。

长银的业务主要是通过发行其自身发行的金融

债券筹集资金
,

然后向公司提供长期的设备贷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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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主要对象是电力
、

海运
、

钢铁工业
,

其次是石

油化工
、

合成纤维
、

电机
、

汽车等工业
,

主要集中

于支持 日本经济发展的产业
。

由于金融债券的期限

长
,

不会像存款提现的可能性那样大
,

可以为供应

设备贷款提供保障
,

所以在长期信用银行制度下
,

城市银行可 以回避设备资金贷款
,

减少整体金融风

险 ; 同时把因此而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认购金融债

券
,

提高资金的利用率
。

长银筹集资金
、

化解金融风

险的作用对战后 日本的经济重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
,

成为日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渠道的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
。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初期
,

长银

与索尼一并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两大明星企业
。

然而 70 年代中期以后
,

长银失去 了存在的经济

背景
。

首先
,

日本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公共投资
、

福

利投资和财政支出支撑
,

进而要求大量发行国债因

此带动了国债及债券市场的发展
。

这对长银金融债

券的发行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

第二
,

随着经济的国

际化 以及 日本公司的实力增强
,

企业可以通过在国

内按照与欧洲市场同样的宽松标准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和普通公司债券来筹集设备资金
,

另外
,

此时

日本的大中等企业设备投资不旺
,

并且根据需要扩

大自有资本
,

减少 了对长银贷款的需求
,

所以
,

到

了 9 0 年代前后
,

失去了生存背景的长银面临着挑战
。

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

长银确定了退出传统

的银行业务
,

建立国际性投资银行的目标
。

然而在

80 年代中后期却遇到了因资金过剩而推动的
“

泡沫

经济
”

的冲击
:

股票和土地的价格飘升
,

公司的帐

外资产增加 ; 在欧洲市场可以筹集大量资金
,

长银

像其他银行一样
,

不仅失去了贷款客户
,

而且贷出

去的资金也被退还
,

资金严重过剩
。

所以
,

只要有

土地担保
,

大银行都乐于提供贷款
,

于是长银卷入

了经济泡沫之中
。

在泡沫崩溃之后
,

长银没有采取

及时而有力的应对措施
,

在处理不 良债权
、

实行赤

字决算以及对所属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清理的问

题上一拖再拖
,

随着股票
、

土地价格的下跌
,

长银

的收益状况进一步恶化
。

从长银的发展历史看来
,

长银是在 日本战后特

定融资体制形成的要求下形成的
,

在 设立之初即得

到了政府的扶植 ; 到了五六十年代与日本经济一道

处于鼎盛时期
,

为日本经济的腾飞起到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 ; 70 年代后期长银的传统业务与旧融资体制

一道开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 80 年代后期 90 年代初

期以来预感到生存危机的长银不断地试图开拓新的

空间
,

但终究未能采取
“

壮士断腕
”

之举
,

去主动

顺利地完成适应新型融资体制的转变
,

这是长银破

产的根本性的原因
。

三
、

破产透析
:
内外交困

以上分析的是长银破产的深层次原因
。

但它毕

竟是 日本的三大提供初期信用的制度银行之一
,

几

十年的发展给它积蓄了雄厚的实力和较为丰富的经

营经验 ; 而且
,

在 19 98 年 6 月长银状况虽然困难
,

但其他的大型银行也存在这些困难
。

那么
。

为什么

是长银而不是其他银行扮演了这悲剧性的代表
,

究

竟因何缘故使其出乎意料地在 4 个月的时间里就遭

遇 了破产的厄运呢 ? 就此我们要从当时 日本特定的

金融形势和长银自身的特殊性人手加以分析
。

首先
,

长银 自身改革迟缓
,

坐失 良机
。

已经失

去了传统业务生存空间的长银
,

卷人泡沫经济后随

着泡沫的破灭不但自身的不 良资产多
,

而且
,

其下

属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的不良资产
。

例如仅

日本租赁公司
、

ME 公司和日本蓝迪科公司三家 19 97

年的不良资产就高达 12 00 0 亿日元
。

长银本应大规

模清理不良资产
,

大胆实行结构改革
,

提高审查评

价
,

大力拓展投资银行的业务
,

以图长远发展
,

但

它却迟迟未动
。

另外
,

在 19 97 年长银与瑞士银行建

立合作关系时期
,

也由于没能进行大规模结构改革

和清理不良资产
,

资产内容不断恶化
,

瑞士银行态

度冷淡 ; 而瑞士银行的态度又使人们更加感到长银

前景的暗淡
。

长银可望获得转机的最后一线希望是

在 19 98 年 3 月
,

政府通过的 《金融安全法》储备了

13 万亿 日元公共资金用以保护金融机构
,

长银本可

以公开不良资产的内容
,

实施结构改革方案
,

精简

人员
,

终止国际业务
,

并以此为条件申请 7 000 亿 日

元公共资金的支持
,

但长银没能制定改革计划
,

最

终只获得了 17 88 亿日元的资金
。

其次
,

金融危机时整个银行体系的信用下降
。

在

金融危机的震撼下
,

人们普遍提高了对银行等金融机

构的经营状况的关切度
,

危机感加大
。

正当人们对金

融机构普遍缺乏信任之际
,

长银先后被传媒和报道选

为对象
,

《现代))
、

《东京新闻》
、

《产经新闻》
、

《朝 日

新闻》
、

《读卖新闻》等在 日本有很大影响的报刊对长

银的财务及经营状况的报道使长银的信用在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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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地位骤降
。

与此同时
,

日本政府为了弱化公众对 长银是 日本旧的融资体制的产物
,

其经营困境远及

其保护银行行为的反感
,

不愿意在长银危机端倪初露 70 年代末期
,

近及 90 年代初期就已有征兆
。

但决策

时就发出对其施以救助的承诺
,

起到了相反的心理暗 层始终犹豫不决
,

改革的计划虽然几经商议都一拖

示
,

加重了人们对长银的经营状况的担忧
。

再拖
,

悬而未决
,

没能果断地清理不 良资产
,

精简

再次
,

投资基金和外国证券公司的冲击
。

随着
.

机构
,

拓展新的业务
,

失去了较好的机会
,

积蓄了

日本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加大
,

国际游资对金融市场 大量的风险而致回天无力
。

可见
,

在融资体制的重

的冲击力度加强
,

通过倒卖银行的股票伺机谋取暴 建中各类金融机构都不能心存侥幸地等优惠等政策

利
。

他们首先寻找经营与财务状况存在一定隐患
、

等机会
,

应该主动寻找 自己的定位
,

拓宽业务渠道
,

有机可乘的
“

猎物
” ,

在股票借贷市场上通过支付租 及时化解金融风险
,

以免为日后埋下隐患
。

金借用该股票
,

然后抓住有利时机
,

降低该公司或 其次
,

政府要加强监管
,

引导金触机构进行适

银行的信用
,

待股价下跌时伺机抛售
。

例如
,

投机 时的调整
。

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仅仅表现为对

者租来股票并以 2 00 日元的价格将其抛出
,

其后设 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指标
、

经营财务状况
,

以及 日

法迫使股价下跌
,

当股价跌至比如说为 50 日元时
,

常业务的审核方面
,

在融资体制的过渡时期
,

更要

投机者再购回股票用 以偿还租来的股票
,

这样每股 注重引导金融机构发展方向的问题
,

这是防范金融

可赚取 150 日元
。

长银危机时
,

仅 6 月 9 日一天仅 风险的根本
。

唯此
,

才能防风险于未然
,

改变疲于

一家证券公司就受外围投资者之托一举抛售了 150 收拾残局的被动局面
。

不但在旧的融资体制发生转

万股长银股票
,

股价从 6 月 8 日到 19 日从近 200 日 变之际负责金融监督的大藏省没有给长银以正确的

元跌破 100 日元
。

引导
,

而且在长银事件之初
,

大藏省为了改变其原

最后
,

政府金融行政的失误
。

从 19 97 年开始
,

来被指责是
“

干预过多
”

的形象转而撒手不管 ; 后

大藏省银行局发生了一系列丑闻
,

儿乎所有精通金 来当意识到长银经营状况极度恶化
,

想注人公共资金

融行政和与金融界交往密切的干部都离职或调动
,

时
,

却又因在野党的异议而拖延了时间
。

由此足见
,

金融行政能力大为削弱
。

在长银身陷困境的 6 月末
,

在融资体制转轨时期
,

特别是当金融机构陷人困境的

银行局正忙于与在 6 月 22 日成立的金融监督厅办理 非常时刻
,

全部监管机构的引导能力的大小和协助绩

交接事务
,

金融行政出现了空白时期
。

而后
,

长银 效的好坏对金融机构能否渡过难关尤为重要
。

求助于政府请求注人
“

公共资金
”

却被在野党作为 第三
,

加强对外国投资者的管理
,

减少国际游

政治工具利用
,

认为不应该用公共资金救助私人的 资对本国金融机构的冲击
。

近年来国际性的金融危
“

银行
” ,

贻误了时机
。 .

机不断向人们证明
,

国际游资的冲击可以使本来有

四
、

长银破产启示 可能化解和控制的潜在金融风险以迅速而激烈的形

长银事件是 日本原来金融体系瓦解过程中具有 式爆发
。

从宏观上看
,

可以引起一国甚至地区性的

代表意义的事件
。

长银正是在 日本的融资体制由原 金融色机 ; 从微观上看
,

可能会给某一 上市公司或

来政府管理型的以间接融资为主向市场型的以直接 银行带来灭顶之灾
。

长银股价在短短的十几天就下

融资为主的转变中
,

未能适时地进行调整
,

成为新 跌到原价的一半以下
,

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推波助澜
。

体制的弃儿
,

因经营不善破产
,

最终收归为国家管 所以
,

在蕴含着较大风险的融资体制转换时期特别

理
。

长银所承担的金融风险对处于融资体制过渡时 要加强对国际游资的控制和监管
,

给处于过渡时期

期原有的金融机构来说具有共性意义
。

我国 目前也 的本来就很脆弱的国内金融机构一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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