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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 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需要。本文主要通过对 4 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 10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X效率的影响因素进
行理论与实证分析 , 并找出其中的相关关系 , 以求能打开银行经营管理的“黑匣子”, 进一步为商业银行的效率改
进提供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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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对于效率的研究有两次明显不同的潮流 : 第一
次潮流集中于检测公司的规模与范围效率 , 最早可
追溯到 Benston (1965) , 主要是利用柯布 —道格拉

斯 (Cobb - Douglas) 生产函数测量规模经济 ; 测量
效率的第二次潮流主要是针对技术与配置效率 , 这

些研究主要采用 Farrell (1957) 提出的方法测量效
率。在此基础上 , 1966 年 , Leibenstein 在非完全竞

争市场的假定下提出了 X 效率理论 , 指的是在一
定的产出下的实际成本与成本效率边界 (用来描述

最小生产成本函数) 的偏离程度 , 是对某一机构相
对于行业内最佳表现的测度。

X效率主要包括两部分 : 技术效率与配置效
率。前者反映了在既定的投入下 , 公司获得最大产

出的能力并衡量在生产过程中浪费的程度 ; 后者反
映了公司在投入的价格给定的情况下 , 以最佳的比
例利用投入的能力。而对于银行业的 X 效率 ,

Frei , Harker , Hunter (2000) 将其定义为 : 除规模

与范围影响之外的所有技术和配置效率 , 是关于整

合技术、人力资源及其他资产来生产给定产出的管
理水平的测度。本文也采用这个定义。

一、中外文献回顾
(一) 外国关于银行效率的文献回顾
目前 , 国外对 X 效率的研究主要是实证分析

方法 , 即数据包括图法与随机经济计量成本边界分
析法。Oral and Yolalan (1990) 把银行交易视为产

出 , 劳动力、现金以及信贷额视为投入 , 利用
DEA 的方法研究了 20 家土耳其银行的效率 ; Chen

和 Yeh (1998) 把贷款、组合投资、利息以及非利
息收入作为产出 , 把员工人数、银行资产、分支机

构以及运营成本和存款作为投入 , 采用 DEA 方法
研究了台湾地区 33 家银行的效率 ; Sheldon (1999)

利用 DEA 方法对欧洲 1783 家商业与储蓄银行成本
与利润效率进行研究 , 认为大银行、专业银行以及
零售银行的效率高于小银行、混业银行以及批发银

行的效率 ; Demirgue - Kunt & Harry Huizinga 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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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 1988 - 1995 年期间

的银行效率 , 发现影响银行效率因素主要包括银行
特征、宏观经济指标以及制度指标 ; Simon H.

Kwan (2001) 对 51 家香港银行在 1992 - 1999 年期
间的银行效率进行研究 , 发现香港银行平均成本低
效为 16 % - 30 %。

(二) 我国关于银行效率的文献回顾
我国目前对银行效率的研究已成为热点 , 主要

文献如下 : 周天芸 (2001) 指出提高 X效率对国有
银行改革的重要性 ; 李平、张慧萍 (2002) 提出并
购能够改善银行的 X效率 ; 赵旭、凌亢 (2000) 利
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分析了我国银行效率的影
响因素 , 认为银行效率与利润留成、市场竞争、教
育程度以及浮动工资比例显著正相关 , 与不良贷款
款率显著负相关 , 与资产规模相关度不大 ; 张健华
(2003) 年利用 DEA 方法对 1997 - 2001 年期间的银
行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 , 并对我国银行 X 效率影
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 认为银行效率与资本充足率显
著正相关 , 与风险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负相关 , 与反
映技术投入的 POS 机及 ATM 机占比的相关性不高 ;

同时 , 利率水平、产业结构、产权形式、激励机制
以及员工素质也与银行效率存在较大的相关度 ; 王
聪、邹朋飞 (2004) 对国有商业银行效率影响因素
进行了实证分析 , 认为银行效率与技术变动、市场
结构、存贷比例都显著相关。

二、银行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 X效率的研究 , 主要包拓 X 效率的测度

与影响效率因素的分析。由于先前很多学者已经采

用 DEA 方法对我国银行效率进行了测度 , 本文将
在张健华对我国银行效率测度的基础上 , 对我国银

行效率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 银行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通常认为 , 银行 X 效率主要取决于内部激励

机制、市场垄断程度以及银行自身特征。结合我国

银行业的实际情况 , 本文把 X 效率的影响因素分
为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 , 外部因素主要有产权结
构、市场垄断程度以及利率水平等 ; 内部因素主要
包括不良贷款率、资产额、存贷款比率、贷款增长
率、平均工资水平、资本充足率等。

对于外部因素中的产权结构 , 张健华 (2003)

采用虚拟变量研究了国有产权与股份制产权对银行

效率的影响 , 得出国有产权引起效率损失的结论。
同时 , 由本文的样本数据可以看出 , 总资产赫芬达

指数与银行平均效率的相关系数为 - 0193528 , 即
垄断将引起较大的效率损失。考虑到我国目前银行

利润来源很大程度上还依靠传统的存贷款业务 , 存

贷利差也应值得关注。

至于内部影响因素中的不良贷款等 , 数据较难
收集 , 王聪、邹朋飞 (2004) 采用贷款呆账准备金
Π贷款总额来代替 , 但事实上 , 银行提取的贷款呆
账准备金远远不能抵补不良贷款 , 可替代性较低。
平均工资水平主要反映了银行的薪酬激励机制 , 国
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工资水平与效率
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1108 , 01578 , 即都存在正相
关关系 , 但股份制银行的显著性较大 , 有薪酬制度
不一样的原因 , 也有可能是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较大
的隐性收入。资本充足率反映了银行稳健经营的能
力 , 它与国有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值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1523 , 01672。都较为显著 , 而
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其国家信用支持 , 使得其对资本
充足率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 这与数据显示的正好
相符。此外 , 存贷款比率反映了银行的资产运用状
况 ; 贷款增长率反映了银行的发展状况。

(二) 银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上是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 , 接下来将

对银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 即对四家国有商业
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以及中国银行) 与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交通银
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州发
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福建兴业银行
以及上海浦发银行) 在 1997 年 - 2001 年期间的效
率影响因素 , 进行了多元线形回归分析。

模型设立如下 :

Y= c0 + c1 x1 + c2 x2 + c3 x3 + c4 x4 + c5 x5 +ε

其中 Y为银行效率值 , 出于张健华在《中国
商业银行效率谁最高 ?》 (2003 , 5) 中的研究成果 ;

x1 为负债与总资产比例 ; x2 为存贷利差 ; x3 为利

息支出与总负债比率 ; x4 为贷款增长率 ; x5 为存

贷款比例 , 均是从 1997 年 - 2002 年《中国金融年
鉴》上收集整理的 , 县以上各指标都是采用平均
值。

表 1 银行效率多元线形回归系数表

负债

Π资产

存贷

利差

利息支出

Π总负债

贷款

增长率

存贷款

比例

国有 11165 463 - 111412 45 51727 623 01355 127 01022 982

股份制 - 61227 955 111132 71 - 615445 11577 678 51058 471

　　由表 1 可以得出 :

11 负债资产比率与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正相关 ,

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显著负相关。可能的解释

如下 : 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国家信用支持 , 因此公信
力较高 , 则其吸收的负债越多 , 反而说明其高效运
营 ; 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则随时存在倒闭的危险 ,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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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与资产比重越高 , 说明其稳健经营的能力越差 ,

运营效率越低。
21 存贷利差与国有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

相关性也不一样。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利率缺口管
理较为成功 , 较大存贷利差将会增加其利润空间 ,

从而存贷利差与其银行效率正相关 ; 国有商业银行
则可能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比重较
大 , 在中央银行频频下调利率的情况下 , 利率调整
相对滞后而导致的。

31 利息支出Π总负债可以体现一个银行的负债
管理能力 , 该比率越高说明在相同负债情况下 , 高
利息负债比重较高。国有商业银行效率与其正相
关 , 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例较高 , 自
然需要中长期存款匹配 , 相对较高的中长期存款利
息就会导致较高的利息支出Π总负债 , 这样 , 反而
出现高利息支出与总负债比例对应着高效率 ; 而对
于股份制商业银行 , 高利息支出与总负债比例则意
味着成本较高 , 银行效率自然下降。

41 贷款增长率与国有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
效率都成正相关 , 即贷款的增长将提高银行的效
率。其中可能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较高 , 从而贷款
的增加对效率增加的影响程度相对于国有银行较
低。

51存贷款比例反映了银行运用资金的能力。
存贷款比例越高 ,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银行资金用
于其他方面投资的比重越大 , 资产管理能力较强。
回归显示 , 国有商业银行与股分制商业银行的效率
与存贷款比例成正相关。

三、关于我国银行的几点建议
第一 , 根据 X 效率理论 , 代理人与所有人之

间的利益差异以及激励机制的缺乏是影响 X 效率
的主要原因 , 而缺乏真实主体的国有产权形式成为

国有银行低效的构成原因。具有较强竞争机制的股
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效率相对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平

均效率的事实 , 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 , 加大国
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力度与深度 , 进行股份
制改造是提高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有效途径。

第二 , X效率理论认为缺乏竞争的垄断状态将
导致效率损失 , 由上面分析发现 , 我国目前的适度
垄断已经造成了较大的效率损失。虽然关于 X 效
率与垄断的关系仍然有一些争议 , 主要是垄断的外

部效率 , 但是对于垄断降低公司内部的效率方面却
无太大的异议。因此 , 应降低其他产权形式的行业

进入门槛、增加市场竞争主体 , 引入竞争机制 , 利
用竞争来充分挤压因垄断而引起的效率损失空间。

第三 , 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与较低的不良贷款率

是保持银行安全、高效运营的关键因素。因此 , 银

行在保证满足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的同时应
降低不良贷款率 , 努力提高贷款质量 , 对贷款进行

事前审查、事中跟踪以及事后监督。
第四 , 目前 , 我国银行 , 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

银行 , 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传统存贷款业务来获取利
润。因此 , 应加强资产负债匹配以及利率匹配 , 在
我国利率逐步市场化的背景下 , 能有效规避利率变
动风险 , 并尽量获取利率变动而带来的潜在利润。

第五 , 银行作为一种高杠杆的中介服务行业 ,

其生存的基础在于负债的吸收以及资产的运用。因
此 , 应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同时 , 积极进行产品创

新 , 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四、结论、不足与研究前景
本文主要对 4 家国有商业银行与 10 家股份制

商业银行的银行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 得出存款

HHI指数、产权结构形式、存贷款比例、利息支出
等银行内外因素都与其效率存在显著相关性 , 但由
于自身体制 , 内部结构等原因的作用 , 很多指标与
国有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效率的相关关系相反 , 本

文对此给出了一定程度上合理的解释。
本文的不足主要如下 : 进行回归时候样本数据

太少 , 只有 1997 年到 2001 年各家银行的数据 , 因
此 , 导致回归的可信性降低 ; 对于银行效率值本文

采用张健华 (2003) 的研究成果 , 尽管其计算效率
值时也是采用 1997 年到 2001 年的数据 , 但可能采

用的指标不一样 , 因此 , 也可能存在误差 ; 对于影
响因素只罗列了部分 , 仍有可能存在其他较为显著
的影响因素 , 从而导致分析得不全面。

我国银行 X 效率研究刚刚起步 , 现有研究较
为局限 , 将来可行的研究方向如下 : 扩大样本研究

区间 , 考虑国内外资银行的效率值与影响因素 , 从
而找出差异根源所在 ; 把 X 效率研究扩展到如人

力资本管理等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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