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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银行资本困境成因分析

规模高速增长，效益增长不同步。上市

银行的资产规模2002 年的平均增幅为48%，

2003 年为 36%，个别行甚至达到了76%，明

显超过国内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香港地区

银行2003 年资产规模增幅仅为8.45%。高

速增加的资产耗用了上市银行大量的资本

金，使得他们的资本充足率经常在最低标准

线上下挣扎。尽管理论上大家都认同资本约

束，认同效益规模协调发展，但基本上还是

拿数量的增长来评价一家银行，进而据以评

价银行的经营管理者。这样就造成了银行的

分行、支行都在不断地追逐规模的后果。规

模扩张并非坏事，关键是利润要伴随着规模

的扩张同比例增长，甚至是加快增长。

资产结构不合理，贷款占比偏高。根据

2004 年第一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

告》,国内金融资产中贷款、国债、企业债和

股票融资的比重为 93.8∶ 3.6∶0.6∶2，这

个比例充分说明我国属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

市场，它决定了我国银行资产中贷款比例要

远高于资本主导型金融市场的国家。由于贷

款的风险权重高于其他资产，同等资产规模

的银行，贷款占比高的需要更多的资本来覆

盖风险。

缺乏资本规划，不重视补充资本。由于

资本软约束的经营指导思想和宽松的资本监

管环境，上市银行一直不重视资本规划，对

资本充足率的管理工作仍停留在计量和通报

阶段，既没有对资本充足率进行定期分析和

预测，并据以调整资产配置方案，也谈不上

建立内部风险资本管理系统来计量经济资

本。上市银行只是在资本充足率告急的时

候，才采取应急措施。由于资本运作具有较

长的时滞，而且存在一定的成本，这种应急

性的行为往往会使银行陷入相对被动的局

面，对其市场表现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

拉高其筹资成本。

上市银行走出资本

困境的对策建议

调整经营对策，降低资产综合风险度。

一是从战略高度来发展中间业务。除了公认

的盈利性外，中间业务另一个优点就是不耗

用资本，不受资本约束，对缓解当前上市银

行的资本困境有现实的意义。2003 年，5家

上市银行中，招商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

最高，也仅为6.89%，不仅与国外先进银行

（法国、瑞士、澳洲、加拿大等国都超过50%）

差距很大，即使同国有商业银行也存在不小

的差距。

二是优选对公客户，抑制风险资产的增

长速度。资本充足率新监管口径对资产风险

系数调整较大。新口径取消了一些资产原设

置的风险系数优惠，只对部分认定的低风险

业务继续给予优惠系数。因此，上市银行在

具体操作策略上，应适当控制取消优惠系数

的贷款，努力发展风险系数较小的资产业

务，如票据贴现、国债投资等。

 三是大力发展零售业务。零售业务的

优势主要有三方面：个人资产综合收益高；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设有优惠系数；个人储蓄

存款提供稳定的存款来源，可以减缓对公业

务的压力。上市银行在零售业务方面同国有

商业银行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2003 年末 5

家上市银行个人资产占自营贷款平均比例为

10.6%，最高的为12.30%，最低的为 6.20%，

而同期 4 家国有商业银行为13.74%，最高的

建设银行为17.17%。储蓄存款占自营存款的

平均比例为18.6%，而同期4家国有商业银行

平均为56.70%，特别应指出的是，该18.6%

的比例主要依靠招商银行的贡献，该行的这

一比例为38.70%，其储蓄存款为其他4 家上

市银行储蓄存款总和的 1.6 倍。

四是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和资产质量。上

市银行是按照贷款五级分类提取拨备的，最

低提取比例为正常类 1%、关注类2%、次级

类 25%、可疑类50%、损失类100%。正常

和关注类所提取的贷款呆账准备金为一般准

备，可以计入资本，后三类所提取的贷款呆

账准备金为专项拨备，不计入资本。上市银

行要摆脱资本困境，使资本充足率达标，资

产质量是核心。上市银行只有始终将资产质

量放在第一位，才可能尽早摆脱资本困境，

在竞争中取胜。

加强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首

先，上市银行必须定期编制资本计划，对所

需和可使用资本作出估计，相应拟订资本补

充安排，并将其纳入年度综合经营计划管

理。其次，开发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自动

汇总和计算资本充足率，既提高计量的准确

度，也能实现实时监控，建立资本充足率的

预警机制。

内部建立资本约束纵向传导机制。新巴

塞尔协议要求资本应在所有业务敞口上得到

合理配置，资本配置的基本原则是将资本与

风险量直接挂钩。上市银行目前还没有实现

按产品和业务条线核算利润，实行的都是总

分核算制，分行是利润中心和营运主体。分行

为了多实现利润就需要多放贷款，这种短期

账面收益考核机制导致各上市银行风险资产

的急剧膨胀。最终结果就是资本约束的压力

都留在总行层面，无法传导到分行。因此，上

市银行需要借鉴西方银行对于利润中心的考

核方式，对分支机构进行资本占用分配，即扣

除资本金成本之后的利润考核，同分行的奖

励挂钩，将资本约束的压力部分传导给分行，

促进分行对风险资产膨胀的自我约束，用经

济手段建立资本约束纵向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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