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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进入与中国银行业绩效、市场集中度的变化

郑 鸣 冯 凯

[ 摘 要] 我国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 银行业已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将对我国银行业绩效和产

业组织结构带来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我国 14 家银行 1996～2005 年的面板数据, 就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

的短期影响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 国内银行对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数量增加反应不敏感, 经营成本和盈

利同外资银行市场份额的增加正相关, 我国银行业市场符合结构- 行为- 绩效范式。本文就我国银行业应对外

资银行冲击的方略提出建议, 即通过与外资银行股权合作弥补我国银行业不足, 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实现

综合经营以提高我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 积极学习、借鉴外资银行新的金融产品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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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国外一些文献实证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东 道国

银 行 业 的 影 响 。 Claessens、Demirgüc- Kunt 和 Huizinga

( 2001) 用 1988～1995 年 80 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银行数据 , 分析了引入外资银行对本国银行净利差、盈

利水平、非利息收入、经营费用和贷款损失准备的影响 ,

发现外国银行的增加同国内银行盈利性、非利息收入和

总经营支出的减少相关。Lensink 和 Hermes( 2004) 在回

归模型中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因素 , 检验经济发展程度是

否影响外资银行进入的效应 , 结果表明银行业绩的改善

与金融发展水平相关。Uiboupin( 2005) 用中东欧 10 国

219 家银行的数据分析外资银行进入效应 , 发现外资银

行的进入对本国银行短期总成本、利息收入、非利息收

入和利润有负面影响。

有的学者研究了单个国家银行业开放的影响效应。

Barajas 等人( 2000) 对哥伦比亚的研究表明 , 外资银行进

入会导致金融中介间接融资成本降低 , 以及国内银行资

产质量下降。Denizer( 2000) 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对土耳

其银行业的影响 , 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降低了国内银

行业的利润和管理费用。Okuda 等( 2004) 通过研究外资

银行进入对泰国银行业的影响 , 发现外资银行增加使得

本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利差增加 , 盈利降低。Kim( 2005) 通

过实证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韩国国内银行业的影响 , 发

现外资银行进入显著提高了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

国 内 相 关 研 究 存 在 一 些 竞 争 性 的 结 果 , 郭 妍 等

( 2005) 通过研究发现 , 随着外资银行在我国进入程度的

加深 , 国内银 行 利 差 有 所 上 升 , 而 利 润 率 、非 贷 款 收 益

率、费用率均有所下降 , 同时呆账准备率提高。叶欣

( 2006) 对外资银行进入程度、市场竞争结构、中资银行

效率水平的变化关系进行经验分析 , 发现外资银行进入

程度与中资银行利差和利润水平显著正相关。黄宪等

( 2006) 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绩效的短期影

响 , 通过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后发现 , 由于我国

经济金融体制上的固有特点 , 我国银行业绩效在面临外

资竞争时表现出较大的不同。李晓峰等 ( 2006) 研究发

现 , 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流动性、非利息收入、经营

费用、资产收益率、资产质量和风险方面都有负面影响。

从现有文献看 , 相关研究可分为两类 , 第一类是检

验跨国影响 , 第二类是集中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单个特

定国家的影响 , 二者通常使用的都是对单方程的简单回

归。因变量一般是成本效率、盈利效率、贷款活动以及贷

款质量这样一些指标 , 以从不同角度考察银行绩效。而

自变量由外资银行进入指标以及可能影响银行的其他

控制变量组成 , 包括银行特定指标向量和宏观经济变量

向量等 , 实证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成本、盈利等银行指标=f( 外资银行进入指标 , 宏观

经济变量向量, 银行特定指标向量) 。

本文借鉴这种分析思路 , 并通过对模型适当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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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证回归, 分析我国银行业的现实状况。

二、待检验假说

根据上述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影响 的有

关文献以及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 , 这里提出几个有关外

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的预期短期影响的假说 ,

这些假说将在下面的实证分析部分进行检验。

假设 1: 短期中 , 市场上外资银行进入数量的增加

使国内银行的经营成本增加。

在外资银行进入之后的短期内 , 为了应对实力雄厚

的外资银行的竞争激烈 , 国内银行必须以尽快地速度进

行调整 , 加大对经营管理现代化、技术设备升级、产品创

新等方面的投入 , 从而增加其短期经营成本。

假设 2: 短期中, 市场上外资银行进入数量的增加使

国内银行的利润率降低。

国内银行不得不面对外资银行进入带来的更 为激

烈的竞争 , 使得至少在短期内失去了在外资银行进入之

前的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 , 从而正如 Barajas 等 ( 2000)

和 Claessens 等( 2001) 所推测的, 利润率会相应降低。

假设 3: 短期中, 市场上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使国内

银行的利差减少。

根据 Barajas 等( 2000) 、Claessens 等( 2001) 、Unite 等

( 2003) 的研究 , 国内银行为应对竞争 , 在外资银行进入

后利差会很快降低。

假设 4: 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国内银行影响的

同时 , 可以检验结构- 行为- 绩效( SCP) 范式、效率假说或

者可竞争市场假说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的解释力。

根据 SCP 范式, 市场集中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市场上

银行之间的竞争行为。外资银行进入导致的竞争加剧会

改变国内银行的行为 , 并改变了银行业市场集中度 , 市

场集中度的变化又影响国内银行绩效。市场竞争越激

烈 , 国内银行越迫切要求去降低经营成本。当市场集中

度同经营成本正相关时 , 该结构- 行为- 绩效 ( SCP) 范式

受到支持。

效率假说认为市场结构和单个银行绩效之间

的关系可以由银行效率来解释 , 即效率高的银行

可以赢得市场份额, 从而提高市场集中度。根据效

率假说 , 市场结构和绩效间的关系由厂商的效率

决定。效率高的厂商能增加其市场份额 , 从而增加

集中度, 使整体绩效得到改善。在竞争更激烈的市

场上 , 随着金融开放 , 效率高的银行能增加其市场

份额 , 而效率低的银行缺乏竞争能力 , 其市场份额

减少。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大了市场竞争, 那些能够

提 高 经 营 效 率 的 国 内 银 行 则 能 够 扩 张 其 市 场 份

额 , 从而市场集中度增加 , 并且这些银行有更好的

绩效( 更低的经营成本) 。当单个银行的绩效同其市场份

额正相关 , 亦即经营成本同其市场份额负相关时 , 该效

率假说得到支持。

根据可竞争市场假说, 市场竞争的程度不是由市场

集中度来衡量, 而是由外部人进入该市场的难易程度来

衡量。外部人越容易进入该市场, 则该市场的竞争越激烈,

在位者越难以获得超额利润。可以认为, 当市场集中度同

银行经营成本之间没有显著关系时, 该假说受到支持。

三、实证检验

( 一) 变量描述

1. 因变量。借鉴 Claessens 等( 2001) 的研究成果, 本

文 的 回 归 模 型 选 取 我 国 银 行 业 营 业 费 用 率 ( OVER-

HEAD) 来反映经营管理的效率, 选取税前利润率( PROF-

IT) 、利差( NIM) 等指标来度量国内银行业的盈利状况和

经营水平( 见表 1) 。

2. 外资银行进入变量。这里分别选取外资银行资产

占我国银行业全部资产的比例 ( FBSHR) 和外资银行在

我国设立的营业性机构数 ( FBNUM) 来代表外资银行进

入的程度。

3. 控制变量。根据 Claessens 等( 2001) 的研究方法,

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及数据可获得性 , 本文主要选用

两组控制变量 : 第一组为宏观经济方面的因素变量 , 包

括我国通货膨胀率( INFL) 和 GDP 增长率( GDP) , 以反映

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 ; 第二组为影响银行自身盈利能力

等的因素变量 , 包括我国各家银行的贷款比例( LOAN) 、

营业费用率( OVERHEAD) 、资产市场份额( ASSET) 等。

( 二) 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样本为我国资产规模最大且具代表 性的

14 家商业银行 , 包括 4 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 交通、中

信、光大、华夏、民生、广发、深发、招商、兴业、浦发等 10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样本区间为 1996～2005 年( 见下页

注①) , 各银行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中的有关财务数据以

变量名 定义与计算方法

营业费用率( OVERHEAD) ( 人员费用+其他非利息费用) /总资产×100

利润率( PROFIT) 税前利润/总资产×100

利差( NIM) 净利息收入/总资产×100

外资银行资产份额( FBSHR) 外资银行资产/国内银行业资产总额×100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数( FBNUM) 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的营业性机构数

通货膨胀率( INFL) 通货膨胀率

GDP增长率( GDP) GDP增长率

我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 BCON) 前三大银行总资产/所有商业银行总资产

我国各银行贷款比例( LOAN) 贷款/总资产

我国各银行资产份额( ASSET) 总资产/国内银行业资产总额×100

表 1 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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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银行和金融机构数据库( Bank

Scope) 以及世界银行组织提供的

金融结构数据库 ( Financial Struc-

ture Database) 为主要数据来源, 相

关 年 度 的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和 《中

国金融年鉴》作为补充数据来源。

( 三) 计量方法及模型设定

本 文 选 取 样 本 银 行 1996 ～

2005 年的时序与截面 面 板 数 据 ,

其 中 14 家 样 本 银 行 的 个 别 数 据

不可得 , 从而形成非平衡数据 , 这

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②进行分析 ,

并采用 GLS 估计方法 , 以减少可

能的由截面单元数据造成的异方

差影响。

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③:

OVERHEADit =#0 +#1FBSHRt

( FBNUMt) +#2INFLt +#3GDPt +

#4BCONt+#5LOANit+#6ASSETit+$it ( 1)

PROFITit=#0+#1FBSHRt ( FBNUMt) +#2INFLt+#3GDPt+

#4ASSETit+$it ( 2)

NIMit =#0 +#1FBSHRt ( FBNUMt) +#2INFLt +#3GDPt +

#4ASSETit+#5OVERHEADit+$it ( 3)

(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 2。对回归结果解释如下:

1. 在表 2 中 , 以外资银行营业 性 机 构 数 ( FBNUM)

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大多未能通过统计检验 , 说明其

对我国银行业影响均不显著。这同 Claessens ( 2001) 和

Uiboupin( 2005) 的研究结果相左 , 他们认为 , 在发展中国

家 , 外资银行数目比外资银行占有的市场份额对国内银

行业的影响更大。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 我国国内

银行对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数增加的反应不敏感 , 外资

银行谋求在华发展的布局并没有引起国内银行的较大

反应 , 可以认为这是由于我国国内银行的分支机构覆盖

面较宽、有庞大的本地客户 , 同时经营机制也不够灵活 ,

对市场变化反应较为缓慢。

2. 通货膨胀率、GDP 增长率基本上对各因变量无明

显影响, 说明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银行经营状况的影

响有限, 反映出我国银行业市场化程度④有待进一步提高。

3. 同假设 1, 我国银行业经营成本同外资银行的市

场份额( FBSHR) 的增加正相关。这同 Lensink 和 Hermes

( 2004) 的结论相一致。外资银行进入带来了新的技术和

服务 , 国内银行为了弥补同对手之间的差距 , 应对日益

增强的外来竞争 , 势必会加大投入 , 较多地引进高技术

和新设备 , 改革原有的业务模式和组织 , 加大对高素质

人力资源的投入, 从而导致短期内银行营业成本增加。

4. 与假设 2 不同 , 我国银行盈利同外资银行市场份

额增加正相关。这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反 , 而同

黄宪等( 2006) 的实证结果一致⑤。可以认为, 面对外资银

行进入的激烈竞争 , 国内银行调整业务经营 , 至少在短

期内增强了自身的获利能力。

5. 与假设 3 不同 , 我国银行的利差同外资银行市场

份额增加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一般认为随着外

资银行进入的增加 , 国内银行为了保持其市场竞争地

位 , 会减少利差 , 导致垄断利润下降 , Claessens( 2001) 的

研究也证实了这点。但这里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 原因可

能主要在于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 , 利差变化主要是

① 招商银行 1996 年、光大银行 2004 年和 2005 年以及广发银行

2005 年的相关数据缺失 , 所以各个体 成员观测数据个数不等 , 亦即采

用的是实际分析中经常会遇到的非平衡数据。

② 一般的 , 即使随机效应模型更优时 , 待估计参数使用固定效应

模型得出的仍是一致的估计量 , 而且 , 当存在变量遗漏问题时 , 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也能得出有效的估计。

③ 各变量定义及具体计算方法参见表 1。其中 , “总资产”是针对

我国单个商业银行而言的总资产 , 区别于“我国国内银行业资产总额”。

④ 指银行业市场化发展的程度。本文参考文献中郭妍( 2005) 认

为 , 宏观经济因素对国内银行经营状况影响甚微表明我国银行业市场

化程度低。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金融企业 , 是典型的宏观经济周

期行业 , 无论是利率、汇率变动 , 还是全球经济波 动 , 都 可 能 使 银 行 暴

露在风险之下。银行信贷资产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风险也不相同。如果

放松对银行业的过多干预 , 使银行成为真 正 市 场 化 主 体 , 那 么 银 行 对

经济运行变量的反应应当更为灵敏。

⑤ 黄宪等( 2006) 认为这是由于非利息收入率同外资银行进入的

显著正向关系超过了营业费用率增加的程度。

营业费用率

OVERHEAD

营业费用率

OVERHEAD

利润率

PROFIT

利润率

PROFIT

利差

NIM

利差

NIM
外资银行资产份额

( FBSHR)

0.175**
( 2.457)

0.434***
( 6.969)

0.097
( 1.249)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数

( FBNUM)

- 0.003***
( - 2.690)

- 0.002
( - 1.260)

0.001
( 0.615)

通货膨胀率

( INFL)

0.002
( 0.115)

- 0.004
( - 0.201)

0.006
( 0.300)

0.095***
( 6.118)

- 0.006*
( - 0.231)

0.015
( 0.722)

GDP增长率

( GDP)

- 0.041
( - 0.820)

0.003
( 0.062)

0.077
( 1.365)

- 0.139***
( - 2.904)

0.076
( 1.220)

0.017
( 0.284)

银行业市场集中度

( BCON)

2.084**
( 2.058)

4.289***
( 5.411)

我国各银行贷款比例

( LOAN)

0.003
( 0.783)

0.003
( 0.710)

我国各银行资产份额

( ASSET)

- 0.024***
( - 3.559)

- 0.024***
( - 3.926)

- 0.053***
( - 7.326)

- 0.046***
( - 5.608)

- 0.026***
( - 3.602)

- 0.021***
( - 3.024)

营业费用率

( OVERHEAD)

0.453***
( 4.100)

0.530***
( 5.282)

Adjusted- R2 0.619 0.620 0.670 0.679 0.523 0.511

F- statistic 12.554 12.602 17.100 17.819 9.208 8.848

表 2 实证结果

注 : *、** 和 ***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统计显著水平 ; 括号中的数值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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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当局的调控手段而非银行的自主行为。

6. 银行市场集中度 ( BCON) 同经营成本正相关 , 这

支持了结构- 行为- 绩效 ( SCP) 范式 , 即外资银行进入改

变了银行业市场集中度 , 市场集中度的变化又影响了国

内银行绩效。

银行总资产同利润率的显著负相关表明没 有出现

规模经济。根据假设 4, 效率假说认为单个银行的市场份

额同其绩效正相关 , 故这里银行总资产同利润率显著负

相关的实证结果不支持效率假说。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 , 可以考虑经济发展水平 的变

化 , 分析外资银行进入的长期影响 , 还可以加入国内金

融市场发展变量 , 深入分析外资银行进入产生的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 14 家银行 1996～2005 年的面 板 数 据 , 本

文就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的短期影响进行了研

究。实证结果表明 , 我国国内银行对外资银行营业性机

构数的增加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反应不敏感 , 经营

成本和盈利同外资银行市场份额的增加正相关 , 利差同

外资银行市场份额增加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 同

时 , 银行市场集中度同经营成本正相关的结果说明我国

银行业市场符合结构- 行为- 绩效( SCP) 范式。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结果 , 结合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

的现实情况 , 这里就我国银行业面对外资银行冲击的应

对方略提出几点建议。

1. 我国银行业应该通过与外资银行股权合作来弥补

自身不足。一般的, 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主要方式有: 在

我国开办银行分支机构、与我国国内银行机构合资建立

新银行、购买并持有我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成立外资

独资银行、与我国银行机构开展业务合作等。从实际情况

看, 当前外资银行进入我国主要以参股为主。外资银行与

中资银行都有各自的长处, 通过股权合作可以优势互补。

2.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实现综合经营以提高我国

银行业国际竞争力。

3. 积极学习、借鉴外资银行新的金融产品和管理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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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ce of Foreign Banks and Change in Chinese Banking Per formance and Market Centralization

ZHENG Ming FENG Kai

[ Abstract] With the end of transitional period after China$s WTO entry, our banking sector is now fully opened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banks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China$s banking performance and structure. This paper, based on panel data of

14 banks from 1996 to 2005, studies the short- term influence of foreign banks$ presence on domestic banks.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domestic banks are insensitive to the spread of foreign banking business outlets;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overhead and profit and market share increase of foreign banks and China$s banking market conforms to the paradigm of structure-

conduct- performance. To meet the impact from foreign bank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compensate our banking deficien-

cy by equity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banks, realize comprehensive operation through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model and im-

prove our globally competitiveness and learn from foreign banks in management and product innovation.

[ Key words] foreign funded banks; Chinese banking sector; banking performance; market cen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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