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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这一生态学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真菌学

家德贝里于1879年首先提出，被用来描述不同种

属生活在一起并且利用自身和对方的特性相互补

充和依赖以维持生存、繁衍的现象。早期“共生”只

用于生物界的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后，共生理论

的运用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展。通过对共生系统内

的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能量分配和共生模式

形成的分析把握，可以廓清系统的运作原理和逻

辑，审视导致症结产生的环节或因素，并由此明确

改进共生系统的方向和方案。本文将共生理论引

入两岸银行业的合作发展研究，旨 在为后者提供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拓展研究思路。
一、两岸银行业的共生基础

(一)地域相近。从区域关联度看，台湾与大陆

隔海相望，面对着新兴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和高速

发展的大陆经济体，地域相邻能为两岸一体化建

设提供天然的地理条件。
(二)市场一体化形成。两岸 市场一体化 体现

在近年来两岸经贸往来快速发展，商务部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1年大陆与台湾贸易额达1600.3亿

美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大陆对 台湾出口额

351.1亿美元，同比增长18.3%；自台湾进口额1249.2
亿美元，同比增长7.9%。另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
2011年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2639个，实际使

用台资金额21.8亿美元。若再考虑台资企业在大

陆的各种生产费用、劳工费用等成本类资金流动，
以及台商通过间接渠道对大陆的投资，两岸跨境

资金流动量更大。因此，只有两岸银行业之间互助

共生以顺应两岸经贸往来，才能在两岸金融共生

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共生。
(三)差异性和互补性。差异化和互补性是共生

体系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共生单元间只有在结

构、功能上存在差异，才有可能实现资源优势互补，
通过一定的共生界面互相作用，实现物质、信息和

能量的相互交流，促进双方的生存和发展，保持共

生体系的稳定性。两岸银行业在规模、效率、存贷款

结构、市场分布、制度文化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这主要是由两岸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所致。以效率

为例，台湾银行业效率较高，但受到市场空间的严

重制约。台湾银行业在20世纪中后期的金融自由化

改革浪潮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具有较强的经营效率

竞争力，但由于受到地理规模、资源、人口等客观条

件限制，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诸如金融机构过

多、市场竞争过度、利差缩小、信贷风险积聚等问

题，这在客观上要求台湾银行业尝试新模式以求新

突破。大陆银行业近年来虽进行了大规模的股份制

改革，但在发展多元化和经营效率方面仍显不足，
表现在主要依靠利差的盈利模式仍未改变，据中国

银监会2010年年报显示，在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利

润结构中，66%为传统的净利息收入，21%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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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12%来源于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可见

大陆银行业在多元化经营和发展效率方面尚有提

升空间。大陆与台湾银行业的不同现状和特点，为

两岸银行业共生合作提供了客观基础，增加了两岸

银行业一体化共生发展的可能性。
(四)对称互惠共生的内在 要求。在共生 理论

中，对称互惠共生是共生系统进化的一致方向，只

要共生系统当前的行为模式是非对称互惠共生，
其均会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推动下向对称性互

惠共生模式进化。随着两岸经济合作的发展，两岸

银行业也有了融合发展的需求和趋势，意味着共

生单元的增加、共生界面的变更以及共生环境的

改变，势必导致两岸银行业原有的共生系统出现

进化，这种进化的方向就是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
二、两岸银行业共生系统存在的主要缺陷

上述共生基础的发展和变动，将为新的共生

系统的构建奠定基础。虽然共生理论强调共生进

化发展方向总是指向对称互惠共生模式，但鉴于

新的共生系统变动和整合过程的曲折性，对称互

惠共生模式的构建仍存在诸多变数。从两岸银行

业合作发展的实践看，主要体现在共生度、共生能

量、共生界面和共生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两岸银行业共生度和共生能量分配呈现

不对称性。共生度用于衡量共生系统内共生单元的

相互依存程度。一个共生系统出现有利进化时，其

共生度必然大于零，即共生单元间衡量的共生度均

应为正值。在共生度大于零（δs＞0）的条件下，共生

系统的共生能量Es＞0。共生能量为正值表明共生系

统具备进化所需能量，这是共生模式发生变革的直

接原因。而且，若共生度的对称性程度越高，则对这

个共生系统提供的能量就越大。从另一角度看，共

生度的对称表明共生单元间相互“重要程度”对称，
进而意味着共生系统中各共生单元都是有利的发

展，这能够促使整个共生系统朝互惠共生模式进

化，这与共生系统进化的根本法则———对称性互惠

共生是共生系统进化的一致方向相吻合。
从两岸银行业共生系统来看，其存在着共生

度的不对称性，这源于两岸银行业的差异性。虽然

两岸银行业的差异性是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的

基础，但差异性的种类、程度会形成共生度的不对

称，即大陆对台湾银行业的共生度低于台湾银行

业对大陆的共生度。如果以A表示大陆银行业，B
表示 台湾银行业，δ（A→B）和δ（B→A）分 别 表 示

大陆对台湾的依 存程度和台 湾对大陆的 依存程

度，EsA表示大陆银行业分享的共生能量，EsB表示

台湾银行业分享的共生能量，Es为共生系统产生

的总共生能量，则据此可形成以下表达式：

条件：

δ（A→B）＜δ（B→A） ①

δ（A→B）＞0 ②

δ（B→A）＞0 ③

EsA+EsB=Es

→
→
→
→
→
→→
→
→
→
→
→
→→
→

④

结果：
Es＞0 ⑤

EsA＜EsB
→

⑥

上述式子表明，两岸银行业的合作共生发展系

统（②式、③式）会推动两岸银行业的共同发展（⑤
式），但两岸银行业共生度的不对称性（①式）会对

最终共生能量的分配产生相应影响：共生度弱的一

方分享的共生能量小于共生度强的一方（⑥式），这

也是共生单元在共生系统发展能量分配中遵守的

规则，其与共生模式发展机理是相符合的。
鉴于两岸银行业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在两

岸银行业共生系统的构建中，大陆市场是台湾银

行业依赖的对象，台湾银行的效率和发达的金融

系统则会在共生体系中提升大陆银行的竞争力。
台湾银行业主要是以中间业务收入作为利润主要

来源，而大陆银行业盈利主要靠利差收入。在实际

操作中，台湾银行业市场化程度高，较为先进的经

营模式和较高的经营效率使其具有较强的市场竞

争力，若其进驻大陆则又能享受大陆较大幅度的

利差和广阔的市场；反之，台湾岛内银行业市场近

乎饱和，竞争十分激烈，大陆银行业的进驻将面临

极大的挑战。因此，在未来两岸银行业相互融合的

过程中，台湾银行从中受 益会多于大 陆银行。所

以，在两岸银行业共生体系进化中，台湾银行业将

获取更多的共生能量，这将对两岸银行业对称性

互惠共生系统的形成构成一定威胁。
（二）两岸银行业共生界面的有效性不足。根

据共生理论，共生系统的构建是各个共生单元通

过共生界面相互 作用而形成 一定共生 模式的过

程。各个共生单元之间需通过各种复杂的共生界

面相互连接，这表明共生关系的建立是以共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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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为基础的，这也是形成不同共生模式的根本原

因。因此，共生界面与共生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共

生界面是共生环境形成的内在基础，共生环境则

是共生界面的外在表现。换言之，共生界面是共生

单元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媒介，而共生环境则表

现出媒介作用的状态，不同媒介对应不同状态，不

同状态则形成不同共生模式，而且，共生界面的稳

定性是共生单元间稳定性和共生效率的保证。
在两岸银行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旧的共生界

面的减弱和消退是新的共生模式形成的基础，会造

成共生能量的改变。从两岸银行业共生界面上看，
两岸法律制度、信息共享状况、经济条件、技术创新

水平等初始条件，都会影响两岸银行业共生模式的

现状。例如，法律法规为两岸银行业合作提供了法

理基础，信息分享程度和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将催

生更加宽广和有效的共生界面。所以，两岸金融合

作的发展是由经济形势的客观需要和人为优化共

生界面的努力共同决定的。由共生界面变更产生两

岸银行业合作新基础的机理如图1所示。

但在现实中，两岸银行业共生界面的变更仍

存在较大的共生阻力，从而产生高昂的共生成本。
如在货币兑换上，两岸货币清算体系的广度和深

度仍需拓展。随着两岸经贸交流的日益扩大和深

化，两岸间的货币资金往来快速增长，建立完善有

效的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已势在必行。又如在市场

准入上，两岸相互间的开放程度和宽度仍较有限，
与当地银行相比，融入当地经济和金融的成本还

较高，特别是大陆银行入台后的经营和扩张受到

严格限制。目前大陆已批准11家台湾地区银行进

驻大陆（其中9家已开业），台湾则批准4家大陆银

行入驻台湾（其中2家已设立分行并开业），且入台

大陆银行在吸收存款和设立机构网点方面，面临

着比岛内其他非台资银行“更加严格”的规定。再

如，在 银行业监管方面，两岸金融监管体制的差

异、监管制度和标准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在共生

银行系统中造成一些监管分歧。

综上，良好的共生界面是共生系统实现互利

共生、达到共生能量正值的基础，因此，共生界面

的构造和优化是未来两岸银行业共生系统建立和

进化的直接推动力。当 前两岸政治制度、经济制

度、企业文化、市场准入、经营模式等因素的限制，
阻碍了两岸银行业共生能量潜力的生成，降低了

两岸银行业共生界面的作用和功能，对两岸共生

系统走向对称性互惠共生会有消极影响。
（三）两岸银行业共生模式的有效程度不足。共

生模式是共生系统状态的反映。从组织模式来看，
可划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

生，反映共生单元共生的紧密程度依次递进；从行

为模式来看，可划分为寄生（一方 受益另一方 受

害）、偏利共生（一方受益另一方未受影响）、非对称

性互惠共生（两方均受益但不对称）、对称性互惠共

生（两方受益对称），反映共生损益及对称状态。两

组任意两两组合共产生16种共生状态，最优的共生

发展模式是“一体化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其指明

了共生系统进化的基本方向。共生系统的不同种类

反映了系统内部运作的有效程度，即共生单元通过

共生界面相互作用产生共生能量的效率和对称性，
若共生系统愈趋近“一体化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
则共生系统进化速度和效率愈高（见图2）。

就组织模式而言，当前两岸银行业共生关系处

于点共生和间歇性共生阶段。尽管在《两岸金融监

管合作谅解备忘录》（MOU）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ECFA）的大框架下，两岸银行业合作有

所突破，但共生界面仍较为狭窄和单一，共生单元

的数量和相互作用的程度仍十分有限，如两岸银行

业互驻对方境内的银行数量较少、与当地市场融合

程度较低。两岸银行业间的合作囿于共生界面而呈

现短暂性、间歇性的特征，尚未形成稳定的、长期的

合作基础。就行为模式而言，由于发展背景不同、以

图1 银行业共生系统的进化过程

对称性
互惠共生
模式

银行业
共生界面
的变更

共生模式
的转换

银行业
共生环境
的改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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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交流匮乏，两岸银行业共生关系尚属于非对称互

惠共生模式，这种模式将会制约共生系统进化过程

中产生的共生能量及其对称分配，使两岸银行业无

法通过对称性的合作和互利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

潜力，也限制了整体互惠共生系统的建立。
三、推动两岸银行业体系实现对称互惠共生

的策略

两岸银行业共生体系的建立是两岸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客观要求。两岸银行业对未来共生策略

的有效把握，是建立新型共生模式的基础和保证。
根据上述分析，共生度和共生能量分配的不对称、
共生界面和共生模式有效性的不足，是当前两岸

银行业共生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只有对非对称

互惠共生模式所对应的共生界面进行改良，才能

加强两岸银行业在物质、资源、信息等方面要素的

整合和交换，提高各共生单元的功能，优化两岸金

融资源配置，促进两岸银行业体系的有效融合，使

其朝着对称性互惠共生方向迈进。
（一）提高共生界面的广度和深度，增加两岸

银行业交流的接触面。从图1可以看到，两岸银行

业共生系统进化的动力源于共生界面的变更，即

共生单元间相互作用和关系的媒介的改变，如法

律法规的完善、信息共享程度的提高、经济技术条

件的改善等。从理论上看，共生界面变更的推动力

源自于减弱和消除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催生

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的内在需求。从现实来看，当

前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为的主观要求也推动

着共生界面的变更。
当前两岸银行业合作需将重点放在提高两岸

共生界面的广度和深度上。其中，“提高广度”意味

着增加开放程度，即扩大两岸银行业务合作面；“提

高深度”则意味着要相互放宽市场准入限制，让进

驻的对方银行与当地银行享有同等经营环境，在监

管上一视同仁，避免差异化对待。有效解决两岸银

行业共生界面在货币兑换、货币清算、市场准入、监

管法规等方面的问题，就能够在客观上为两岸银行

业的相互融合扫清障碍，使共生系统朝着对称互惠

的方向进化。当然，要建立完整的共生体系，实现稳

定、持久的对称互惠共生仍任重道远。
（二）建立良好的正向共生环境，实现共生环

境的整体优化。共生界面的变更外在体现为共生

环境的转变，而外在改善的共生环境又通过对共

生单元的反作用，来促进新型且稳定的共生模式

形成。亦即良好的共生环境在客观上能够提升系

统内共生单元的生产经营效率，也能够提高整体

共生单元的同质化程度，有效抑制共生单元形成

对共生体的阻力。因此，必须建立有利于两岸银行

业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的正向共生环境，使共生单

元与共生环境形成良性互动。这就需要继续提升

两岸经济一体化程度、促进两岸金融监管的协调

合作、推动两岸银行业的同质性发展，切实将两岸

银行业连接为一个共生系统，提高系统内的开放

度，并形成共生环境对共生系统的正向激励。
（三）在相互融合中要科学把握集群共生密度

和特征，避免盲目扩张。共生密度是共生体系产生

共生能量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共生系统中，合理的

共生密度会产生最高效的共生能量。两岸银行业

在对方区域融合发展时要充分考虑当地共生单元

的密度和市场竞争情况，在开展同质化经营的同

时也要注重业务互补，实现两岸银行业同质进步、
互补发展。当前台湾银行业的共生密度较高，岛内

银行业集群规模已经达到饱和，市场空间狭窄，而

大陆银行业又在急于寻求扩张，因此，在整合两岸

银行业资源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资源约束条

件，综合测定最优的集群共生密度，切忌盲目扩张。
参考文献：
[1]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张倩.银行业的和谐共生———合作竞争[D].南京
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3]王宇露.银行共生机理、共生型和共生进化研究
[J].上海金融，2007，（12）.

[4]杨思思.开放进程中两岸银行市场结构与稳定
性的比较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10.

[5]余荣祥.两岸银行业经营绩效比较之研究[D].苏
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6]张崇楷 .WTO框架下两岸金融服务业合作研
究———以银行业为例[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08.

（责任编辑：王 勉）
（责任校对：王 勉 马 冰）

纵 论
金 融 FUJIAN FINANCE

海 峡 金 融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