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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银 行 经 营 管 理 的 影 响

O 江 曙 霞

国际性的银行监督管理契约—
巴塞尔协议的

实施
,

使得银行资本结构和资本充足性 比率取代了

资产规模
,

成为衡量银行实力和基本信誉的重大尺

度
。

这一转变
,

对传统的银行经营管理模式提出了新

的挑战
。

对此
,

本文谈几点看法
。

一
、

巴塞尔协议使银行的管理模式由资

产负债管理走向风险资产管理

现代的商业银行管理
,

一直得益于资产负债管

理理论
。

资产负债管理理论
,

它强调银行资产负债表

两边的
“

对称原则
’

: 力图形成安全性
、

流动性和盈

利性三者的均衡协调
。

所谓
“

对称原则
” ,

是指资产

和负债科目之间的期限和利率的对称
。

因此
,

资产负

债管理的主要内容
,

是利率敏感性管理和资金流动

性管理
。

利率敏感性管理
,

是以浮动利率资产和负债为

管理对象
,

利用资金缺口
,

调整市场利率变化和银行

净利息收入的关系
。

所谓的资金缺 口
,

是用来衡量一

家银行净利息收益对市场利率变动的敏感性的
。

资

金缺口有三种情况
:

A 零缺 口 B 正缺 口 C 负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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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缺 口情况
,

可用利率敏感程度 K 表示 (K 一 浮动

利率资产一浮动利率负债 )
。

零缺 口 (K 一 0) 时
,

可

以基本消除变动不定的市场利率对利息净收益的影

响 ; 正缺 口 (K > 0) 时
,

利息净收益和市场利率作

同向变化 ; 负缺 口 (K < 0) 时
,

利息净收益和市场

利率作反向变动
。

当预测利率将会上升时
,

可增加敏

感性资产 (浮动利率资产 )
,

减少敏感性负债 (浮动

利率负债 ) ; 如预测利率将要下降时
,

则增加敏感性

负债
,

减少敏感性资产
,

以获取更多的盈利
。

资金流动性管理
,

则主要是提供一种自我清偿

机制
,

以满足流动性的要求
。

这种主要靠合理的期限

匹配形成的自我清偿机制
,

强调负债和资产在期限

上应互相匹配
,

即根据各类负债的周转速度与法定

准备要求
,

使其在规模上和结构上与具有相应流动

性与盈利性的资产相一致
,

以令到期需清偿的负债

都能顺利地由到期的资产所满足
,

力求作到自动清

偿
,

从而花费最低的成本满足流动性要求
。

显然
,

这两种管理办法的前提是假定银行本金

没有风险
.

从而以资金的流动性为操作基础
,

以盈利

性为出发点和归宿地
。

事实上
,

银行的管理层需要防

备各种不同的风险
。

对大多数银行来说
,

其 中最主要

的是信用风险
,

即对方不能还款的风险
。

因而
,

巴塞

尔协议设计出以资本充足性管理为核心的风险资产

管理模式
,

以此来约束银行放款和投资的本金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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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的实施
,

促使银行注意保持适度的资本
,

加强对风险资产的管理
,

自觉地控制风险资产占总

资产的合理 比例
,

适时地调整资产组合中不同风险

权重的资产组合
,

适当地向低风险资产倾斜 ;同时切

实加强对表外业务风险的控制
。

二
、

巴塞尔协议使银行管理的对象由资

产负债表内拓宽到表外

传统的银行管理对象仅局限于资产负债表中的

项 目
,

巴塞尔协议的实施使银行管理对象第一次由

资产负债表内拓宽到资产负债表外
。

银行表外业务包括
:

银行提供的各类担保业务
、

贷款与投资承诺业务
、

外汇买卖与投资业务
、

中介服

务与劳务业务四大类
。

银行表外业务是作为金融市

场激烈竟争
、

金融企业逃避金融管制的金融创新产

品
,

在最近 30 年里迅速发展起来的
。

表外业务的出

现
,

一方面
,

提高了商业银行的业务竞争能力
,

为客

户提供了较大的便利 ; 另一方面
,

表外业务使银行经

营活动的透明度下降
,

依靠资产负债表已经不能为

财务监督提供准确的数据
,

不仅客户和股东难以了

解银行的全部业务范围和评价其经营成果
,

中央银

行的监督管理也大大增加了难度
。

事实上
,

不少银行

正是利用表外业务来逃避中央银行的资本管制的
。

无资本要求
,

刺激着表外业务的无限制扩张
,

加大了

银行经营的风险
。

巴塞尔协议正视表外业务 (除第 4 类中间业务

以外 )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

运用信用换算系数对不同

类型的资产负债表外的业务项 目和交易的信用风险

进行分析
,

把表外业务也纳入管理
,

堵塞风险资产业

务表外膨胀的漏洞
。

三
、

巴塞尔协议使银行财务杠杆的运用

受到实际的约束

巴塞尔协议 以衡量资本充足性的风险加权 比率

取代负债比率 (t he G e a r l n g R a tio
,

指银行资本和非

资本负债的比率
,

但其内涵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
:

在

美国主要指银行资本和银行负债总量的比率
,

在英

国和 日本等国则指银行资本和存款负债的比率) 等

简单的比率
,

同时规定资本成份中长期附属债务不

得超过核心资本的 50 %
,

实际上现实地约束了银行

财务杠杆的运用
。

众所周知
,

银行以借入债务扩充 自有资本
,

从而

能以 比运用 自有资本更低的成本去推动资产业务
,

增加每股收益
。

这就是财务杠杆效应
。

由于 以债务代

替自有资本的
“

省税
” (T a x S hie ld ) 部分

,

增加了

银行的价值
,

使得杠杆银行的每股收益可能超过非

杠杆银行
。

现举一例加以说明
:

A
、

B 两家银行分别为非杠杆银行和杠杆银行
,

其资本结构如表 1 (每股 10 。元 )
。

表 1

⋯ A ⋯ B

债务比率

股东权益比率

O %

1 0 0 %

1 0 0 0 0

总 资 本
10 0 0 0 0 0

(全股本 )

5 0 %

5 0 %

5 0 0 0

1 0 0 0 0 0 0

(50 0 0 0 为长期债务 )

假设 A
、

B 两 家 银行 的营 业利 润均 为

1 0。。0 。元
,

即为总资本 的 10 %
,

长期债务利率为

8 %
,

税率为 50 %
,

结果两家银行每股收益 (即净利

润 /股数) 是不一样的
,

见表 2
。

表 2

⋯
A

⋯ B

苦业利润

利 忽支 出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4 0 0 0 0

税前利 润

税收支 出

1 0 0 0 0 0 6 0 0 0 0

5 0 0 0 0 3 0 0 0 0

净 利 润

每股 收益

5 0 0 0 0 3 0 0 0 0

如此
,

在不存在破产成本的情况下
,

银行所利用

的债务数量越大
,

可能得到的
“

省税
”

越多
,

银行的

价值也就越高
。

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

破产成本是客

观存在着的
,

因此对债务的过度依赖可能使银行破

产成本抵销甚至超过
“

省税
”

效应
,

从而引起银行资

本成本上升而使银行价值下降
。

但是
,

存款保险机制

事实上发挥着吸纳银行破产成本的作用
,

从而使银

行有恃无恐
,

可以置公司财务理论的约束于不顾
,

具

有盲 目利用债务抵充自有资本以增加每股收益的冲

动
。

巴塞尔协议提出的资本充足 比率和资本成份结

构要求
,

恰恰可以使银行财务杠杆的运用受到实际

的约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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