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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商 业 银 行 流 动 性

管理与金融风险防范
口赵襄炜

9 。年代以来
,

世界金融风暴迭起
,

商业银行在经

营中凸现其传统的稳健性已 日益受到各国银行业的重

视
。

对于 目前我国 商业银行来说
,

其 内部长期累积的

金融风险也已达到令人不容忽视的地步
。

而商业银行

的流动性管理可以说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最重要
、

最基础的方法
。

本文拟结合当前我国 商业银行现状
,

就流动性管理作
·

分析
。

一
、

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基本思路

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实质就是首先分析和确定
一

定时期内外部对本行的流动性需求
,

然后据此合理

安排资 产
、

调度资金提供流动性供给
,

最终使二者达

到平衡的
一

系列方法和思想
。

商业银行流动性需求可以分为存款流动性需求和

贷款流动性需求两类
。

所谓存款流动性需求指的是银行为满足存款户的

提款要求而必须保有的流动性
。

这种流动性需求是最

基本的
,

银行必须满足
,

否则银行就不能开门营业
。

因

此
,

为满足这种流动性需求而保有的流动性也叫保护

性流动性
。

存款流动性需求一般决定于存款的总量
、

存款的结构
,

而这些因素 同时又受到利率
、

物价
、

国

民收人
、

经济周期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影响
,

使得存款

流动性需求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变化形式
,

即
:

趋势性
、

周期性及随机性
。

商业银行还要满足其客户 对贷款资金的需求
,

这

种流动 性的需 求叫作贷款流动性需求
。

与存款 流动

性 需求不同 的是
,

虽然贷款 的流动性需求也会随着

一 些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 而变动
,

但是它却在相当

大 的程度上受到银行贷款政策的影响
,

比如实行紧

缩 的还 是扩张的信贷政 策
,

或 者是拒绝提供某类贷

款的政策
。

银行为满足以上两种流动性需求
,

必须通过保有

相 当数 量的可及时 变现 的流动性 资产作为流动 性供

给
。

银行为提供这些流动性
,

可以通过资产管理和负

债管理两条途径来实现
。

银行的资产主要是由一级准备
、

二级准备
、

贷款

组合构成的
。

资产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使银行资

产合理配置于这三者之间
,

使流动性与收益性达到平

衡
。

其中
,

银行的 一级准备将提供存款的流动性需求
,

这部分资产是由现金和短期证券构成
,

流动性最高
,

但其收益性最低
,

它应该以能满足存款的正常提取为

限
,

数额不宜太高
。

在另
一

方面
,

银行的贷款流动性需求将主要由贷款组

合来提供
,

合理安排期限
,

利用贷款周期中产生的到期贷

款来满足新增贷款的需求是
一

种成本比较低的方法
。

银行充分的二级准备将使银行能够有足够的回旋

余地来满足不确定的流动性需求
,

二级准备作为银行

经营的缓冲区
,

主要包括各种证券投资
,

它既具有相

当的流动性
,

又可以给银行带来收益
,

因此保持相当

比例的二级准备对银行是非常重要的
。

负债管理较之资产管理使银行更加主动和灵活地

获得流动性供给
。

银行可以通过中央银行再贷款
、

同

业拆借市场
、

证券回购市场
、

发行金融债券等方法为

将来可预见的时刻提供流动性供给
,

以此来弥补流动

性供给与流动性需求之间的缺 口
。

负债管理的应用也

会使资产的配置更加灵活
、

机动
,

充分发挥其盈利性

而同时却不会降低总的流动性
。

二
、

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现状

分析我国 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可以从流动性需求

管理和流动性供给管理两个方面着手
。

商业银行流动性需求主要体现在对流动性需求的

科学预测上
。

目前
,

我国商业银行较注重存款流动需

求的预测
,

对每 日的库存现金和支付额都有详细的规

定
。

但是
,

对于贷款的需求预测则相对忽视
,

且缺乏

较为科学的预测方法
。

在流动性供给方面
,

商业银行更重视从资产管理

中 寻求流动性
,

而对负债管理的应用则不够充分
。

浙江金融 1 9 9 8年第 12 期



1 9 9 5年我国四大商业银行资产负债 比例状况

工工工商银行行 农业银行行 建设银行行 中国银行行

现现金 /总资产产 1 1
.

8 3%%% 1
.

2 0 %%% 0
.

60 %%% 0
.

50 %%%

央央行存款 /总资产产产 5
.

2 0 %%% 1 0
.

83 %%% 4
.

90 %%%

证证券投资 /总资产产 2
.

8 0%%% 3
.

8 0 %%% 4
.

50 %%% 7
.

10 %%%

贷贷款 /总资产产 4 7
.

6 6 %%% 5 6
.

06 %%% 4 5
.

15 %%% 4 8
.

0 0 %%%

存存贷比例例 9 7
.

9 0 %%% 9 6
.

05 %%% 9 6
.

8 7%%% 8 4
.

9 0 %%%

央央行借款 /总负债债 8
.

5 7%%% 7
.

3 0 %%% 8
.

74 %%% 9
.

5 7%%%

发发行债券 /总负债债 0
.

18 %%% 0
.

0 0 %%% 0
.

80 %%% 1
.

24 %%%

同同业拆借 /总负债债 0
.

45 %%% 1
.

6 9 %%%%%%%

大极活期储衬

( 以 上数据 由 《 1 9 96 年中国金融年 鉴 》 4 2 74 3 7页整理而 来 )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
,

我国这四家银行在资 产

负债管理方面水平是各不相同 的
。

其中中 国银行最好
,

工行和农行较差
。

工行较突出的表现在现金比例过高
,

这样虽然保持了流动性
,

但却失掉了太多的盈利
,

同

时这也可以反映工行除现金之外的 资产流动性较差
,

因此必须常备大量现金
,

上行的二级储备在四大行中

比例最小也说明了这一点
。

其次
,

上行的存贷比例也

是最高的
。

从建行的情况中可以发现建行虽然保持 厂

较少的现金
,

但却将大量的资产占用在央行存款上
,

这反映了 建行较为保守的管理思想
,

可能因此而降低

资金的使用效率
。

与此相对应
,

中行保持 厂较低的存

贷比例
,

并同时拥有
一

定数量的证券投资作为二级准

备
,

使资产的流动性与收益性较好地结合起来
。

但从总的来说
,

这四家银行有几个共同特点
:

首

先
,

二级准备明显不足
,

达不到 10 % 的理想比例
,

贷

款占资产比例都在 半左右
,

降低 犷资产的流动性
,

存贷比例过高
,

距 7 5 %的理想标准相差 甚远
。

从负债管理方面来看
,

这四家银行具有
·

个共 同

的显著特点
,

即负债流动性的获得主要是通过向央行

借款获得
,

这种情况使商业银行缺乏 自卞性
, 一

旦央

行紧缩贷款
,

贝lJ立即会出现流动性不足的局面
。

但也

应看到各行之间也存在着差距
,

比如中国 银行就表现

出较 高的融资主动性
,

这体现在它发行债券的比例上
,

而农行则最缺乏 主动性
。

总的来说
,

口前商 业银行普

遍缺乏负债融资的 手段
。

三
、

加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具体措施

商业银行应建立起
一

套对流动性需求科学的预测

方法
。

这里仅举
一

种最为常用并最具操作性的预测方

法
-

一趋势分析法
。

以对存款流动性需求的预测为例
,

在 一般的定期存款

和储蓄存款科 目 里
,

大部分资金的流动是由大额存款引

起的
,

银行存款的周转率随着某些大额帐户的变化而变

化
,

这是因为大额存款比所有其他存款更 易干变动
,

而且

其不可预见的突然提款会给银行的流动资金带来重压
。

因此趋势分析不是 对每
一

存款帐 户进 行细致研

究
,

而是在几大类存款帐户 中
,

把大额存款从其他帐

户 中区分出来进行管理
。

当 然
,

构成大额存款的因素

是相对而言的
,

每
4

银行必须根据本身的特点而确定
。

一般而言
,

相当于银行总存款量的 0
.

5 % 以上的帐户
一

定构成大额存款
。

一旦大额存款确定了
,

就可以建立一个每月统计

制度来汇总每
一

类存款中大户的数据情况
,

然后可以

利用这些数据制成图表
,

管理者根据数年来的资料分

析存款流动性需求的变动趋势
。

下图的例子反映了一个汇总的大额活期存款变化

的假想模型
。

图中的平行线反映了存款变化的总趋势
,

下面的线表示最低流动性需求和无流动性需求的存款

量
,

而超过此线的存款量代表流动性需求的增量
。

在

接近上趋线时
,

流动性需求达到最大
。

管理者通过对

历史情况与现实存款的比较
,

还可确定流动性需求的

大致时间
。

二趋势

趋势线

变动夏

用同 样的方法
,

也可以对贷款的流动性需求进行

预测和管理
。

在对流动性供给管理的方面
,

我国各商业银行应当同

时注重从资产和负债两个渠道来充分获得流动性
。

在资产管理方面
,

商业银行应扩大二级准备的资

产
,

缩小贷款的比重
,

同时应合理安排贷款的期限结

构
,

提高贷款资产的流动性
。

当然
,

目前我国银行二

级准备不足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

资本市场的容量小
,

证券品种较少制约 了银行充分利

用二级准备的可能性
。

因此
,

今后大力培育证券市场

也是加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
,

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

步骤
。

商业银行在负债管理方面要逐步摆脱主要依靠央

行贷款的局面
,

应当 充分利用主动性融资方法
,

如同

业拆借
、

证券 回购
,

以及发行金融债券等
。

从这里我

们可以看到证券市场
、

货币市场以及金融创新都成为

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管理而要做的重要工作
。

今天商业银行 日益受到来 自各方面的挑战
,

只有

保持高度的流动性
,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

才能抗拒金

融风险
,

流动性管理应该得到更多 的重视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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