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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银行业开放循序渐进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来华经营，
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中国加速了银行业开放的步伐，外资银行的进入也进入
了加速发展阶段，在入世后的5年过渡期中，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从190家增加到312
家，平均每年增加19家之多，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增长了54%，年均增长率为18%。20
06年以来，伴随中国对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更多的外资银行转制为外资法人银行 ，与中资银行同享国民待遇，中国银行业进入了完
全开放的充分竞争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需要解答。例如，
在全面开放条件下，中资银行应如何应对来自外资银行的竞争挑战?中资银行在海外经营
中可以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随着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的爆发，欧美跨国银行在华的经营
战略有无改变?外资银行的经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监管当局如何对外资
银行进行更好的监管，如何利用外资银行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带来新生力量而又避免逆
向冲击?这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外资银行的进入及监管方面的研究，由于数据获得的限制，对于
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效率、特色以及经营效应方面的研究较少。本书借鉴已有的研究
成果，在新的背景下，对外资银行的进入、经营状况、经营效应以及监管进行全面的研
究，并且对在华经营处在领先位置的“四大”外资银行②的经营状况和特色进行深入细
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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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三、继续完善我国外资银行监管
全面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建成了完整的外资银行监管体系，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比较稳健
，没有因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威胁，反而更多的银行通过法人
化转型和本地化经营，为中国经济做出了贡献。然而面对新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应
该吸收他国的成功经验，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完善外资银行监管。
（一）对外资银行并购实行更具弹性的规定
目前，我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只针对外资银行新建机构的设立
与经营问题，而对于并购方式，我国是通过2003年银监会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
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来进行管理，该办法第8条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
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笔者认为，此规定没有考虑并购双方的实际情
况，过于死板，对于股权相对集中的银行，外资银行参股比例不能超过20%，意味着外
资银行在所参股的中资银行的决策权相对有限，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中外双方的战略
合作往往不尽如人意，所期望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有限，但对于股权较为分散的中
资银行，外资参股后很有可能成为第一大股东。因此，笔者建议，可以仿照其他国家的
做法，如果外资银行参股的比例超过一定限值，则需经过监管当局的批准，监管当局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决定是否同意，或者按照拟被购的中资银行的市场影响力，对大型商
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设定不同的股权限制比例，对
于对我国金融安全影响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适当将参股比例放宽
，以期外资银行的参股为其带来更多的发展活力。
（二）继续强化对外资银行持续性审慎监管
全面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准入监管更加体现了国民待遇原则，在经营地域、业
务范围和服务客户等方面与中资银行的规定基本一致。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进入到相
对稳定的时期，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应从重视准入监管，发展到重视运营监管，通过现场
检查与非现场监管的衔接配合，及时发现问题，降低风险。另外，随着进入我国外资银
行数量的增多和经营历史的增长，外资银行的发展也出现了分层次的现象，一些较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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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外资银行，诸如汇丰、渣打、花旗、东亚等，资产规模超过千亿元，与一些较大规
模的城市商业银行不相上下，其市场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因此监管当局应根据各家外资
银行的风险状况、市场影响力等因素实行分类管理，对不同外资银行设置不同的检查周
期，重点关注高风险机构。
（三）建立事后救助性保护制度，完善市场退出监管

全面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建成了完整的外资银行监管体系，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比较稳健
，没有因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威胁，反而更多的银行通过法人
化转型和本地化经营，为中国经济做出了贡献。然而面对新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应
该吸收他国的成功经验，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完善外资银行监管。

目前，我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只针对外资银行新建机构的设立
与经营问题，而对于并购方式，我国是通过2003年银监会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
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来进行管理，该办法第8条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
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笔者认为，此规定没有考虑并购双方的实际情
况，过于死板，对于股权相对集中的银行，外资银行参股比例不能超过20%，意味着外
资银行在所参股的中资银行的决策权相对有限，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中外双方的战略
合作往往不尽如人意，所期望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有限，但对于股权较为分散的中
资银行，外资参股后很有可能成为第一大股东。因此，笔者建议，可以仿照其他国家的
做法，如果外资银行参股的比例超过一定限值，则需经过监管当局的批准，监管当局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决定是否同意，或者按照拟被购的中资银行的市场影响力，对大型商
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设定不同的股权限制比例，对
于对我国金融安全影响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适当将参股比例放宽
，以期外资银行的参股为其带来更多的发展活力。

全面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准入监管更加体现了国民待遇原则，在经营地域、业
务范围和服务客户等方面与中资银行的规定基本一致。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进入到相
对稳定的时期，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应从重视准入监管，发展到重视运营监管，通过现场
检查与非现场监管的衔接配合，及时发现问题，降低风险。另外，随着进入我国外资银
行数量的增多和经营历史的增长，外资银行的发展也出现了分层次的现象，一些较大规
模的外资银行，诸如汇丰、渣打、花旗、东亚等，资产规模超过千亿元，与一些较大规
模的城市商业银行不相上下，其市场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因此监管当局应根据各家外资
银行的风险状况、市场影响力等因素实行分类管理，对不同外资银行设置不同的检查周
期，重点关注高风险机构。

从各国银行危机的管理实践来看，最后贷款人政策与存款保险制度是国际通行的两大救
助手段。其中，最后贷款人制度是一国货币管理当局为化解银行风险，向暂时出现流动
性困难而非处于破产边缘的银行提供紧急援助的一种制度安排。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经营
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按照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向特定的保险机构缴纳一定的保险金，
当投保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破产倒闭或者其他经营危机时，由特定的保险机构通过
资金援助、赔偿保险金等方式保证其清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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