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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资参股中资银行是跨国银行进入中国新的投资领域，该行为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值 

得深入探讨。学术界对于外资进入我国的宏观层面影响探讨较多，但从微观层面研究外资参股银行及 

其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尚不深入。通过研究外资参股国内银行的行为待征，对外资参股的银行在信 

贷业务的控制与歧视、控制权变动与银行体系稳定、金融业务内部化与可能的市场垄断及其负面效应等 

方面要引起高度关注，外资参股银行对于中国金融安全潜在的负面影响决不能轻视 在金融业不断开 

放的情况下，管理层应该把握好外资参股银行的节奏，强化对参股银行的监管，科学合理地估算股权出 

让价值 ，建立金融安全预警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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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Capital Taking Shares in China’S Banks and Its Influence on Finance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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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eign capital taking shares in China’S banks is a new trend of international bank 

investment，its influence on finance safety is worth discussing
．
Many scholars pay mote attention 

to the macro aspect effect of foreign bank’s entering China，but the micro aspect analysis On 

foreign capital taking shares in China’s banks and its influence on finance safety still lack
．  

According to our study on the behavior of foreign capital taking shares in banks，it’S necessary for 

US to focus on the consequence of credit control and discrimina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 of control power and stability of bank system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 of finance 

business internalization and potential market monopoly
． As for the foreign capital taking shares in 

China’S banks，we should not ignore its underlying negative influence on China’s finance safetv
． 

With China financial industry opening up，the government should adj ust the approva1 pace of 

foreign—shared bank，strength the supervision on foreign—shared bank，evaluate the eq uity price in 

a reasonable way and construct the forewarning system on finance saf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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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外资参股国内银行现状 

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5年过渡期结束后兑现了当初全面开放银行业的诺 言。根据 WTO 

的协议，我国于 2006年 12月 11日全面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经营地域和经营范围的限制，允许外资 

银行提供人民币业务，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我国银行业开放，是金融业开放的重要一步，是在 

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实现本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我国银行 

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并迎接外资银行带来的挑战。 

截至 2006年年底，共有 21家境外金融机构人股 17家中资银行，投资总额近 200亿美元，境外 

战略投资者对三家国有银行的投资也已达到 158亿美元左右。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具体情况见 

表 1： 

表 1 部分外资参股中资银行情况表 

数据来源：根据各大银行网站及资料汇总整理，数据截至 2006年底。 

从表 1可以看出，参股中资银行的境外金融机构数量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深，这说明我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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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放开对资本市场的限制，外资金融机构也逐渐渗透入我国银行业。但在同时 ，由于外资参股中 

资银行是跨国银行进入中国新的投资领域，这一行为对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 

二、外资银行进入与金融安全研究评述 

金融安全一般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 

侵袭的能力，以及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主权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 

势： 。这是从宏观角度上较为宽泛的阐述。笔者认为，对于银行体系来说 ，金融安全应该是在确保 

银行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的前提下 ，能有效抵御风险、维持稳定的一种状态。外资银行对金融安 

全的影响，是通过对东道国本土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的影响来传导的。一 国银行体系的健康 

与稳定 ，将直接影响该国的金融安全。 

自20世纪8o年代起，很多实力雄厚的银行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他们扩张的理由已 

经不仅仅局限于服务本国的跨国公司或追求国际贸易中的利润，更多的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寻找 

投资机会，获取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并分散风险。而东道国也纷纷出于不同的目的，放宽了外资银 

行的准人条件 。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的影响渐渐成为近年国内外金融研究的热点之一。对 

于银行业开放与金融安全问题 ，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这些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可以 

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全球的视角，在整体范围内研究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此类研究的样本既包括 

发达国家 ，也包括发展 中国家 ；另一类是从国别的角度出发 ，研究外资银行的进入对特定国家银行 

运作的影响。 

全球范围内的一个代表性研究是由 Claessens和 Kunt进行 的。他们以 8O个 国家的 7 900家 

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性实证研究 ]。结果发现，外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更高的利 

息边际和利润，而在发达国家的情况则相反；同时，外资银行的进入显著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利润 

和营业成本，这说明外资银行确实对本国银行造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而本国银行的运作效率在这 

种压力的作用下也确实有明显提高。在国别研究方面，相关研究显示，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对外资 

银行开放的过程中，既有其特殊性，同时也表现出一些共性。例如，始于2o世纪 8o年代末，多数拉 

美 国家把引进外资作为银行私有化改革中的主要措施 ；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最 

高 ，个别国家达到了 9O 以上；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大多是在 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才加快对外 

资开放的步伐 。Goldberg、Dages和 Kinney通过对阿根廷和墨西哥的研究发现 ，外资银行 的不 良 

贷款率普遍低于本国银行。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不论是东道国银行还是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低 

的银行的贷款增长率都要大大高于不良贷款率高的银行。他们进而得 出结论 ，所有者结构的多样 

化有利于减 少经 济 危 机发 生 的次 数 ，并 增 强本 国经济 体 系 的稳 定性 。’j。Janek Uiboupin对 

1995—2001年问的 319家中东欧国家的银行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本国银行税前利润和非利息收 

入低、不良贷款率高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的程度高；市场占有份额大的本国银行对外资银行进入 

的反应较小；外资银行的进入在短期内增加了本国银行的营业成本一-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 

外资银行的进入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外资银行通常不会按照东道国政府的意愿 

行事，造成东道国政府控制本国经济的能力下降。Agenor指出，由于外国投资者对于新兴市场不 

熟悉，他们可能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问迅速撤出东道国，致使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在国内学术界，也有一些关于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实证研究 。李晓峰、王维和严佳佳将我国本 

土银行分为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两组，分别考察外资银行进入对其经营费用、赢利性 、风险性和 

流动性等效率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国内银行的流动性显著降低，资产质量 

下降，风险增加，同时非利息收入、经营费用和资产收益率减少；此外，银行业开放对国有银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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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击小于股份制银行_5j。也有学者从中外银行业务竞争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中资银行必须 

加快改革步伐，抓紧时间全面提高综合能力，与外资金融机构展开公平的竞争 ]。 

综合来看，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资参股银行对我国的宏观影响上，而对其影响我国 

金融安全的微观途径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这主要是由于外资参股国内银行还是近几年的事。 

纵观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线图，从设立办事处到设立分行，再到利用国内银行业改制时机参股国 

内银行，外资金融机构可谓步步为营。政府有关方面考虑较多的是其积极影响，但本文探讨的是从 

银行参股的行为特征出发，基于金融机构的微观行为分析外资参股对本国金融安全的影响。随着 

外资参股比例的逐渐增大或者国内股东比例的相对分散，外资参股银行对于中国金融安全可能造 

成的负面影响绝不能轻视，未雨绸缪方为上策。 

三、外资参股银行与我国金融安全 

与新设分行的行为不同，外资参股国内银行的实质是以战略投资者的名义购买国内一些银行 

的股份，利用国内银行的客户和市场等资源，从事符合外资银行全球利益的业务。外资参股国内银 

行的目的就是赚钱。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对于中国经济一般也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我们必须 

认识到，一旦利益上有冲突，或者钻法规的漏洞，就有可能对单个银行乃至银行业金融安全造成威 

胁 。笔者认为，这些威胁和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信贷业务的控制或歧视 

对信贷资源的控制是银行业务的核心。由于信贷资产受银行资本金限制，外资以参股国内银 

行的形式进入，可以起到以少量的资本金放大贷款额度并且分享贷款收益的杠杆作用，这实际上是 

控制和利用了国内的贷款资源。以花旗银行为例，2006年底，该行参股浦发银行的为 3．78 ，金额 

为 9．336 4亿(单位 ：人民币 ，下同。已经考虑权 益资本增值)。为了说明问题 ，假设这部分全部为 

资本金，即为一级资本。在不考虑其他风险资产的情况下，如果只考虑贷款资产，按照巴塞尔协议 

的 8 充足率标准 ，这部分资金最 多能贷款 116．705亿元。而现实 的情况是 ，浦发银行在 2006年 

12月末的贷款余额为 4 608．93亿元，利息净收人为 1"77．83亿元，如果按照参股比例 3．78 分配 

贷款余额与利润，则花旗银行在 2006年可以拥有 174．217 5亿元贷款配置权，远远超过巴塞尔协 

议规定的最高可能贷款额，贷款杠杆率为 1．49，并且享有 4．454亿元的利息净收入。不考虑其他 

收入与费用，外资仅贷款项 目的股东权益收益率即为 4．454／9．336 4—47．7 。如此高的收益率 

来源于贷款放大而获得的利息净收入，这必然使得外资对中国的银行业加紧渗透，当参股比例达到 
一

定数量时，就有可能形成对信贷资源的控制。 

另外，在贷款决策上，由于外方董事有一定的话语权，外资参股的银行也有可能采用差别贷款 

的歧视政策。目前，由于政策的限制，外资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是三资企业，并且币种也是以外汇 

为主。而一旦中资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意味着在贷款投向方面外资也有一定的说话权利，有权定 

夺贷款规模与投向，并且尽量不与纯外资银行的利益冲突。比如在外资银行全面抢进中小企业短 

期贷款市场的情况下，外资参股银行就有可能不选择中小企业短期贷款市场；或者在私人银行业务 

上大举扩张，协助纯外资银行攻占高端客户，并最终有可能使这批客户投奔外资银行。当国内企业 

特别是外向型企业对于外资参股银行的贷款依赖度越来越强时，企业融资被外资银行牵着鼻子走 

也为时不远 了。 

(二)控制权变动与银行体 系稳定 

掌握了银行的控制权就是掌握了决策权。按照银监会《境外金融机构投资人股中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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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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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境外金融 

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 25 的，对该非上市金融机构按照外资 

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显然 ，银监会 只是从监管角度设定区分外资和中资金融机构的标准，并没 

有考虑到决策权 的重要性。从笔者的研究来看 ，目前大部分外资参股银行都还没有达到 20 的比 

例。从表面上看，中方目前在银行股权结构中占多数，外方比例对银行治理结构的影响还不重要， 

他们更多的是派出几位董事进入董事会 ，对于银行的决策也是听取中方的建议 。但是 ，外资表面的 

谦让并不能掩盖其背后的野心。花旗银行曾经表示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浦发银行的持股比例提高到 

20 。事实上，在全流通的情况下，中方股东的股权结构也有分散的趋势。以深圳发展银行为例， 

2007年 6月底，其流通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高达 72．5 ，第一大股东新桥投资的持股 比例为 

16．68 ，而且其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均很低，虽然外资入股比例低于 20 ，但新桥投资仍可以拥 

有绝对控股权 。此外 ，外资完全可以通过老股东转让和定向增发实现增持的目的，一旦一些法人股 

东将股票出售 ，相对也就增加 了外资持股 比例。另外 ，由于全能银行是国际上银行业发展的趋势 ， 

外资如果要增加对某一银行的股权 比例 ，还可以联合关联 QFII机构(比如瑞银)购买该银行股票 ， 

以争取到股东大会的说话权 。这对于一些股权结构比较分散的银行来说，威胁就比较大。 

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的法规对于“境内金融机构”(可以是外商独资商业银行)收购国内银行股 

权的比例并无具体的25 上限规定。因此，外资银行完全可以通过国内的分行(或者法人银行)联 

合其他战略投资者进行必要的股权收购。 

控制权变动的另外一层含义是 ：当参股某银行一段时间后 ，发现有更好的投资对象，或者 当银 

行经营遇到困难时，外资股东有可能会采用出售股权的方式撤退，此时战略投资者就成为了财务投 

资者。如 1999年 12月，韩国第一银行卖给新桥投资；但到 2005年 2月，新桥投资将韩国第一银行 

出售，获利 16亿美元。目前，外资参股的银行有的已经上市，更多的都在准备上市，作为资本的趋 

利性，那些战略投资者所拥有的股票一旦解冻，很难保证他们不会转让给第三方 ，频繁的股权变动 

必定会给银行 的经营带来不确定性(特别是恶意购并)，加 大银行金融风险。那些认为既然金融监 

管当局制定了市场准入条件，那么外资要控制我国银行业并不容易以及“场子是我开的，你手上有 

几张牌我都清楚”的观点_7]，恐怕是低估了外资金融机构的资本运作能力。 

(三)金融业务内部化与可能的市场垄断 

所谓金融业务内部化是指合资银行在从事银行业务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外资银行的海外渠 

道和业务种类，将参股银行的业务与海外银行紧密挂钩。从积极意义上看，这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将会逐步削弱国内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和优质客户资源。我国已经允许外国 

独资银行在华开办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个人理财 

业务、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电子银行等，这些业务完全可以与参股的银行共享。特别是国际业务和 

表外业务，本来就是国内银行的弱项，而如果能在外资以及参股银行间进行内部合作，成立私下的 

战略联盟，对于外向型企业特别有吸引力。久而久之，优质客户就有可能转向纯外资银行，使得国 

内银行面对大量劣质客户和高风险客户。而银行一旦经营不善(比如不良贷款增加)，他们又可以 

很方便地过渡甚至恶意转移资金。外资机构还可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 

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 中国金融企 业之 中，造成金融市场 的不稳定 ，导致 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降低。 

就可能的市场垄断而言，目前外资基本上是采用三种方式(开设分行、参股、设立法人银行)同 

时布局 ，截至 2007年 3月 ，在华外资银行本外币资产总额为 1 033亿美元 ，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 

总资产的 1．8 ，这样的规模显然不会让外资金融机构满意。在资产总额尚无法与国内银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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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股银行)抗衡的情况下，参股国内银行成为他们的主攻战略。他们采用迂回战略，为迎合国内“技 

术换市场”的需要，试图先从技术上对现有的银行体系进行改造。外资对国内银行的参股比例越 

高，则对其技术转移程度越高，而对外资新建投资银行的技术转移程度就越低【8]。以信用卡为例， 

外资银行(非法人银行)不可以直接发行人民币信用卡。按照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 

管理条例》，外国银行转制为当地注册的银行法人以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行人民币信用卡。但 

是 2004年 2月 4日，中国首张由花旗银行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并在全国发行的双币种信用 

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发行。这其实是绕过了政策限制。浦发信用卡的发行，终于让花 

旗银行有机会在中国庞大的信用卡市场上分一杯羹。如果将来的参股比例能够扩大(全流通时代 

并不是不可it)，花旗银行相应的也就有可能控制浦发银行的信用卡市场业务。 

将金融方法专利等技术嵌入国内银行也是外资“技术锁定”战略的重要手段。比如花旗银行从 

1996年起，在中国申请了 19项金融产品的“商业方法”发明专利，一旦外资银行“商业方法”专利在 

我国获批，中资银行及其客户将为此类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某些外资金融机构往往在注资的同 

时，作为条件之一，将一些产品或商业专利以高价搭售给中资商业银行。这样，即使这家商业银行 

经营状况不尽如人意，外资金融机构也可以按合同坐收产品或专利的使用费，中资商业银行甚至还 

要每年付出大量的服务费、维护费和咨询费。 

总之，上述对于银行金融安全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从银行微观经营层面进行的研究，虽然它们未 

必会全部发生，但如果不加以关注、研究和防范，这些问题的发生可能就会成为必然。 

四、对策和建议 

(一)把握好外资参股银行的节奏 

根据笔者的研究，外资参股我国银行的时机与外资参股拉美、东南亚国家银行的时机有所不 

同。我国允许外资参股国内银行既是引进外资、银行改制和金融国际化的需要，也是为了兑现承 

诺 。而拉美 、东南亚国家的外资参股银行则恰恰是遇到金融危机后，在处理危机时国际金融组织和 

国际资本开出的挽救条件。因此，我国金融机构有更多吸收国外经验的机会，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 

思考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得失。这就要把握好开放与维护金融安全的关系。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的稳 

定，必须把握好外资参股银行的节奏，这也是为了防止外资金融机构垄断本国市场。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我国银行业无论是在资产质量还是在经营效益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而这种改善是与中国政府的金融改革决心和银行本身的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水平提高有很大 

关系的，其中有多少是引入外资的贡献值得商榷。外资参股国内银行的时机正值国内银行治理 

结构改革之时 ，同时 ，为了符合银 行业 国际监管 的规则 ，银监会在 2000年 以后 出台 了各种监管 

指引，使得银行的经营日益规范，效益大幅提高。可以说 ，恰恰是因为外资看到国内银行业的光 

明前景，他们才蜂拥而入，其实也是想低成本分享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果。因此，在外资参股比例 

上，我们要把握好审批节奏。同时，也要从严规范国内控股股东的行为，采用股票激励等手段， 

保持国内资本的控制权。笔者认为，就对于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型国有商业 

银行而言，股权的出让应该十分谨慎，出让的比例不宜过大，同时要谨慎引入财务投资者。我国 

应牢牢掌握国内商业银行的控制权，并对参股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要把握好 

开放的“速度”和“深度”，如果监管能力和应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不能及时提高，很可能会危 

及国家的金融安全。据悉，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前一段时间银行业引入外资的潜在风险，开始 

放慢审批节奏，在比例上从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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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对参股银行的监管，改变监管方式 

目前，管理层对外资参股国内银行实行的准入制度，依据的是《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 

融机构管理办法》。根据现行法规，参股国内银行的，监管的模式和规定与国内银行相同。笔者认 

为，既然是有外资参股，在对外资股权变动的监管方面还要加强。虽然外资占国内银行的股权比例 

还较小，但作为跨国金融机构，他们有的是耐心，都在等待时机扩张。因此，要制定专门的有关外资 

参股银行的规定，对于锁定期前后的股权变动(特别是关联交易)要严格审批，注意评估对金融安全 

的影响。 

从业务角度看 ，在外资参股银行中，由于外资银行在客户分析与服务、国际业务 、衍生产品业 

务、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方面拥有较高的水平，他们在对我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进行技术分 

析后 ，能够采用一些较强的规避管制业务 内部化措施 ，导致我国银行监管出现漏洞，如果监管当局 

不能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将对我国金融安全带来危害。因此有必要对《境外金融机构投资 

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进行补充，特别要强化参股银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现在很多参股上市 

和未上市银行 的外方信息都没有公开)。 

另外，要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对于参股外资所在的母国银行的经营状况也要深入研 

究，对有问题的银行想要将风险转嫁到国内银行的则要拒绝，提高金融安全防范意识。 

(三)科学合理地估算股权出让价值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目前都已引进了战略投资者。自从 2005年 l0月 27 

日建行在香港成功上市后，其 IPO价格大大高于转让给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股权价格，社会舆论一 

片哗然，其他银行的情况也是类似。国有股被贱卖成为业内人士研究的热点课题。 

笔者认为，国有股贱卖之争论实际上涉及股权转让的定价方法和资本市场环境。股票定价方 

法大致可以分两种 ：一是利用模型或数量化分析，确定发行公司的价值 ，称为定量分析法 ；二是从影 

响发行公司价格的基本面因素人手，确定其内在投资价值，称之为定性分析。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成功的定价。从股票发行市场所运用的定价方法来看，通常采 

用的有市盈率定价法、投资者竞价法、净资产倍率法、现金流量折现法和可比公司法。目前，国有商 

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大多采用净资产倍率法(比如建行 2005年以 1．2倍净资产价格卖给美洲银 

行)，显然，这种方法的最大缺陷是静态地考察银行资产，没有考虑公司成长与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发 

展的环境(到2007年 9月29日，建行股价为其净资产的 6．4倍)，也没有考虑国有商业银行未来的 

潜在收益和巨大的无形资产，而这是国有商业银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国有商业银行有国 

家信用的强大支撑，获取了来 自于政府的巨大利益和支持，在与其他商业银行的竞争中具有先天的 

优势 。其次 ，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商业银行中最有价值 的品牌，其家喻户晓的品牌认知度是其他商 

业银行无法比拟的。再次，国有商业银行掌握了中国绝大多数最主要的客户资源和大量优秀的人 

力资源，据统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掌握着中国60 的金融资源，而这正是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的核 

心因素；最后，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巨大的体系完备的销售网络，其网点遍布全国城乡，具备了在全国 

所有地区开展各种业务的物质条件，而且，这些网点大多占据了各商业中心的黄金地段，这些资源 

享有独占的性质，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升值潜力和空间。 

为了防止贱卖发生，国有商业银行的价值不仅要考虑净资产，更要考虑其无形资产和品牌价 

值。这就要引入现代资产价值的期权估价方法，或者同时综合考虑其他定价方法。但不论何种方 

法，都要考虑市场环境。科学合理地估算股权出让价值的目的是为了不使银行股权廉价出让，也即 

要让外国投资者以合适的成本参股国内银行。笔者认为 ，金融安全的重要指标是金融资产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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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低价转让金融股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银行，反而有可能使得外资在低价参股后随意转 

让股权 ，影响银行的稳定与经营，给中国金融业带来资产流失的隐患。 

(四)建立金融安全预警体 系 

引进外资必须与我们的监管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监管当局必须不断提高监管能力，增强对危机 

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只有这样 ，才能应对对外开放带来 的挑战 ，才能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健 

发展 ，才能维护金融安全 。尽管 目前我们还看不出外资参股 国内银行是否已经造成我国金融控制 

权的丧失和危害到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但是在今后的商业银行股权转让中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性。 

商业银行具有信用创造功能，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巨 

大。一旦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控制权被外资银行所得到，商业银行行为与政府货币政策意图就有 

可能不一致，从宏观上看，这将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执行及宏观调控效果。从微观上看，一旦银行 

经营困难，外资有可能在股权上做文章，管理层的变更将有可能导致银行客户流失，使银行经营陷 

入困境，造成银行体系不稳定。因此，建立健全金融安全防范体系十分重要。目前，就单个银行而 

言，银监会已经要求各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在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 

动性风险等方面加强管理。但由于各银行情况不一，信息不对称，且存在着道德风险，监管难度非 

常大，出了问题则影 响面很大，因此迫切需要监管层建立金融安全预警体系，特别要把对外资参股 

银行的监管作为总的预警体系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针对外资参股银行的监管指标除了一般的 

金融预警指标外，还要设置特别的预警指标，比如单(多)个外资银行股权比例、同一外资银行参股 

国内银行家数、存款变动率、境外贷款规模、市场渗透度、贷款投向与风险、相关银行股票价格变动、 

对外交易异常度(金额、匿名、频率)等，并且利用数量分析方法建立评估模型(限于篇幅，不展开论 

述)，以便有效地对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进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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