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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参股银行业后的金融安全 ：

现状 、 威胁及对策

刘 家松 张 博

【提 要 】 本文从绝对控制权 、 相对控 制权以及运行效率 的视角 ， 系统探讨 了 外资参股

银行业对中 国 金融安全影响 的现状 、 潜在威胁及 中 国 应釆取的对策 。 外资参股并 没有动摇

中 国 银行业的绝对控制 权 ， 中 国 银行业的运行效率得到显著改善 。 然 而 ， 外资机构极 易通

过相对控股或非控股方式获得 中 资银行的相对控制权 ， 从而带来诸 多 金融安全隐患 。 政府

应采取相应措施 ， 确保金融安全 。

【关键词 】 外资参股银行 金融安全 绝对控制权 相对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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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二
、 外资参股银行业对中 国

金融安全影响的现状
随着 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 ，

外资机构大规模地向 中资银行投资参股 ， 引起金融安全是指一 国在金融业对外全面开放

了社会各界对 中 国金融安全的普遍关注 。 目前的情况下 ， 确保 国 内 主要金融资源的控制权不

主要有
“

有利金融安全说
”

和
“

不利金融安全受外资侵害 ， 同 时国 内金融体系运行髙效且稳

说
”

两种截然不 同的观点 。 有利金融安全说认定 ， 能够有效地抵御各种 内 外冲击 。 在 中 国 ，

为 ： 外资参股银行业会提高 中 国银行业的运行金融体系实际上是以银行业为主导 的 ， 因此 ，

效率和稳定性 ， 从而有利于 中国 的金融安全 。
？确保中 国金融安全的关键是保持银行业的控制

不利金融安全说认为 ： 外资参股必然会侵烛中权并提高其运行效率 。

国金融主权 ， 给 中国 金融安全带来负 面影响 。

②银行控制权是指决定银行发展战略 、 运营管

然而 ， 现有研究大多偏 重于简单 的定性讨论 ， 理、 财务决策及人事任免等的实际控制权力 。 银

实际典型案例 的系统研究较少 ， 对外资参股影行控制权根据是否通过控股形成分为两类 ： 通过

响 中国金融安全现状的深入分析严重不足 。 有

鉴于此 ， 本文首次从绝对控制权 、 相对控制权

以及运行效率的视角 ， 通过翔实 的案例 ， 系统 ① 巴曙松 ： 《外资人股中国银行业 ： 如何删
“

贱卖
” 的争论

与分歧》 ，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 0 0 6 年第 2 期 。

探讨外资参股银ｔＴ业对中 国金融安全影响的现 ② 王志伟 ： 《银行引人战略投资者模式和治理效率 》 ，
《金融 与

状 、 潜在威胁及中 国应采取的对策 。经济 》 2 0 0 6 年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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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形成的控制权和通过非控股形成的控制权 。由表 1 可知 ， 只有交通银行的境外独立法

其中通过控股形成的控制权又可分为两种 ： 基于人持股比例相对较高 ， 为 1 8 ．
 7 0 ％ ， 但仍然 比国

绝对控股形成的控制权和基于相对控股形成的控家股的持股比例 3 0 ． 9 5 ％低 1 2 ． 2 5 ％ 。 总体说来 ，

制权。 本文将通过绝对控股形成的银行控制权称外资参股并没有实质上动摇国家对五大商业银

为绝对控制权 ， 将通过相对控股或非控股方式形行的绝对控制权 。

成的银行控制权称为相对控制权 。（
二

）
外资参股后 中 国银行业相对控制权现

所谓银行运行效率是指银行在实现最大化状 ： 受到较大威胁

产 出 的同时风险最小 的效率 ， 主要包括经营效为防止外资参股后对中 资银行控制权的争

率和风险控制效率两方面 。 银行经营效率本文夺 ， 银监会 2 0 0 3 年 1 2 月 8 日颁布的 《境外金融

用银行的主要盈利性指标
——总资产回报率和机构投资人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 第 8 条

净资产收益率进行衡量 ； 银行风险控制效率本规定 ： 单个外资机构参股投资 中资银行 比例的

文用银行的主要安全性指标
——

核心资本充足法定上限为 2 0 ． 0 0 ％ 。 然而 ， 中国外资参股政策

率和不良贷款率进行衡量 。的局限在于 ： 最高 2 0
．
 0 0 ％参股比例的限制 ， 只

显而易 见 ， 外资大规模参股中资银行将对能确保中资银行绝对控制权不丧失 ， 并不能确

中国银行业的绝对控制权 、 相对控制权以及运保中资银行相对控制权不丧失 。 在 中资银行股

行效率产生重要影响 。权结构分散 、 股权结构变动 以及 内部治理结构

（

－

） 外资参股后中国银行业绝对控制权现不完善的情况下 ， 外资机构极易通过相对控股

状 ： 并没有实质上动摇或非控股方式获得中资银行的相对控制权 。

在中 国银行业体系构成 中 ，
工商银行 、 农业 1 ． 在 中资银行股权结构分散的情况下 ， 外

银行 、 中国银行 、 建设银行以及交通银行等五大资机构可直接获得相对控制权

商业银行是绝对主体 ，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以新加坡华侨银行参股宁波银行为例 ， 根

用 。 基于这个原因 ， 本文将以五大商业银行为例 ， 据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0 1 2 年年度报告 》 ，

分析外资机构参股投资对中 国银行业绝对控制权宁波银行 2 0 1 2 年 1 2 月 3 1 日 的股权结构为 ： 新

影响的现状 。 五大商业银行 2 0 1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加坡华侨银行 1 3 ．
7 4 ％ 、 宁 波开发 投资集 团

1 0 名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如表 1 所示 。 8 ．
5 ％ 、 华茂 集 团 8

． 3 2 ％ 、 宁 波 市 电 力 开发

表 1 五大商业银行 2 0 1 2 年 1 2 月 3 1 曰前 1 0 名 股东 7 ． 6 8 ％ 、 雅戈尔集 团 7
． 2 5 ％ 、 宁波富邦控股集

持股情况表单位 团 7
．

1 0 ％ 、 宁波杉杉 6 ．
2 1 ％ 、 其他持股 占 比

工商 农业 中国 建设 交通 5 ． 0 0 ％ 以下股东 4 1 ． 2 0 ％ 。 虽然新加坡华侨银行



银行 银行ｍＳｆｆｍｎ的参股比例仅为 1 3 ． 7 4 ％ ’ 远远低于 2 0 ． 0 0 ％的
ｇ金公胃 （国家 ） 3 5 ． 5 0 4 0 ． 2 1 6 7 ． 7 25 7 ． 2 1

 法定上限 ， 但 由于宁波银行内部股权结构分散 ’

财政部 （国家 ） 3 5 ． 3 0 3 9 ． 2 1 2 6 ． 5 3虹山“仏少 ／工 ｔｎｆ井ｚ曰 始丄 口比— 丨 丄丨 丨
士士

奸沮甘今



＾


7 7 7
＂新加坡华侨银仃获得第一大股东地位 ， 从而直

社保基金 （ 国家 ） 3 ．

4 3 4 ． 4 2
一

国家股小计 7 0 ． 8 0 8 2 ． 8 5 6 7 ． 7 25 7 ． 2 1 3 0 ． 9 5接获得丁波银行的相对控制权。

国有法人 0 ． 2 2 2 ．
 5 0 5 ． 3 2 2 ． 在 中资银行股权结构变动的情况下 ， 外

境内非国有法人1 ． 7 0 2 ． 5 9 0 －

1
41 ． 0 0 0 ．  9 5资机构可逐步获得相对控制权

香港中央结算以巴黎银行参股投资南京银行为例 ， 巴黎银行
（代理人 ） 有限 2 4 ． 6 0 8 ． 9 9 2 9 ． 2 52 8 ． 2 2 2 0 ． 0 6“” 丄 ， ， ？—Ａ

＿

ｔ^

公＾
（境外法人）

？ 2 0 0 5 年 1 0 月 支付国 际金融公司 （ ＩＴＣ ） 等股东

境外独立法人 0 ． 3 7 0
．

1 9 8 ． 2 9 1 8 ． 7 0 7
．

0 5 亿人民币参股南京银行获 1 9 ．
2 0％的股份 ， 成

境外法人股小计 2 4 ． 6 0 9 ． 3 6 2 9 ． 4 43 6 ． 5 13 8 ． 7 6

＋ 7 ａ 8 0 ＋ 8 2 4 8 ＋ 6 7 5 3 ＋ 4 8 ＿ 9 2＋ 1 2 2 5①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 ） 有限公司是 以代理人身份 ， 代表



法姚较


1

＿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 的 Ｈ 股股份合

资料来源 ： 五大商业银行年报 。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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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京银行的第二大股东 ， 其持股比例已距第一大＾续表

股东南京市国资集团的持股比例 1 9 ．
 7 8 ％仅

一

步之＼标

￣

总资产回报率 （ ％ ）净资产收益率 （％ ）

遥 。 其后 ， 经过南京银行 2 0 0 7 年在上海交易所的银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上市和  2 0 1 0
年的股份配售 ， 2 0 1 2年 1 2月3 1日 ，” 1 ． 3 1 1

． 2 4  1 ． 3 2  1
． 4 7 1

． 4 7
 2 0 ． 6 8  2 0 ． 8 7  2 2 ． 6 1 2 2 ． 5 1 2 1 ． 9 8

巴黎银行的持股比例已变动为 1 4 ． 7 4 ％ ， 而南京市＾
国资集团的持股比例则降至 1 3

．
7 7％ ， 巴黎银行逐银行

1
． 1 9 1

． 0 1Ｉ
． 。 8  1

．
1 9 1

． 1 8 2 0 ． 8 6 1 9 ． 2 6 2 。 ． 0 8 2 0
． 4 9 1 8 ． 4 3

步取代南牙、市国资集 团成为南牙、银行的第
一大股＊为数据缺失 ， 农业银行年报此项 目仅注明

“

不适用
’＇

，

东 ， 最终获得了南京银行的相对控制权 。无具体数据 。

3
． 在中资银行 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

下 ， 外资机构可通过非控股方式获得相对控制权 2
． 中 国 银行业 的风险控制效率得到 明显

以花旗集团参股广东发展银行为例 ， 根据改善

《广东发展银行 2 0 0 6 年年度报告 》 披露的信息 ，五大商业银行 2 0 0 8
？

2 0 1 2 年在核心资本充

花旗集 团与中国人寿保险 、 国家电 网 、 中信信托足率不断提高的 同时 ， 不 良贷款率大幅度下降 。

投资所持股份均为 2 0 ． 0 0％ 。 虽然花旗集 团并非五大 商业银行 的 核心资 本充足 率 均上升 至

广东发展银行的第一大股东 ， 但由于广东发展银 9 ． 6 7％ 以上 （ 《 巴塞尔协议 》 要求各国银行的核

行的 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 ， 花旗集团 2 0 0 6 年 1 2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8 ％ ）
， 不 良贷款率均下降

月参股后 ， 立即利用 自 己全球著名金融服务公司至 1 ． 3 3％ 以下 。 五大商业银行 2 0 0 8？ 2 0 1 2 年的

的优势地位 ， 通过与 中 国人寿保险 、 国家 电网 、 主要安全性指标如表 3 所示 。

中国信托投资等大股东签订管理权转让协议 ， 取表 3 五大商业银行 2 0 0 8
？

2 0 1 2 年主要安全性指标

得广东发展银行的全部
，
理权 ， 从而通过非控股＼

＾
标 核心资本充足率 （ ％ ）不 良贷款率 （ ％）

方式实质上获得了广东发展银行的相对控制权 。银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2 0 1 2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
三

）
外资 参股后 中 国银 行业 运行效率现工商

1 0 ．
 7 5  9 ．

 9 0 9 ．
 9 7  1 0 ． 0 7  1 0 ．

 6 2  2 ． 2 9 1 ．
 5 4 1 ．  0 8  0 ．

 9 40 ．
 8 5

状 ： 显著改善

下面仍 以五大商业银行为例 ， 分析外资参 8 ．
 0 4 7 ． 7 4 9 ． 7 5 9 ． 5 0 9 ． 6 7  4 ． 3 2 2 ．

9 1 2
．
 0 3  1

．
5 5 1 ． 3 3

银行

股后 中国银行业的运行效率 。＾


1
． 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银行

1 0
．

 8 1  9 ．  0 7  1 0 ． 1 1  1 0 ． 0 8  1
0 ．

 5 4 2 ．
6 5 1 ．  5 2 1 ． 1 0  1 ． 0 0 0 ．

 9 5

五大商业银行 2 0 0 8
？

2 0 1 2 年的综合竞争力^＾＾
 1 0 ． 1 7  9 ． 3 1  1 0 ． 4 0 1 0 ． 9 7 1 1 ．

3 2  2 ． 2 1 1 ． 5 0  1 ． 1 4  1 ． 0 9 0 ． 9 9

不断提高 ， 与 国 际先进银行的差距不断缩小 。

＿交通
截至 2 0 1 2 年底 ， 五大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回报率银

9 ． 5 4  8 ． 1 5  9 ．  3 7 9 ． 2 7 1 1 ． 4 4 1 ． 9 2 1 ． 3 6  1 ． 1 2 0 ． 8 6 0 ． 9 2

和净资产收益率已经基本达麵际先进银行的Ｕ丄业Ｌ行上 。



平均水平 。 五大商业银行 2 0 0 8？ 2 0 1 2 年主要盈

利性指标如表 2 所示 。三、 外资参股银行业对中国

表 2 五大商业银行 2 0 0 8
？

2 0 1 2 年主要盈利性指标金融安全的潜在威胁

＼叫 ，

资产回报

，

（ ％ ）净资

，

收益
，

（ ％ ）外资参股可能会带来危及 中 国信息安全、

2 0 0 8 1  2 0 0 9

 ｜

2ｏｌｏ 2 0
1 1 2 0

1 2  2 0 0 8 2 0 0 9

 ｜

2 0
1

0

1 

2 0
1 1 2 0 1 2恶化中资银行竞争环境 、 传导 国际金融风险 、

工？
 1

． 2
1 1 ． 2 0  1 ． 3 2 1

． 4 4 1
．

 4 5  1 9
．

 3 9 2 0 ．
1

4
 2 2 ．

 7 9 2 3 ． 4 4 2 3
． 0 2推行金融霸权 以及挑战中 国银行业监管能力等

银行


潜在威胁 。

＿
，一 0 ．  8 4 0 ． 8 2 0 ．

 9 9 1
．

 1 11
．  1 6 —

＊

 2 0 ． 5 3  2 2 ． 4 9  2 0 ． 4 6 2 0 ．

 7 4

（ 

一

Ｊ危及中国产 包￥全
＂

ｔｉ现代银行已成为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和社会
1 ．  0 0 1 ．

 0 9 1
．

1 4 1 ． 1 7 1 ． 1 9  1 3 ．  7 2 1 6 ． 4 8 1 8 ．  8 6 1 8 ． 2 7 1 8 ． 1 0
1 ， 1

前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Ｉ ＩＩ 丨经济信息的汇集地 ， 外资参股投资中资银行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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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中国社会经济信息的大量外泄 。 外资机构套现 1 2 4 ． 1 4 亿港元 ； 在德国安联集团减持工商

可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中国经济信息 ：
（ 1 ） 参股时银行股权的同

一天 ， 美 国运通公司也减持 6 ． 3 8

直接获取商业信息 。 如美国银行参股建设银行时 ， 亿 Ｈ 股工商银行股权 ， 套现 2 4 ． 6 3 亿港元 。 国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 ， 美国银行将在公司 治理 、 际金融危机爆发时 ， 外资机构大规模减持中 资

风险管理 、 信息技术等方面对建设银行提供战略银行股权 ， 会 导致中 资银行股价大幅度下跌 ，

协助 。 然而 ， 美国银行在为建设银行提供协助的给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安全带来威胁 。

同时 ， 会直接接触到建设银行的客户资料等重要 （
四

）
推行金融霸权

商业信息 。 （ 2 ） 参股后派驻代表间接获取商业信外资机构参股 中资银行的 目 的是获取投资

息 。 外资机构如果持有较大 的股权 比例 ， 就可 以收益最大化 。 因此 ， 外资机构有可 能利用其优

派驻代表在中资银行担任董事 、 监
＾
或高级管理 势地位 ， 通过显失公平的霸王条款推行金融霸

人员等重要职务 ， 全面参与 中资银行的经营管理 权 。 如有的外资机构可能打着 引人先进管理经

活动 ， 外资机构极易间接获得国 内企业有关国际验的旗号 ， 高价兜售其专利 、 产 品及其管理系

并购等方面的重大经营决策信息 。统等 ， 藉此从中资银行攫取稳定的非投资收益 ；

（
二

）
恶化中资银行竞争环境有的外资机构甚至可能会依照其全球战略来规

中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 ， 必然导致外资机构 划参股中资银行的发展策略 ， 刻 意压制参股 中

参股的中资银行与外资机构在中 国境内设立的嫡 资银行 自 身业务 的全面发展和产 品技术创新 ，

系分行之间 的同业竞争和利益冲突 。 由于外资机 从而变相将参股中资银行逐渐演变成其全球分
构参股的中资银行与外资机构嫡系分行之间事实销渠道或转嫁风险的工具 。

上成了关联方 ， 外资机构有可能在 以下两个方面（
五

） 挑战中国银彳〒‘监管 1能力

恶化中资银行竞争环境 ：
（ 1 〉

一

利用参与中资银行由于外资机构拥有较先进的管理方法 、 较前
纟5— ’

沿＿雜术以及较随的经营雜 ， 外资机构
要客户提供给其嫡系分 （ 2 ） 利用关联交易进

往往能够使用非常隐蔽的举措规避中睡银行业

＾
利益输送 ， 如棚

＾
信银彳了公开＿的

？
料
Ｊ 监管 ， 贿■也为 巾＿行业监體来新的风

7Ｋ ， 西班牙对外银
ｔ

（ ＢＢＶＡ ） 持有 中 ｆｇ银行
险 。 最后 ， 外资进人导致的金融 国际化 、 网络化

9
．

9 0 ％的股份 ， 是第二大股东 ，
■ 年 7 月 2 9

純子化进程赚速发展 ， 也将对 中醒行业传
年

1
月

丨 ｕ
月 2 8 日

／

，

Ｉ？ｍｍ ＇ｍｍｍ ｔｈ ｒｎｐｊｆｍｍｍ ．

牙对外银行分别从中信银行获得 4
．
 3 1 3 8 亿美兀

（约 2 8 ． 2 2 亿元人民币 ：
）

、
3 6 0 0 万欧元 （约 3 ． 0 4 亿四 、 外资参股银行业后确保

元人民 币 ） 和 3 亿美元 （约 Ｉ 8 ． 5 4 亿元人 民币 ）中 国金融安全的对策
的内部基本授信额度资金 。

（三
）
传导国际金融风险外资的迅速扩张不仅会侵烛中 国银行业的

外资机构 的资金调度是 由其境外总行控制相对控制权 ，
而且会对 中 国 的金融安全构成诸

的 ， 中 国监管部门难以及时有效地监测和控制多潜在威胁 。 为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
必须有针

其境外总行的风险 。 如果外资机构所属 的境外 对性地采取防范对策 。

总行出 现问题或总行所在 国爆发金融危机 ， 外（

一

） 确保五大商业银行的绝对控制权

资机构就可能大量 出售其持有的中 资银行股权由于五大商业银行在 中 国 金融业的特殊地

或大幅度缩减其在中 国境 内 的业务规模 ， 导致位 ， 国家应对其保持绝对控股 。 为保证国家对

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波及中 国 。 如 2 0 0 9 年 1 月 1 4中国银行业的总体控制 ， 国家可在五大商业银

日 ， 苏格兰皇家银行减持 1 0 8 ．
 0 9 亿 Ｈ 股中 国银行中设立金股制度 ， 对五大商业银行的股权变

行股权 ， 套现 2 4 亿美元 ；
2 0 0 9 年 4 月 2 8 日 ， 动实行

一

事一议 ， 在外资股权变动对 国家金融

德国安联集团减持 3 2 ． 1 6 亿 Ｈ 股工商银行股权 ， 安全构成威胁时 ， 可使用金股股份行使表决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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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重视相对控制权的保护行为准则对其进行约束 ， 明确规定其应承担商

在 目前的外资参股政策下 ， 中 国 中 小股份业信息保密的责任 。

制商业银行的相对控制权极易 由于外资参股而（ 四
）
构建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

丧失 。 为防止外资机构大举控制 中小股份制商中国银行业应尽快构建一套与 国际标 准接

业银行 ， 中国应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对中轨的信息披露制度 。 外资参股银行的信息披露

资银行的相对控制权进行适当保护 。 主要措施包不仅有利于 银行存款人 、 债权人 、 投资人和其

括 ：
（ 1 ） 维持银监会规定的比例限制不动摇 ；

（ 2 ）他利益相关者 了解外资参股中 资银行 的财务 、

鼓励国有金融资本通过股权置换 、 资产重组等方风险状况等信息 ， 维护 自 身利益 ；
而且有利于

式提高其股权比例 ；
（ 3 ） 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国 内国家了解外资参股中 国银行业的整体情况 ， 加

中小商业银行 ；
（ 4 ） 设置政策壁垒 ， 严格限制外强对外资参股银行的监督 ， 及时消 除可能存在

资机构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成为第
一

大股东的中的金融安全隐患以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 。

资银行数量 ； （ 5 ） 加强对外资机构参股中资银行（五 ） 转变监管理念

相对控制权的审查 ， 防止外资机构通过非控股方尽快转变监管观念 ， 从合规性监管转向风

式获得中资银行的相对控制权 ；
（ 6 ） 适 当控制外险性监管是 当务之急 。 风险性监管能通过对风

资参股中国银行业的速度 。险进行预警及时防范风险的发生 ， 有效地解决

（
三

）
强化商业信息的审慎监管危机发生后才进行纠 正和补救的滞后性 ， 从而

监管机构应对外资参股可能产生 的商业信减少中国银行业遭受的风险冲击 。 风险性监管

息泄露行为进行更加严密的监管 。

一是 中资银应当成为中 国对外资参股银行监管的主要方式 。

行 自身应加强 内部核心数据及其他重要信息的

管理和保护 ， 严格控制外资机构使用 中资银行本文作者 ： 刘 家松是 中 南财 经政法 大学 副

内部核心数据及其他重要信息 的范围 ；
二是对教授 、 武汉大学经济与 管理 学 院博士后 ；

中资银行的外包业务 ， 应在法律上特别规定外张博是 美 国 加 州 大学河滨分校会计学 硕

资机构保护 中资银行信息机密的义务 ； 三是对士研究生

外资机构派驻的高级管理人员 ， 应制定专门 的责任编辑 ： 何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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