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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银行扩张性结构风险防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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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金融行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带来的扩张性结构风险也骤 

然升级。因此，文章提出了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扩张性结构风险防范的研究，通过借鉴国际银行 

业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建立中国商业银行扩张性结构风险分析模型，不断提升中国商业银行风 

险防范能力，从而增强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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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性结构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 

机构数量规模的过度扩张使银行收益和规模不对称 

而造成的风险。商业银行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扩大银行资产规模，必定在一 

定时期内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扩张，而商业银行分支 

机构规模的扩展是其资产规模增大的最直接的方 

法，对于中国商业银行来说，也是如此。但机构规 

模并非扩张的越大越好，受边际递减规律的影响， 

当机构规模扩展超过一定限度后，将会出现规模不 

经济的现象，由此内生机构风险。 

改革开放 3O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 

起，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速度也是异常迅猛，商业银 

行业的规模更是不断扩大。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之 

后 5年缓冲期的结束，外资银行纷至沓来，中国商 

业银行业顿感市场竞争压力剧增，纷纷靠扩张自己 

的机构数量和规模来抢占市场份额，从而达到增强 

其市场竞争力的目的，而随之也带来了扩张性结构 

风险的与日俱增。对于危机长存的金融行业来说， 

对扩张性结构风险的防范已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当 

务之急。面对日益激烈的内外竞争环境，如何全面 

提高 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构建完善的扩张性结构风 

险防范体系，提高对金融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水平， 

是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商业银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 

一

、 中国商业银行扩张性结构风险现状描述 

(一)中国商业银行机构与储蓄扩张的对比情况 

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都会存在资金缺口问题， 

而弥补这一缺口的一个主要渠道就是储蓄的增加。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弥补因资金不足带 

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商业银行 自然会增大吸储的力 

度，而要大幅度的提高商业银行业的吸储水平，增 

加商业银行的机构数量就会成为不二的选择。但是， 

随着金融体系结构的发展和演变，加之业内竞争 目 

益激烈，社会上已没有那么多的储蓄可以被各商业 

银行的分支机构吸收，此时便会出现中国商业银行 

分支机构相对过剩的情况。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过剩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市场竞争力，如果任其发展 

将会为中国商业银行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反而会 

为外资银行在 国内的发展壮大提供相对有利的环 

境，这是应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表 1为 2000—2009 

年中国商业银行机构数量与存款总额。 

表 1中国商业银行机构扩张与存款扩张的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 2001—2010年 《中国金融年鉴》相关数据计 

算整理。 

分析表 1不难得出，2000—2002年，中国商业银 

行机构数量出现了上升趋势，机构数由92 125个增 

加为 129 303个；2002—2003年，中国商业银行机构 

数量出现了大幅的下降，机构数由 129 303个下降 

为 107 548个；2003—2006年，中国商业银行机构数 

又由 107 548个上升为 142 743个；而到随后的2007 

年，机构数又下降为 138 303个；2007—2009年，中 

国商业银行机构数呈下降趋势，由 138 303个减少 

为 128 422个。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向好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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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业银行的存款总额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存 

款总额由2000年的 87 359亿元快速增长到2009年 

的 526 200亿元，10年问存款总额增加了 438 841 

亿元，年均存款增长 43 884亿元。深入分析上表中 

的数据不难发现，2000年，中国商业银行平均每个 

机构的吸储额度是 0．95亿元，而到了 2002年，中 

国商业银行平均每个机构的吸储额度是0．86亿元。 

这表明现阶段中国商业银行机构数量扩张速度明显 

过快，这样的扩张速度是带有严重的扩张型结构风 

险的，不仅不能增强 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反而会给 

自身发展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虽然 2009年，中国 

商业银行平均每个机构的吸储额度为 4．10亿元，但 

相比一些国际上的银行来说，中国商业银行的机构 

数量相对既定的存款数来说还太过于庞大，中国商 

业银行的结构性风险依然存在，这样的组织结构是 

不利于银行业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中国商业银行依 

然存在进一步缩小机构规模的空间。 

(二)银行系统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占比情况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非银行金融机 

构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无论是在机构数量还是在资 

产规模来说都取得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中国整个 

金融体系结构仍不甚合理。无论是机构数量还是资 

产规模，银行系统在金融机构体系中所占的比重都 

明显过大，而我国的商业银行占有整个银行业的绝 

大部分，表现为商业银行业分支机构过于庞大 。从 

表 2中可以看出，国家银行机构数量在整个金融系 

统中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比例一直都在 50％以上， 

虽然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其增长速 

度远低于银行金融机构。 

对表 2的分析可以得出：2000—2009年，中国银 

行类金融机构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速度，而非银 

行类金融机构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所占比 

例在整个金融机构里面还是十分小的。例如：保险 

公司所占比例从 2000年的 2．5％N 2009年的4．1％， 

证券公司机构数量占比从 2000年的 0．04％发展到 

2009年的 3．0％。由此可以得出，中国现阶段的金融 

体系结构还比较落后，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 

体系结构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分析发现我国的 

这种银行系统比例蕴含着因扩张带来的结构风险： 
一

是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系统；二是不利于整个金 

融体系提高运行效率。中国商业银行蕴含的这种结 

构性风险，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应 

及早采取措施来化解风险，另一方面应采取必要的 

措施来防范更大的结构性风险的形成。 

(一)引进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 

风险管理量化和模型化是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 

理发展的趋势，量化技术是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的有力支撑，模型化管理是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的重要特征。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以实施 《巴塞 

尔新资本协议》为契机，借鉴国际先进风险管理的 

理念和方法，风险管理逐步由以往以定性分析和经 

验分析为主，向定性分析和定量统计模型相结合的 

方向转变，诸如内部评级法、评分卡、风险限额、 

风险价值模型 (VaR)、压力测试、风险组合管理、 

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操作风险计量模型等先进风 

险管理方法被陆续引进，卓有成效的提高了风险管 

理水平。特别是在面对中国商业银行由于过度扩张 

形成的结构性风险时，中国商业银行有效地运用了 

模型化风险管理方法，卓有成效的应对了这种风险 

对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所构成的威胁。 

(二)中国商业银行扩张性结构风险的模型分析 

在上面的表格数据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 

国商业银行机构扩张和存款扩张不对称的一面，下 

面本文将从定量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商业银行因过度 

扩张带来的结构性风险。简单起见，这里仍以存款 

总额 s作为反映银行收益的一个指标，影响存款总 

额的因素分别为机构数 G和人均 GDP(AGDP)。则银 

行存款总额的理论模型可以表述为： 

S= +届G+ AGDP+ ； 
其中：Of,， ， 为参数；占为随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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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2000—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 (如表 3)，根 

据样本中的数据做线性回归，得到模型如下： 

LogS=--243915-3一O．532LogG+44183．52LogAGDP 

(--22．47) (--9．06) (44．18) 

R2=0
．987 F=273．940 D．W =2．0 

表 3 2000-2009年银行存款总额、机构数量、人均 GDP 

资料来源：根据 2001—2010年 《中国金融年鉴》、《中国 

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得来。 

由模型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拟合优度、F统计量 

和t统计量均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说明 

回归方程与数据的拟合度较高，银行机构数量(S)和 

人均 GDP(AGDP)都对存款总额产生显著影响。银行 

机构数量的系数一0．532与原假设一存款总额与银行 

机构数正相关不符，说明银行机构的扩张对银行存 

款的边际贡献率为负，银行机构数每增加一个百分 

点，银行存款总额将下降约 0．532个百分点。近些年 

来我国银行机构数量的扩张速度明显减弱，扩张性 

结构风险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系数仍然为负表示 

我国银行机构数量相对于存款总额仍过剩，其机构 

规模应进一步缩减。 

(三)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优化体系结构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能够抑制中国商业银行 

的过度扩张，改变银行系统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比 

过高的现状。一方面，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降 

低风险在银行系统的集中度；另一方面，发展非银 

行金融机构，培育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有利于 

公平的金融秩序的建立，通过各金融机构主体的规 

范、高效运营来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结构风险。 

近些年的实践也表明，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快速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 了中国商业银行 的过度扩 

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由于扩张所带来的结 

构性等风险，使得金融机构整体发展态势向好。因 

此，我国应大力鼓励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发展，鼓 

励民间资本进入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从而达到优化 

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目的，保证我国金融机构体系 

能健康稳定发展。 

三、结论 

中国商业银行由于过度扩张所带来的结构性风 

险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相关部门也采取了 

有效的应对措施，不仅引进了先进的风险防范模型， 

而且根据 自身发展情况培育起了相应的风险文化， 

在加强风险管理控制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从机构 

规模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收缩，加强了自身的经营 

管理水平等，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的防范了中国商 

业银行扩张性结构性风险的发展，从而保证了中国 

商业银行业的整体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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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WTO，the domestic financial sector has made rapid development，while the 

expansion of the structure to bring risk of sudden upgrade．Therefore，this paper proposes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structure of risk prevention，advanced by 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banking risk management，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the expansion of structural risk analysis models and improve risk 

prevention ability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which Chinese commercial bank s increased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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