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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适度规模问题研究综述

周　郑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北京 1000732)

　　[摘要 ] 银行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研究银行适度规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银行业整体而言 ,银

行主导和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差异 ,可从金融体系演化或金融服务的角度进行进一

步研究。对银行个体而言 , 最优规模取决于收益和成本的权衡 , 不同的文献给出了不同的收益和成本指标。从银

行业内部看 , 银行的规模分布对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和效率将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也存在适度银行规模问题 , 可以

考虑从产业结构发展以及权衡收益成本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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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但银行是不是越大越好 ,银行规模到底有没有最

优选择? 现有文献大致从三个层面来研究这个问题:一是分

析相对于金融市场的银行适度规模 ,二是从权衡成本和收益

的角度推导银行最优规模 ,三是从银行集中度与竞争性关系

的角度出发考虑这一问题。本文将对上述文献进行梳理 ,并

对中国的适度银行规模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相对于金融市场的

银行适度规模

金融体系由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以及金融市场组成。

依据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规模大小 , 一般可将金融体系

分为两类: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 , 二是以德日为

代表的银行主导型。有很多文献对这两类金融体系进行了

比较 , 比较的标准一般是看哪一类金融体系能更好地促进经

济增长。

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大致可分为四类(BeckandLevine,

2002):一是银行主导的观点强调银行的正面作用。代表人

物有 Gerschenkron(1962)、RajanandZingales(1999)、Stulz

(2000);二是市场主导的观点不仅强调市场的正面作用 , 而

且突出市场和银行相比所具有的在资本配置效率方面的比

较优势。代表人物有 Hellwig(1991、 1998)、Rajan(1992)、

WeinsteinandYafeh(1998)、MorckandNakamura(1999)、

WengerandKaserer(1998)、LaPorta, Lopez-de-Silanesand

Shleifer(2001)、Allen(1993);三是金融服务的观点认为关于

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的争论是第二位的 , 第一重要的是金融

系统改善信息和交易成本的能力 ,而且银行和市场在提供金

融服务方面可能是互补的。代表人物有 Levine(1997)、Boyd

andSmith(1998)、HuybensandSmith(1999);四是法律和金

融关系的观点强调法律系统在决定金融发展水平方面的作

用。代表人物主要是 La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andVishny(2000)。 BeckandLevine对上述四种理论进行了

检验。检验结果不支持银行主导或市场主导的观点 , 而是支

持金融服务以及法律和金融关系的观点。结果显示 , 在整体

上具有更高金融发展水平以及有效率的法律系统的国家中 ,

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发展更快。而且金融发展的整体

水平以及有效的合同执行机制促使了更多的企业形成和更

有效的资本配置。

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 ,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的金融

体系没有显著的差异。 因此对金融体系中适度银行规模的

进一步探讨 , 有两个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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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不同金融体系的演化过程的角度进一步分析。 Al-

lenandGale(2000)提出 , 不同金融体系的演化是由市场失败

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同类型的监管反应推动的 , 市场导向或中

介导向的金融系统也由此形成。 Demirguc-KuntandLevine

(1999)通过实证发现 ,随着国家越来越富有 , 银行 、其他金融

中介 、股票市场也随之增长并更加活跃;收入越高的国家 ,金

融市场更活跃 , 且比银行更有效率 , 金融体系也变得更加以

市场为主。 BoydandSmith(1998)认为股权融资的比例会随

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在发展水平较低时 , 将不存在股票市

场。同时 , 监督所消耗资源的数量也将随着经济发展而降

低。 ChakrabortyandRay(2006)在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中对银

行主导和市场主导的金融系统进行了比较 , 结论是两个系统

没有哪个明显更有利于增长 ,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金融和法律

体系的效率。但是 , 银行主导体系在其中一个方面比市场主

导体系好 , 那就是投资和人均收入更高 , 收入不平等程度更

低。银行主导体系在推动工业化方面也更为有利。徐高 、林

毅夫(2008)提出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 随着资本的积累 , 最优

银行结构所要求的银行规模将越来越大。

2.沿着金融服务的观点 ,继续研究银行体系在改善信息

和交易成本方面相比于金融市场所具有的优势。相比于金

融市场 , 银行具有两项重要的职能:(1)代理监督。 Diamond

(1984)对代理成本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 ,说明相对于直接

借贷 , 金融中介具有净成本优势。其中的关键是金融机构的

分散化 , 因为在单个借贷双方之间以及在中介和存款人之间

存在的激励问题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分散化被证明很重要 ,

即使经济中的所有人都是风险中性的;(2)跨期风险分担。

AllenandGale(1997)提出在理想的 Arrow-Debreu世界中 ,

不存在金融中介 , 横截面的风险分担和跨期平滑都会自动发

生 , 因为市场是完全的 , 而且市场参与也是完全的。但正是

因为存在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 、交易成本 、以及不完全的参

与 , 市场并不是 Arrow-Debreu意义上的完全的 ,市场均衡实

际上在事前是帕累托无效的 ,而通过金融中介的跨期平滑机

制可以改善所有人的平均期望效用。但这一机制也是脆弱

的 , 来自金融市场的竞争可以导致 “脱媒”, 从而使跨期平滑

机制失效。

二 、从权衡成本和收益的角度

看银行最优规模

第一个层面的文献重在比较 ,没有给出具体的银行最优

规模。而要给出具体的最优规模 ,必定是在正反两方面权衡

的结果。

1.权衡分散违约风险带来的收益与监督成本上升造成

的损失。 KrasaandVillamil(1992)建立了一个有成本的状态

证实模型 , 通过权衡分散违约风险带来的收益与监督成本上

升造成的的损失 , 推导出银行的最优组合规模。作者最后的

结论是:一是银行具有有限的大小和确切的规模 , 取决于监

督成本和组合分散化程度的结构;二是可以更好分散风险的

银行具有更大的规模;三是多家具有类似成本和风险特征的

银行可以同时存在。

2.权衡分散化的收益和成本。 CerasiandDaltung

(2000)通过权衡分散化的收益和成本 ,试图给出银行的最优

规模。分散化的成本主要来自当银行需要监督更多项目时

承担的更高的超负荷成本 ,分散的收益主要来自银行所有者

监督借款人的激励也在不断增加。

3.权衡系统风险增长与清算风险下降。 McFadden

(2005)假设存在距离成本 ,通过比较系统风险的增长和清算

风险的下降 , 得出银行的最优规模。作者将银行看成是资

产 、负债以及资本的组合。假设银行与其投资的资产在空间

上隔离 , 而且投资成本部分取决于银行和可选投资项目之间

的距离。可选投资项目不可分割性的限制 、可选投资机会回

报风险的差异 、以及距离成本 , 造成了不同质的组合。这又

进一步造成了不同质的系统风险。 银行增长主要是通过在

所处地区扩展市场以及进入其他地区。银行增长可以促进

分散化以降低清算风险 ,同时也增加了该银行在整个货币供

给中的权重以及同其他银行之间的联系。这样 ,随着银行增

长 , 它的清算风险逐渐降低 , 但是银行失败对整体经济造成

灾难性后果的风险却增加了 ,而且是以指数的速率增加。这

样 , 就存在一个门槛规模 , 使得系统风险的增长率超过清算

风险的下降率 。

4.权衡分散化收益与监督及组织成本。 LinandSun

(2007)通过在分散化收益与监督及组织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

得出最优银行规模。组织银行克服了个体银行的局限 , 并从

分散化中受益 , 但是形成组织银行将产生组织成本。最优银

行规模需要在分散化收益与监督及组织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如果监督和组织成本固定 , 小项目相对于大项目是不利的。

只要小项目足够盈利 ,一些银行会选择保持较小的规模以向

它们贷款 , 而向大项目提供服务的银行将变成大银行。在均

衡状态下 , 经济中的银行业结构取决于投资项目的分布。

5.权衡规模效应以及监督成本节约。徐高 、林毅夫

(2008)在一个增长模型的框架内 ,综合考虑规模效应以及监

督成本节约两方面的因素 ,推导出了最优的银行结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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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过程中 , 随着资本的积累 , 最优银行结构所要求的银行

规模越来越大。

三 、从银行集中度与竞争性

关系角度考虑

如果银行个体的规模过大 ,必然会涉及到集中度和竞争

性的问题。 Shaffer(1998)使用了美国 1979 -1989年跨城市

的数据 , 在控制其他影响家庭收入增长率的情况下 ,发现在

银行数目更多的市场上 , 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更快。 Allen

andGale(2000)对银行竞争越激烈越好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反

驳。高度分隔的美国银行系统也存在扭曲 , 即储户在识别银

行方面存在搜寻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 , 由许多单分行银行组

成的系统的均衡和垄断均衡惊人的一致。 两家垄断的局面 ,

每家银行有大量的分支机构却能产生竞争的结果。 Cetorelli

andGambera(2001)对银行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检验。证据表明 , 经济中银行部门的发展水平与经济

的长期产出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相关系。银行的集中化通过

向更年轻的企业提供信贷便利 ,从而可以促进更需要外部融

资的产业部门的增长。但是 , 高度集中的银行业总体上对经

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 ,这种抑制作用对所有部门和所有企业

都有影响。 BlackandStraham(2002)分析了美国跨州跨行业

数据 , 结果表明在银行集中度越高的州 , 所创建的新企业和

新公司的数量越少。 CarlinandMayer(2003)发现 ,银行集中

度与 OECD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Claessensand

Laeven(2005)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建立一种衡量银行部门内

竞争程度的方法和指标 ,然后采用这种方法和指标考察了 16

个国家的工业增长情况 ,最后发现一个国家的银行部门内较

为激烈的竞争可以使更具有外部融资依赖性的行业获得较

快的增长。 Coccorese(2008)运用了两种检验方法对一组由

意大利 1991-2001年期间 20个地区所组成的面板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后发现 , 在短期里 , 银行的集中会大大促进经济

增长 , 但在长期里则会出现反向的因果关系 , 经济增长将倾

向于降低银行集中度 , 会使银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不断

加强。

四 、关于中国的最优

银行规模问题

关于中国的银行业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有很多

文献做过实证研究。梁琪 、滕建州(2005)在控制股市流动性

和波动性的情况下 ,采用多元 VAR模型对 1991 -2004年间

我国股市发展 、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

究。过度识别条件约束下的协整向量分析发现模型系统内

存在经济增长关系和股市发展关系。弱外生检验显示股市

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 意味着股市发展没

有促进和导致经济增长 。相反 , 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

有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 且相关关系为正 , 说明银行发展在

样本期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 实证分析还

显示股市波动与经济增长和银行发展之间有着显著的双向

因果关系 , 而且相关关系为负 , 说明股市中可能存在的 “过

度”波动对经济增长和银行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林毅夫 、

姜烨(2006)利用我国 28个省区在 1985 -2002年期间的分

省面板数据对经济结构 、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计量分析 ,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

之后 , 发展战略对比较优势的偏离程度 、银行业结构以及银

行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匹配程度对经济增长与发展会产生

显著影响:银行集中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

响;赶超程度越小 ,银行业结构越分散的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

越高;大型企业比重越高的地区 , 银行业集中度的提高能够

促进经济增长 ,非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地区 , 银行集中度的

降低 , 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贺小海 、刘修岩(2008)对我国

1987-2004年间 24个省份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可能存

在的长期与短期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结论是我国 1987

-1994年间银行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方

向的长期因果关系 , 而 1995-2004年间银行业结构变迁与

经济增长已形成双向长期因果关系 ,进而表明我国银行业结

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银行商业化改革之后

具有明显的改善。

对中国最优银行规模问题的理论研究还不多。徐高 、林

毅夫(2008)给出了一种思路 ,即一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其最

优产业结构 , 而最有产业结构决定了最优的银行业结构。我

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 资本相对稀缺 ,因此更应该发展中

小银行 , 这样可以促进经济的成长并提高福利。对进一步探

讨中国适度银行规模问题的启示是:一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

阶段 , 由于不具备发展金融市场的条件 ,以及劳动密集型的

产业结构 , 因此发展中小银行是支持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

随着经济的发展 、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 一方面银行

规模将随之不断壮大 , 另一方面金融市场也将更活跃 , 且变

得比银行更有效率 , 金融体系将向以市场为主的方向转变。

因此 , 如果能够将股票市场放入徐高 、林毅夫(2008)的模型

中 , 也许可以为最优银行规模理论提供更全面的视角。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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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金融业以债权融资为主 , 债权融资又以银行融资为

主 , 债券市场的发展一直非常滞后。因此 , 可考虑以代理监

督或跨期平滑理论为基础 ,探讨在债券市场充分发展情况下

的最优银行规模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 银行规模增长的收益

是规模效应产生的代理成本降低 ,或跨期平滑机制产生的收

益的增加 , 成本是银行业在资金配置方面因缺乏竞争而产生

的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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