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輯 

中國大陸金融體系改革現況與展望 

 

(一)前言 

自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並承諾於2006年全面開放金融市

場以來，中國大陸當局便有計劃的推動金融體系的改革與發展，不但力求

能捍衛自己的市場占有率，與國際金融機構一較上下，並能維持國家社會

的金融安全。近年來中國大陸當局積極敦促銀行業進行股份制改造、逐漸

推進利率市場化與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但股市股權分置、債市兩市

分割型態仍嚴重阻礙該兩市場的發展。本文首先從2002年中國大陸十六大

中看中國大陸金融市場改革之方針，之後分別簡介當前中國大陸銀行業、

利率、匯率、證券市場、債券市場與保險業的改革現況，與未來發展，最

後提出結論。 

 

(二)中國大陸金融改革之方針 

在2002年中共的十六大會議上，中國大陸當局提出了建設完善的社會

主義市場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的戰略部署。在2003年的

十六屆三中全會上，對於深化金融改革作出了決定。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

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指出，在深化金融改革方面有三大要務，第一，建立

現代化的金融企業。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託投資公司等金

融機構要成為資本充足、內控嚴密、營運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的現代金

融企業。同時也鼓勵金融企業探索產品創新。第二，發展多樣化的金融機

構，包括實現金融機構產權多樣化，金融機構種類多樣化，以及發展多層

次的金融機構。在產權多樣化方面，鼓勵社會資金參與中小金融機構的重

組與改造。在金融機構種類多樣化方面，則將發展專業化的金融服務企業

如汽車金融公司、小企業金融機構，專業化的住宅金融機構等。對於發展

多層次的金融機構，則重視地方金融機構的發展，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第三，加快國有銀行改革，首先要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並選擇有條件的國

有商業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造，加快處理不良資產，充實資本金，創造上市

條件；其次改革和規範政策性銀行。 

 

(三)2005年銀行業積極改造上市 

如十六大中所計畫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的中國銀行與建設銀行於

2003年年底獲得政府注資加快股份制改造腳步，2004年完成股份制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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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當前則致力於解決上市問題；其餘兩家中國工商銀行與農業銀行已

將其改革方案提交國務院，等待審批，並希望能獲得政府的關愛獲得注資，

以加快股份制改造腳步。至於其他部分商業銀行則積極計畫海外上市，並

加強開發中間業務。 

 

(1)各銀行改革現況: 

(A)中國銀行與建設銀行:為了加速中行與建行股份制改造的腳步，2003

年年末中國政府決定注資 450億美元給這兩大銀行，並於 2004年 6

月對該兩銀行進行一次較大規模的不良資產剝離。以中國銀行為例，

截至 2004年 5月末的不良貸款率為 14.8%，但在剝離不良資產後，

該行 2004年上半年的不良貸款率降至 5%左右。而在獲得政府注資

後，中行與建行自 2004年開始進行大規模的財務重整，於下半年先

後宣佈股份制改造成功，預計 2005年將致力於解決上市問題。中國

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 2005年 3月的兩會期間即表示，中國銀行和

中國建設銀行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的股份制的建立工作，因此距離上市

的時間不會太遠，但真正上市時間一方面要看銀行董事會的決定，另

一方面則要看資本市場是否有合適的窗口與機會。 

 

(B)中國工商銀行與農民銀行:該兩大銀行在 2004年也致力於降低不良

貸款率，並希望能得到政府注資，以便進一步推進股份制改造。在

2005年3月份的政協與人大兩會期間，中國工商銀行的副行長表示，

希望能於今年開始財務重組，目前工行的改革試點方案已上報國務

院，待管理層批復，今年改革的重點在於公司內部治理，並爭取每年

降低2-3個百分點的不良貸款率。但業界認為，工行的改革方案尚未

獲得國務院批准的原因之ㄧ就是需要進一步觀察中行、建行的改革成

效。至於農行，也已於2004年12月29日將修訂過後的股份制改造

方案正式報送國務院，這是繼2003年10月30日後農行第二次向國

務院上報股份制改造方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銀

監會）曾表示，2005年將協助國務院啟動中國工商銀行的股份制改

革，並繼續幫助中國農業銀行為股份制改革作準備。惟中國財政部部

長金人慶曾表示，不會增發國債注資工行與農行。 

 

(C)其他商業銀行:2005年將成為中國銀行業赴海外上市的元年。除了中

行、建行計劃在香港進行IPO（初次公開發行）外，經過幾番波折的

交通銀行與民生銀行也有望於 2005年上半年在香港股市進行 IPO；

上海銀行冀望於2005年實現A+H(中國A股+香港H股)的上市計劃。

作為中國首家民營銀行的民生銀行，該行行長董文標表示，香港上市

仍在按計劃進行，民生銀行不會放棄進入國際資本市場以補充資本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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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但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實現公司經營透明、治理

結構完善，以吸引廣大投資者。而為了求生存，民生銀行將於 2005

年大力開展零售業務和中間業務，不再僅靠擴大貸款來賺取利差收

入。 

 

(D)各銀行除了積極進行股份制改造與上市外，2004年中國大陸當局同

意銀行設立基金公司，各界認為這對銀行業是一大利好，可以藉此展

開中間業務，調整收入結構，並逐步拓展其他金融業務。目前中國大

陸還不允許銀行業混業經營一些如資產證券化、信託或投資等業務都

還被禁止當中，中國銀行業近90%的收入都為利差收入，業者認為，

若允許銀行設立基金公司，就可因創新產品的推出為銀行搭建展開中

間業務的平台。至 2005年初據悉已有 7家銀行正式向監管層提交開

辦基金公司的申請，於2005年4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中國工

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交通銀行獲准成為首批直接投資設立基金管

理公司的試點銀行。但對銀行設立基金公司，專家認為，這將為監管

單位製造新的問題，因為當前中國金融業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一

行三會(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而隨著銀行業打破

分業經營藩籬，監管層勢必也須有所調整。 

 

(2)未來發展: 

中國銀行與建設銀行原本計劃於2004年上市，但因故延後，故目前

中行與建銀能否於2005年順利公開上市備受各界注意。然儘管中行與建

行在經過2004年一年財務重整，致使其包括資本適足率、不良貸款率等

數字、指標均達到上市標準，但這只是改革的起步，內部治理能力的建

立仍遭各方質疑，尤其在2005年1月初中行爆發”高山事件” (即中國

銀行黑龍江省分行所轄河松街支行行長高山等管理人員失蹤，該支行帳

戶上有數億元人民幣的資金不知去向)，以及3月中旬建行陣前換將革除

該行董事長張恩照，據悉張恩照正接受一宗”重大貪污案件”後，顯示

中行、建行的內部治理能力與道德風險仍大有問題。這對向來看重內部

治理並有意參股的海外戰略投資人而言，無疑是潑了一盆冷水，甚至可

能因此打壞該兩行於香港上市的計畫。實際上中行與建行均一度計畫在

紐約交易所上市，但其嚴格的法律規定(SOX法案)已使中行、建行打退

堂鼓。故儘管在政府當局的支持下中行與建行2005年下半年勉強於A股

上市，但不完善的內部治理將難以說服海外投資人參股。近幾年中國當

局鼓勵銀行業者引進戰略投資者，幾年下來多是與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中

小商業銀行達成協議，但被認為是皇帝嫁女兒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卻難

有成果，其原因之一就是這些銀行的高官都是官派，在半官半商的體制

下，股東權益難以發揮，而令這些外資戰略投資者卻步。 

 
67



 

除此之外，銀監會也表示，將敦促國有商業銀行為2005年上市做好準

備，並將協助國務院啟動中國工商銀行的股份制改革，以及繼續幫助中國

農業銀行為股份制改革作準備，並將迅速推動國家郵政儲蓄局的改革準備

籌建郵政儲蓄銀行，並也將繼續鼓勵城市商業銀行引進國外和私人資本。

而在中國銀監會的2005年工作會議中也提出，2005年銀監會將積極推動銀

行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抓緊研究銀行機構市場退出機制。 

 

另外，中國大陸的銀行業者也呼籲，在銀行、證券、保險混業經營已

蔚為國際潮流，面對國際級的競爭對手，中國銀行業，即使是國家級的國

有商業銀行也是難以匹敵的，所以應該加快打破分業經營藩籬，鼓勵混業

經營。至於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部分業者認為，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利

國家金融安全，並會影響宏觀調控力度。因為在中國大陸，銀行仍擔當許

多社會責任，尤其在宏觀調控中扮演較重要的角色，故建議當局應該是打

破分業經營的限制，鼓勵互相參股，以取代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 

 

(四)利率市場化的改造逐步加快推進 

(1)改革現況 

經過這幾年的努力，如今中國大陸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利率基本已經

過渡到上限放開，實行下限管理的階段。2004年10月29日人行取消了貸

款利率上限的限制，貸款利率下限仍為基準利率的0.9倍；央行同時宣佈

允許存款利率下限可在不超過各檔次存款基準利率的範圍內浮動，這對中

國大陸人民幣利率市場化進程中邁出最重要的一步。接著於 2005 年 3 月

17日商業銀行將不再實行早前人行所統一規定的住房貸款優惠利率，轉而

將該利率歸於商業銀行正常貸款利率的統一管理，並賦予各商業銀行對該

利率實行下限管理的許可權，商業銀行可根據具體情況自主確定利率水準

和內部定價規則。同時人行還決定調降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存款利率由現

行的年利率1.62%至0.99%，這也是人民幣利率市場化重要的一步，因為這

將對商業銀行的流動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商業銀行根據風險因素自

行進行差別定價，強化風險管理和資產負債管理。 

 

除此之外，目前中國貨幣市場利率品種基本上已經實現利率市場化

的，包括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債券附買回利率、票據市場轉貼現利率、國

債與政策性金融債的發行利率和二級市場利率等；開放了對外幣利率的管

理；也逐步擴大了對中小企業貸款的利率浮動管理。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

長吳曉靈也表示，由於中國商業銀行自我約束機制不完善，利差收入仍是

商業銀行主要利潤來源，故目前人行仍控制著存貸利差和一些特殊存貸利

 
68



差。而且中國目前國債期限結構不完善，還不能形成完整的固定收益產品

殖利率曲線，從而使金融產品失去訂價基準。為此人行將進一步改善國債

發行，促進國債市場價格形成機制的完善。 

 

(2)未來發展: 

未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與商業銀行改革的推進，利率市場化的

腳步也將逐步加快。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於2005年3月下旬時表示，

隨著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的調控將更注重依賴利率，而經過多年的改革

後，商業銀行和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對利率的反應確實得到提升，利率市場

化的條件越來越成熟。中國大陸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表示，基本上

中國大陸將會在”十一五”(2006-2010年)期間實現利率市場化。他認

為，存款利率市場化所需的時間會比貸款利率開放的過程長。下一步人行

將會逐步擴大存貸款利率的浮動範圍，然後再逐步過渡到存貸款利率的市

場化。他並透露，2005年人行將會推動大額存單的利率市場化，上海將建

立統一的結算中心，為利率市場化做準備工作之一。 

 

(五)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造從資本帳著手 

(1)改革現況: 

近幾年來因著龐大的外匯存底、貿易順差，中國大陸僵硬的人民幣匯

率機制屢次受到國際批評，尤其近一兩年因國際美元走軟，批評的撻伐聲

更是嚴峻。但對於這些壓力，中國大陸當局雖然一再表示將逐步增加人民

幣匯率彈性，完善匯率形成機制，使匯率在合理水平上保持穩定，但實際

上目前人民幣匯率依舊盯住美元，定在 8.2770元人民幣兌 1美元價位附

近窄幅波動。雖然人民幣匯價仍顯僵硬，但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當局則透

過減少國際收支，逐步放寬資本帳目的管制，舒緩人民幣升值壓力，並向

實現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的目標逐步邁進。近年來中國大陸開放人民幣資

本項目的舉措包括，引入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批准保險外匯資金

海外運用，提高中國大陸人民和外國人民入出境每人每次攜帶限額，以及

研擬引進境外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等。 

 

(2)未來發展: 

面對人民幣匯價重估聲浪，當前中國大陸當局從外匯市場的發育、資

本管制的調整來進行人民幣匯率改革。在 2005 年 3 月份的兩會期間，郭

樹清表示，未來政策重點是在於減少國際收支管制，方便企業投資和居民

個人旅遊、留學和文化交流等，並鼓勵企業和機構對外投資，這包括於2004

年批准社保基金和企業年金海外投資，並將於 2005年進行實際操作。在

放寬資本帳目管制方面，則表示，中國將繼續在有效防範風險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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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選擇、分步驟地開放真實貿易和投資背景的跨境資本交易項目，規範管

理資本投入，有序引導資本流出。 

 

另外，市場傳聞，於 2005年 5月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將增加外匯交易品

種，自目前的四種貨幣(人民幣兌美元、日圓、港元和歐元)增加至八種貨幣，

再加入英鎊、瑞郎、澳元和加元四種貨幣；以及於第三季推出美元兌人民幣

的做市商制度，以鍛鍊中資銀行對匯率的判斷能力，而人行也可藉做市商之

間的外匯交易，獲得更多市場訊息，同時估算出更為合理的人民幣匯率波動

空間。據了解，中國當局選擇八家銀行，包括一家中資銀行(中國銀行)和七

家外資銀行(包括匯豐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以做市商的身分參加5月份即

將推出的八種外幣間匯率交易產品。 

  

(六)股權分置之問題依舊難解 

(1)改革現況: 

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持續高速成長，但向來為國家經濟晴雨表的股市

卻連續近 4年的熊市，滬綜指數從 2001年 6月的高點 2,200點下跌至目

前的1,200 點，跌幅達45%，成為亞洲股市中表現最差的市場之ㄧ，也暴

露出中國大陸股市需要從制度上解決深層次的股權分制等問題的迫切

性。於2004年初中國大陸國務院提出<國務院關於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

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國九條)，並成立六個專題工作小組，從而

解決股市根源性問題、市場主體融資、合規資金入市、降低交易成本等多

個問題。惟至 2005年兩會期間，國九條尚未落實。中國大陸股市在設計

時出現偏差，當時將股市主要功能定位在為國有企業解決問題，過分關注

市場融資功能，其中「股權分置」就是最大的致命傷。股權分置導致股市

利益失衡，股市利益向以極低代價持有非流通股的大股東傾斜，並不斷蠶

食流通股東的利益，從根本上造成同股不同權的利益失衡問題。此外，上

市公司的經營狀況差，虧損戶數不斷增多，淨資產收益率逐年下降，而且

上醜聞不斷上演，也令投資人卻步。 

 

(2)未來改革: 

中國大陸股市需要從制度上進行改革，惟涉及層面廣泛，更改不易，

也顯得緩慢。2005年3月人民大會上，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繼續抓

緊落實<國九條>，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建設，建立健全資本市場發展的各項

制度，切實保護投資者特別是公眾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營造資本市場穩定

和健康發展的良好環境。對此陳述，一般認為老調重彈，少有新意。對於

解決股權分置問題，雖然管理層曾提出多種解決方案，如「國有股減持」、

「全流通」等，但在無法全面顧及廣大投資者權益，維護市場穩定發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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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無疾而終，儘管中國大陸全國政協常委，也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表

示，2005年是解決證券市場股權分置問題的有利時間，但各界仍預料在

2005年內當局也難以有一個圓滿的解決方案推出。 

 

2005年雖然在制度上年內難有進展，但在金融創新上則可望推出，如

認股權證、股指期貨等。中國上海和深圳兩大證交於4月上旬推出一個統

一的指數「滬深300」，好為將來的股指期貨鋪路。業者也建議，為鼓勵證

券市場健康發展，政府應推出鼓勵資本市場投資的政策，如取消股息、紅

利稅，以及進一步放寬社保基金、保險資金入市，並逐步放寬基金管理公

司的業務範圍和加快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發展等。 

 

(七)兩市分割窒礙債市發展 

(1)改革現況: 

中國大陸債市由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交易所債券市場組成，其中銀行間

債券市場以機構投資者為主的場外交易市場(也是批發市場)，為中國大陸

債市主體，並於2002年成立商業銀行櫃檯交易市場，以中小企業、個人投

資者為主。櫃檯交易市場和證交所債市共同構成中國的零售債券市場。然

而因著銀行間債市與證交所債市兩市分離，互相分割，如今卻成為中國大

陸債市發展上一個制度性的缺陷，阻礙中國大陸債市進一步的發展，造成

市場交易主體不夠豐富，以及市場基準利率難以形成。因為在分割的市場

下，商業銀行和保險機構不能進入交易所參與國債贖回交易，在交易所市

場中的非金融機構也不能進入銀行間債市，而令兩個市場都存在交易主體

成份不夠豐富的問題。而且因為市場分割，導致兩個市場間債券的交易價

格出現差異，同券不同價、同券不同殖利率，而且由於投資者不能進行跨

市場套利交易，使得價格差異無法消除，而無法形成市場基準利率。所以

為了促進利率市場化的進程與中國大陸債市的發展，打破中國大陸債市分

割，引導兩市的合一，近兩年來中國大陸財政部通過發行跨市場國債的方

式加大兩個市場的互通性，2004年發行了 8只跨市場券，至 2004年底市

場上共有15只跨市場券，但由於市場資源流通渠道沒有得到完全釋放，專

家認為，這種互通除了給個別機構帶來跨市場套利的投機機會外，並沒有

產生太好的效果。此外，為了幫助商業銀行籌資，中國當局於 2004年 6

月間同意允許商業銀行在銀行間債市發行次級債，2004年間包括中國銀

行、建設銀行、民生銀行、開發銀行相繼在銀行間債市共發行948.8億元

的次級債券。  

 

(2)未來發展: 

中國大陸債市不僅需要有信用高的國債，還需要有不同信用等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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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收益水準的其他債券，逐步形成以國債為主體，公司債、市政債、金融

債及其他債券為補充的債券市場體系。故中國大陸債市下一步的改革將著

重於豐富發債主體以及債券品種。為了豐富發債主體，預料2005年間中國

大陸當局將同意包括國際金融公司、亞洲開發銀行和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等

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而且為了響應中國大陸發改委

所提出的擴大企業債發行規模，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預料企業債除了

為大型國企效力外，日後將逐漸放寬對發債企業的審批，允許一些中小型

企業發債，以豐富投資品種。此外，由於商業銀行將繼續提高資本適足率，

預料商業銀行於來年將繼續積極發行次級券以因應之。除此之外，為了規

避風險，並彌補中國大陸債市兩市分割的結構化缺陷，專家呼籲中國大陸

當局應該加快金融創新，市場急需遠期交易、利率期貨等避險工具。 

 

(八)保險業快速發展，海外上市有成 

(1)改革現況: 

自 1980年中國大陸恢復保險業務以來，中國大陸保險業保持每年以

30%的增長速度成長，是中國大陸國民經濟中發展最快的行業之ㄧ。2003

年中國大陸保險業在股份制改革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包括中國人保、中國

人壽和中國再保險三家公司完成重組改制，中國人保、中國人壽先後在境

外成功上市；2004年中國平安保險公司以集團形式整體上市，成為中國大

陸第一家境外上市的金融保險集團。2004年中國大陸當局也進一步拓寬保

險公司投資渠道，允許保險資金進入股市，過去保險資金的投資渠道只有

債券、銀行存款等低收益的利率產品。2004年上半年全國保險公司資產總

額突破1兆元大關，截至2004年底中國大陸境內保險公司有61家，24家

是中資，37家是外資。雖然外資保險公司家數多過中資，但外資保險公司

在中國市場占有率卻是相當少。至2004年10月份，中資人壽保險保費收

入達2,638億元，佔整個市場的97.6%，外資僅有2.4%；在產險公司中，

中資公司的產險收入為 954.2億元，佔整個產險市場的 98.9%，外資僅有

1.1%。外資保險公司在中國市場占有率如此低是由於中國大陸對外資保險

業仍未完全開放，在2004年12月11日完全開放市場前，外資保險公司只

能做國際貨運險和企財險，而且其主要客戶是一些外資企業。外資保險公

司在中國大陸市場占有率不高，但中國大陸居民卻相當喜歡境外保單，俗

稱地下保單。由於境外保單無論是理賠率或是報酬率均較國內保單高出許

多，甚至連在中國大陸境內的外資保險公司的保單都無法與之匹敵。2004

年地下保單氾濫的情勢更加惡化，其範圍已由根據地的珠江三角洲和福建

沿海一帶擴大到南京、杭州、上海並進入北京。據2005年3月9日的報導

指出，目前北京地區每天至少有 40張的地下保單產生，每張保額都在 50

萬美元以上，購買的都以中高收入群為主。至於2004年下半年一度引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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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譁然的有關中央財經大學保險系主任郝演蘇表示，2003年中國大陸保險

業有 40%的泡沫，據了解這只是統計標準不同所造成，中國大陸保監會特

別澄清表示，中國大陸保險業並不存在”泡沫”問題。 

 

(2)未來展望: 

基於入世承諾，中國大陸於2004年12月11日完全開放保險業市場，

外資保險機構在中國大陸開設分支機構將不受地域和數量的限制，而且業

務也可以做法定保險業務之外的其他產險業務。故料今後外資保險業在中

國大陸市場將更具競爭力，業務也將快速成長。面對中國大陸保險業的進

一步發展，中國大陸保監會表示，未來將進一步箸力於公司治理、償付能

力、市場行為、資金運用和保險保障基金的五道監管防線，並將積極參與

國際保險業合作，2006年中國大陸將舉辦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年會。業內

人士預計，2005年當局將公佈各財險公司等待已久的強制第三者責任險費

率；購車人第三者責任險雖於 2004 年 5 月 1日開始實施，但由於保險公

司承保面擴大，因此預料日後保險公司將可能採用差別費率，提高高風險

車的保費。至於打擊地下保單，中國大陸當局過去主要對付地下保單的代

理人和投保人，由於效果不彰，如今主要通過控制保單的源頭－境外保險

機構著手。2004年 11月中國大陸保監會表示，對於在境內非法銷售境外

保單的境外保險公司，將取消其在內地再設立分支機構的資格。預料這將

可以有效嚇阻地下保單的流竄。 

 

(九)結論  

經過這些年來的改革發展，中國大陸金融市場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能否面對市場全面開放後的競爭，各界看法分歧。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

主任鄭新立表示，中國大陸金融改革現今仍存有四大問題:第一，直接融資

的比重太低:目前間接融資的比例仍保持在80%以上，使得風險過度集中到

銀行，加大了銀行信貸風險的壓力。只有通過發展直接融資，發展股市和

債市，擴大直接融資的規模，才能減輕銀行貸款風險的壓力。第二，商業

銀行自身體制還不適應市場的需求，一是商業銀行內控機制有待進一步加

強，二是商業銀行的結構還不夠合理，中小銀行、區域性銀行都較少，主

要集中在四大國有銀行。第三，債券市場亟待發展，中國大陸債市發展明

顯滯後。第四，貨幣傳導機制還不完善:由於消費性貸款佔銀行信貸比例仍

較低，因此廣大消費者對利率的調整，對整個信貸政策的反應，仍不像國

外那樣敏感，貨幣的傳導機制還不夠靈敏。 

 

至於能否經得起2006年中國大陸金融市場全面開放後的國際競爭，有

些學者表示樂觀，但有更多的學者認為仍是未知數。中國大陸人民大學金

 
73



融學教授涂永紅表示，雖然市場開放會對國有銀行帶來很多挑戰，但這種

挑戰不會動搖國有銀行系統在中國市場的主導地位，因為即使國有銀行在

股份制改革後，政府仍是這些銀行最大的股東，提供了最好的信譽保證，

而外資銀行將在中資銀行較弱的環節如國際業務、擔保、保險業方面有較

強的競爭力。然而許多西方專家則持不同看法。美國民間情報公司”戰略

預測公司”的地緣政治分析部主任羅杰貝克則表示，資金將會流到外資銀

行，因為隨著競爭增加，銀行透明度提高，人們會發現這些國有銀行有很

多地方達不到國際銀行標準，壞帳的真實嚴重可能會暴露出來，而這樣將

會動搖客戶對國有銀行的信心，而將儲蓄轉到更加可靠的外資銀行。美國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中國金融專家巴里.諾頓也對中國大陸國有銀行的壞帳

和產生壞帳的機制表示了很大的疑慮，認為四大銀行壞帳數字不可靠，而

且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 2004年上市計畫的推遲，以及高山事件的發

生，都反應了中國國有銀行內部的問題還相當嚴重，遠遠還沒有做好市場

開放的準備。 

<簡淑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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