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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商业银行改革与转型”课题组

邓小平曾说，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我国的商业银行从设立至今，经历

了一个快速的发展过程，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也经历了一个三步走的阶段，

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十八大把金融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维护金融稳定，这

其中商业银行改革与转型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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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改革与转型的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做，而在于如何去做。现实中存

在颇多问题致使央行及银监会对其态度并不明朗，这包括了商业银行本身的一些

争议，也包含了如何面对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带来的互联网金融等所造成的挑战。

在更高的平台上，在新的形势下，商业银行改革无疑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一、商业银行改革与转型面临新形势

商业银行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后，前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重现，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实体经济的要求，外资银行的竞

争等新形势的出现，商业银行的改革与转型存在着必然性：

——国家金融安全的要求。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关系到中国的现代

金融体系健康，银行业风险控制是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基础。从历史看，金融危

机都是银行问题，是信贷失控问题。

——移动互联网新形势的要求。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生活方式和消费理

念带来了很多的改变，从而产生了很多新的金融需求，酝酿了新的经济趋势，但

也冲击了商业银行原有的模式，带来了新的问题。要防范金融风险，又要满足新

的需求，这对商业银行提出了改革与转型要求。

——服务实体经济、解决社会融资成本高的需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面对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

金融支持转型升级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金融业在服务中小企业和“三

农”等普惠领域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银行服务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消费拉

动的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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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全球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历史性机遇。

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需要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进程相配合。目前我们的商业银行还

没有形成国际化的网络。

——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的需要。我国商业银行粗放经营的方式尚未根本转

变，公司治理需要进一步完善，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待增强。随着 WTO

的深入，对外开放的加深，将会面临更多的外资银行的竞争。

——利率市场化进程的要求。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必然导致依赖投入规模和

利差的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变。

二、商业银行改革与转型的思路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与转型在新的形势下，面临新要求。商业银行改革与转型

问题实际上也是国有企业在改革大环境下面临的选择问题。必须要站在国家战略

层面上，保持宏观、客观、谨慎的态度，才能确保商业银行改革与转型的实现。

——必须站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思考商业银行的改革。充分考虑金融安全与金

融稳定问题，通盘考虑商业银行的效率问题、稳定性问题和危机控制能力。

——全面和客观地看待争议。严格管制银行业不等于商业银行垄断，与多元

化并不矛盾。银行的盈利能加强有利差的因素，也有宏观经济增长带动和银行成

本控制的因素。要求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不等于要求银行全面提高企业贷款

额，要充分考虑企业属性、负债水平，应当以丰富企业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机制

来取代企业对银行信贷的单一依赖。

——改革是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的顺延。要肯定并保持商业银行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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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持谨慎的态度，稳步推进，不要急于否定、大动干戈。要在商业银行前期改制、

财务重组、上市成功的基础上考虑改革与转型思路。

——从顶层设计入手，正确的处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实现

整体统筹与包容性发展的协调。

三、商业银行改革与转型的关键点

商业银行改革与转型要把握住“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增强业务创新、

塑造品牌形象、提升国际竞争力”这几个关键点：

——防范金融风险。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要做到业务经营与风险隔离的

统一，严格资本约束，以存款保险制度为突破口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杜绝不

计成本的高息揽存问题、建立商业银行基于风险约束的资金定价机制，提升风险

管理水平。

——服务实体经济。商业银行要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一方面要健全现代银

行业服务体系，利用信贷杠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强银行服务于科技创新、产

业调整、消费拉动的能力；另一方面金融衍生品不能背离实体经济。西方金融危

机主要原因就是太脱离实体经济。

——增强业务创新。要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抓住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新趋势、

小微企业带来的新需求，在战略发展上实现差异化，改变当前以信贷业务为主的

单一业务结构，增强业务创新、产品创新，防止过度创新、脱离实体经济的创新。

——塑造品牌形象。要建设一批有良好品牌形象的大型商业银行，从业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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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上实现特色化，区域布局上实现差异化，管理上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

——提升国际竞争力。商业银行改革与转型必须解决创新不足问题、提高资

产运用能力，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业银行，帮助中国企业国际化，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

四、商业银行改革与转型的实现路径

商业银行改革与转型是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关系到金融体系建设。其目的

是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商业银行改革与转型可以从混合所有制入

手推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向相对控股的国际化、现代化银行转变，走出一条总资

产规模不无限扩张，但自身却可以持续、健康发展的新路子：

——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大型商业银行是党的事业，要坚持党对商业

银行的领导，妥善处理党委会和董事会的问题。

——股权结构从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转变。通过长远规划，逐步吸收多种经

济成分进入到国有商业银行中，消除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情况，给商业银行注入新

的资本和活力，探索员工股权激励方案。

——加快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国际化进程。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扩张，

通过设立分支机构，参股、控股当地商业银行等方式，加快国际化进程，建立与

人民币国际化、企业国际化进程相适应的网络。

——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通过改革实现商业银行的现代化治理，主要是要

正确处理治理机制问题、业务治理问题、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中央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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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机制问题是要强化对股东行为的制衡，正确处理董事会和党委的关系，督促

董事会高效履职并充分尽责，正确处理董事会、高管层和经营层的相互制约关系，

增强内部监督有效性。业务治理问题是要根据银行集团化发展的要求，根据不同

的业务特点，构建不同的经营机制、管理模式。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要解决“人

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问题，加强对高管层的激励约束，逐

步推进职业经理人制。中央管理问题是减少政府对银行的干扰，合理界定中组部、

财政部、央行、银监会的管理权限问题，进而逐步建立现代化商业银行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