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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期待下一波“中国机遇”
——“外资银行与中国经济未来”研讨会简报

【概要】

        2013 年 2 月 1 日，“人大·重阳”思想沙龙第一期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主题为“外

资银行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前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刘志勤，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北京首席代表郭仲华，美国富国银行北京首席代表高欢，德国巴登 - 符腾堡州

银行北京首席代表高速，尼日利亚第一银行北京首席代表温端瑜，南洋商业银行高级经理陈兆奎，中信国际

高级经理李奇等来自四大洲的外资银行在华代表参加了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

院长王文主持。

        在近三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代表们讨论热烈，摩擦出了思想的火花，提出了“当前中国对外资投资银

行业务开放多，对外资商业银行业务开放少”、“外资银行需加深对中国市场的理解”等很有参考价值的观

点，并达成“中资银行也应加大‘走出去’力度”的共识，代表们还对监管方式、“走出去”的策略等问题

提出了建议。　　　

　　　

外资银行在中国挣钱越来越难

        刘志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现在

做实业的外资银行在中国挣钱很难，投资银行倒好挣钱。投行比如高盛，上游下游通吃；做贸易融资的中小

外资银行挣钱很困难，融资、贷款等监管政策都很严、很细。做实业的外资银行通常只能做外国在华企业的

业务，中资企业基本进不去。做实业的外资银行在中国融资，很难超过 10 亿，再大了它也不敢做。但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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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在投资市场上却又过于放开了。

        郭仲华 (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北京首席代表 )：我觉得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步子要是走得太快会非常危

险。资本市场放得太开的话，副作用会比较大。金融资本这些游戏，西方国家已经玩了几百年，人家真的是

操作很熟练，放一个谣言出来，把你这个公司的股票全拉下来，弄得你无从招架，他买入，然后再放一个谣

言，价格又拉上来了，又挣你一笔钱，这种套路人家很会玩。还有国际游资，可能会纠集一大批资金，攻击

人民币，造成很大的损失。一个外资银行行长私下对我说，他们宣传上都说对中国很友好的话，但实际上内

心却并不认同中国。我觉得应该多了解他们的真实态度。

        高速（德国巴登 - 符腾堡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外资银行，像渣打、花旗等，从

个人银行业务入手，吸纳中国民间的人民币资本来做各种各样的投行产品。

        高欢 ( 美国富国银行北京首席代表 )：我们好像并没有觉得中国有什么监管措施是特别针对我们的，当

然可能也跟我们的业务性质有关，我们是专找金融机构做业务，不找企业，也不找个人。

外资银行在华遭遇激烈竞争

        高速（德国巴登 -符腾堡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现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压力太大，让我们觉得望而却步，

不敢开分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如何赚钱？首先，如果不是法人银行的话，人民币业务不能做，私人业务不

能做，于是只能面向在华外资企业。其次，手里没有人民币，于是只能贷给客户外币，还不能结汇。外币还

不能在国内用，于是就只剩下了一种可以做的客户，就是需要对外付款的客户，这个市场空间就比较小了。

        郭仲华 (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北京首席代表 )：2011 年以后，批准外资进入中国的速度又加快了。加上

西方国家的经济都不太好，不少外资银行都想进入中国。现在我的感觉是，不光是银行，可能证券，还有其

他的一些金融监管方面，好像都把这个门开得稍微大了点，相对来说外资进来容易了。

        李奇（中信国际高级经理）：中信国际也是“外资银行”，但其实比较特殊，不能跟内资的中信银行有

业务冲突。从零售业务来说，中信银行的业务已经很全了，它不可以做的就是外币贷款。但客户如果选择外

资银行的话，会选择那些进入中国市场比较早的，名气比较大的花旗、渣打等。于是现在外币贷款业务竞争

太激励，中资的“外资银行”压力很大。

        高欢 ( 美国富国银行北京首席代表 )：其实监管环境在各国都是趋严的。我们觉得美国的监管机构管得

比中国的还要多得多。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有各种各样新的要求出来，这是一个趋势。但也

应吸取美国的教训，比如最近的《多德 - 弗兰克法案》，写这部法律的人自己不是银行从业人员，所以写了

很多不现实的条款，逼得银行把业务外包或者干脆退出了。

外资银行需加深对中国市场的了解

        郭仲华 (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北京首席代表 )：我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北京代表处已经工作了 24 年，

自己感觉，20 多年前离开中国银行到外资银行工作，这一步走得不是很对。加拿大的国民性其实比较保守，

一直没有搭上中国的经济快车，同为资源出口大国，在拥抱中国经济方面没法跟澳大利亚相比。1981 年加

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就设立了北京代表处，至今还是代表处，没有升级成支行。

        陈兆奎（南洋商业银行高级经理）：有些外资银行的首席风险官是外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市场，看

不懂中文的财务报表，而且完全是采取英文沟通。在一个周围尽是中国人的环境里，你用英文沟通再怎么努

力，其实也是很难的，所以业务发展也缓慢。

        郭仲华 (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北京首席代表 )：外资银行也有跟中国合作比较好的，比如西班牙对外银

行（BBVA），是中信银行的战略合作伙伴。中资银行请外资银行进来是为了学习管理、风控、内控经验，

很多外资银行却不认真对待。而 BBVA 就很重视，派人来交流、做培训，邀请中方人员出国培训等，所以

BBVA 与中国的合作就很成功。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在华外资银行与中国的企业界，政府界缺乏一个好

的对话机制，应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沟通平台。

中资银行应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温端瑜（尼日利亚第一银行北京首席代表）：我感觉现在一些规模很小的非洲银行都到中国来了，但中

国的很多大型银行却没有“走出去”。我认为，中资银行要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就应该加大“走出

去”的步伐。

        中国有不少在非洲、拉美的投资都“打水漂”了。这跟我们未能深入了解投资目的地情况有关。非洲原

来是殖民地，有一种“殖民地心态”，认为包括欧洲人甚至中国人都比他们富有，是“主人”，自己是“仆

人”，而“主人”给“仆人”送一点“佣金”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是超级大国，给我送点钱，

我根本就不需要还。于是中国的投资就“打水漂”了。现在中国的一些面向非洲的商业贷款已经改变了做法，

通过尼日利亚第一银行这类了解非洲情况的银行转贷，降低了风险。

        高速（德国巴登 - 符腾堡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我们也愿意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德国不少企

业也在寻找一些中方的投资者或买家，但很少有成功的案例。其中的巨大障碍在于中国企业不了解德国市场，

即便收购了德国企业也不知道如何管理。这与中国企业只熟悉中国的市场环境，对外面的市场环境还缺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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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有关。

        高欢 ( 美国富国银行北京首席代表 )：中国有很多大型国有银行，论资产规模或市值能跟美国最大银行

不相上下的不止一两家，但除了中国银行，好像别的银行也没有到美国做零售银行业务的。似乎没有想到也

可以跟美国本土的银行竞争。其实“走出去”的方式有多种，比如跟当地的银行合作。不可能把所有的国外

市场都发展成自己的“主场”，但从成立支行甚至代表处开始，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也应该尝试。

        刘志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国内的监管

机构很多时候没有参加到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对国际规则的制订过程不够了解。等人家制定出来，我们去

参考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导致很多事情我们都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