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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3/2021_2022__E5_B7_B4_E

6_9B_99_E6_9D_BE_EF_c49_83421.htm 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

在2005年以来的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中，成为最引人瞩目的市

场动向之一。仅2005年一年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的外资，就

几乎是此前10年的总和。这促使中国的银行市场日益成为一

个开放的、并且经营管理能力正在与国际接轨的市场。 不过

，在开放的过程中，如同韩国和日本等国的银行市场开放中

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同样遇到是否“贱卖

”、是否威胁到民族金融业安全等一系列的质疑。 从市场演

变的趋势看，交行、建行IPO市净率高于上市前对外资银行招

股市净率，引发了“贱卖”的争论；也有一些海外媒体认为

中资银行机制多弊，不良贷款率高，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外资

入股中资银行是一场新的“豪赌”的观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种

质疑对于矫正中国银行业在改革开放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促

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显然是有积极作用的，至少能够促使整

个行业的反思。例如，在中国银行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一度

在引资合同中容忍外资将进行战略性投资与IPO挂钩、凸现出

确实有一些所谓战略投资者往往是战略投机者，如果不是监

管部门严格把关，或许不仅不能获得引入战略投资者所可能

获得的益处，反而引发股权结构的不稳定。” 但巴曙松认为

：“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不论是‘贱卖论’还是‘威胁论’

，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其对民族金融体系的关注，对本土金融

市场发展的期望。实际上，在对外资大规模开放的同时，中



国同样应当推进对内资开放银行市场，在开放的过程中保护

民族金融业的利益。这是这种争论值得肯定的地方。” 巴曙

松指出，国有银行股权“贱卖贵卖”之争实质上是监管制度

和金融市场差异导致的。实际上，因为不同的机构应对各种

信息掌握的差别，可能对同一资产的未来收益，作出大相径

庭的预期，这就导致心理定价的巨大差异。由于有买卖双方

的讨价还价，最后实现的那个交易价格，一般不可能是各种

预期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因此，总是可能有持更高预期的

人说这个交易是“贱卖”，持更低预期的人说这个交易是“

贵卖”，实际上，不仅在银行业，在其他行业同样存在。 巴

曙松谈道，到目前为止，内资进入银行市场还往往遇到这样

或者那样的障碍，值得进一步改革。一些海外的战略投资者

所表现出来的短期投机行为，也促使我们应当关注这些以优

惠的条件获得中国银行业股权的战略投资者是否真正发挥了

战略投资者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或者说，应当经常对这些

战略投资者所可能发挥的作用进行及时动态的评估。 在入股

逐渐成为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主要路径的环境下，外资银行

在中国金融市场中由装点式的角色升级为市场的参与者、竞

争者，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如何对外资持续、有效地进行监

管。对监管当局来说，应当学会在开放的条件下运用市场化

的手段，既保护民族金融业，同时又能够吸引先进的外资银

行的经营管理经验。参照国际经验，许多国家对外资持股国

内银行比例都有上限规定，这值得我们借鉴。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