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ϑ . ΧΕ ΝΤ . ΣΟΥΤ Η ΥΝΙς .(ΣΟΧΙΑΛ ΣΧΙΕ ΝΧΕ)
             

∂ ∉⊂� ��  → ∉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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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以国际上较流行的效率测度工具 ) 数据包络方法为工具 �利用由 ≤ ≤ ″ 模型以及由其衍变而来的 ∂ ″ ≥ 及 

→ ♥″ ≥ 效率模型 � 从运营安全性角度 � 对我国商业银行 ���� � ���� 年的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 

报酬区间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 从安全性角度来看 � 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值总体偏低 � 多年来没有提升 � 

而且银行之间差距很大 ∀这说明我国银行业虽然盈利能力逐步提高 � 但却存在严重的安全性隐患 ∀尤其是股份制 

银行在追求规模扩张的同时 � 忽视了银行资本的补充 ∀ 

关键词 �⁄∞ϒ 方法 � 规模效率 � 技术效率 � 纯技术效率 � 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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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是银行业竞争力的集中体现 �提高银行业 

的效率是防范金融风险 !合理对外开放银行业的关 

键 ∀因此 �对银行业效率进行科学地评价 �并针对 

问题及时提出调整方案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 ∀以往基于 ⁄∞ϒ 方法的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研究 

大多侧重于分析银行的效益性 �即评价各个银行作 

为企业在获取利润方面的经济效率 �或多或少地忽 

略了商业银行管理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效益性虽然 

是银行管理的核心 � 但流动性 !安全性则是基础 � / 三 

性之间0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 不可偏废 ∀ 

事实上 � 对我国银行而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 

因 � 银行的经营风险与安全性问题尤须关注 ∀ 本文 

试图从银行安全性的角度对银行效率进行分析 ∀通 

过测度近几年各家银行的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及 

规模效率 � 以帮助银行发现不足之处 � 制定合适的策 

略来改善其在市场中的相对地位 ∀ 同时 �也希望能 

为监管者提供一个评估单个银行运行状况的框架 � 

有助于制定出适当干预政策来预防系统性破产风 

险 ∀ 

一 ! 文献综述 

在国外的银行业效率研究中 �⁄∞ϒ 等非参数测 

度技术方法被广泛运用 ∀不少研究是对国家之间或 

一国内地的银行效率进行测度和对比 � 较早的成果 

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的 ∀如 �≠ ∏⊕运用 ≤ ≤ ″ 模型和 

ƒℑ   ⊕ ⊂ ⊂投入模型考察了 ���� ) ���� 年间美国密苏 

里 �� 家银行管理水平的效率测度 ≈� �′⊕  ∩⊕  ϒ �→� 

对北欧国家�芬兰 !挪威 !瑞典�银行业的效率检验发 

现 � 瑞典银行业的平均效率均高于芬兰和挪威的银 

行业的平均效率 ≈� �ƒℑ√⊕  ∉和 °ℑ∠ ⊃对意大利银行业 

进行技术和规模效率的考察发现 �南部意大利的银 

行业效率低于中北部 ∀另一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上 ≈� ∀如 ↑⊃ ⊂ ⊂⊕ 和 →∉∏ ⊂ℑ针 

对资产规模超过 �� 亿美元的银行探讨其效率 � 研究 

结果表明 � 大部分银行的规模都太大 � 正步入规模报 

酬递减阶段 � 较大和较具获利性的银行具有较低的 

纯粹技术效率 ≈� ∀ ♦ ℑ ℑ∈ 的研究则认为 �环境对于 

欧洲银行业来说非常重要 �足够的技术效率是抵挡 

外国竞争的有效策略 ≈� ∀ ⁄ ℑ⊄⊕和 ♦ℑ ⊂ ⊂ 对日本银 

行业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 �日本大银行尤其是长期 

信用银行的技术效率收益潜力最小 �对于日本银行 

业来说控制不良贷款的外生冲击是非常关键的 ≈� ∀ 

国内应用 ⁄∞ϒ 进行银行业效率分析的研究也 

不少 � 主要有 �赵旭 !凌亢运用 ⁄∞ϒ 测算我国银行 

业商业银行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 

率 � 认为影响我国银行业效率的主要因素是银行资 

产质量 !人力资本 !经营管理能力 !产权结构 !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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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程度等 ≈� �张健华首次利用 ↑ ℑ ⊂⊆∇∏ ⊃  效率指数 

对我国银行业近年来的效率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 � 

刘汉涛运用 ⁄∞ϒ 对商业银行效率进行测度 � 结果表 

明规模无效正成为导致技术无效的主导性因素 ≈� � 

陈敬学探讨了银行内效应和再配置效应与整体绩效 

的关系 ≈�� � 朱南 !卓贤等用 ⁄∞ ϒ 和 × ∉ℜ ⊃ 回归模型 

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效率进行分析 �认为模糊不清 

的产权关系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低盈利能力是效率低 

下的重要原因 ≈�� � 彭琦实证证明国有商业银行除规 

模效率和范围效率外 � 还存在技术效率 �股份制银行 

内部效率也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性 �完全的市场 

化未必一定带来银行的高效率和规模效率 ≈�� �郭妍 

检验了银行效率的/ 产权决定论0和/ 超产权论0 �结 

果表明/ 超产权论0并不适用于我国银行业 ≈�� ∀ 

显然 � 过去的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银行的获利 

性 � 即以税前利润 !利息收入等作为银行产出 ∀这种 

设定虽然强调了商业银行作为企业的赢利性 �但也 

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商业银行的高风险性 ∀本文将 

站在安全性的角度 � 重新界定投入产出指标 � 以评价 

各商业银行效率 ∀ 

二 ! ⁄∞ϒ 方法介绍 

⁄∞ϒ 方法利用数学线性规划 � 将企业的多项投 

入与多项产出项目数据投射在坐标空间上 �求出最 

大产出或最小投入为效率边界 �以衡量各决策单位 

�⁄⊕ ℘ ⊃  ⊃ ∉∈ ↑ ℑ⊄ ⊃ ∈∩ ∝∈⊃  �⁄ ↑ ∝�的生产效率 ∀ 在没 

有随机性误差的假设条件下 �若企业观察值落在此 

效率边界上 �⁄ ↑ ∝ 具有完全效率 �效率值为 � ∀ 观 

察值若未落在此效率边界上 � 为相对无效率 � 效率值 

为 � 到 � 之间 �其间的差距则代表企业的无效率程 

度 ∀对于一个 ⁄ ↑ ∝ 的 ⁄∞ϒ 评分 � 不是由一个孤立 

的标准所决定 �而是由其他相关的特殊数据组所决 

定的 ∀ ⁄∞ ϒ 这种非参数的方法有以下优势 �≠ 无需 

构造一个确定的基本生产函数和估计函数参数系 

数 �可避免函数型态的人为错误的设置所导致的结 

果不准 �≡ 可以通过数学规划方式客观产生权数并 

且有效处理投入�或产出�单位不一致的问题 �≈ 可 

以有效处理定性与定量投入�或产出�指标的问题 � 

即可处理比率尺度与顺序尺度数据兼容性而且较少 

受观察值多寡之限制 ∀ 本文运用的分别为 ≤ ≤ ″ ! 

∂ ″ ≥ 和 → ♥″ ≥ 模型 ∀ 

���规模报酬不变的 ≤ ≤ ″ 模型 

⊆⊃ ∈Η, 

Ε 
ν 

ϕ= � 

Ξ ϕ Κ ϕ [ ΗΞ ϕ � , Ε 
ν 

ϕ= � 

Ψ ϕ Κ ϕ ∴ Ψ ϕ � , 

Κ ϕ ∴ � , ϕ = � ,� , , , ν . 

���规模报酬可变的 ∂ ″ ≥ 模型 

⊆⊃ ∈Ρ , 

Ε 
ν 

ϕ = � 

Ξ ϕ Κ ϕ [ ΡΞ ϕ � , Ε 
ν 

ϕ= � 

Ψ ϕ Κ ϕ ∴ Ψ ϕ � , 

Ε 
ν 

ϕ = � 

Κ ϕ ∴ � , Κ ϕ ∴ � , ϕ = � ,� , , , ν . 

���规模报酬非增的 → ♥″ ≥ 模型 

⊆⊃ ∈Ρ , 

Ε 
ν 

ϕ = � 

Ξ ϕ Κ ϕ [ ΡΞ ϕ � , Ε 
ν 

ϕ= � 

Ψ ϕ Κ ϕ ∴ Ψ ϕ � , 

Ε 
ν 

ϕ = � 

Κ ϕ [ � , Κ ϕ ∴ � , ϕ = � ,� , , , ν . 

利用 ≤ ≤ ″ !∂ ″ ≥ 和 → ♥″ ≥ 模型可以分别算出各 

个生产单元的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以及确定其的 

规模报酬区间 � 由此间接得出其规模效率 ∀ 

三 ! 基于安全性角度的我国商业银行 

效率实证分析 

�一�  输入输出指标的选择 

按照 ⁄∞ϒ 方法使用的条件 � 被评价的生产单位 

要求是性质相同的生产单位 �即投入要素和产品是 

一样的 ∀在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的条件下 �各家 

银行所开展的业务 � 提供的服务基本一样 � 可将不同 

的银行视为不同的评价单元 ∀ 

我们将投入指标定义为 �营业费用与总负债 ∀ 

银行的营业费用支出占了银行营业支出的主要部 

分 � 而在营业费用中职工工资又是重要的一项 ∀ 所 

以将营业费用作为银行的一项投入 �既能客观反映 

银行的投入状况 �又能间接体现银行现有的人员规 

模情况 � 负债业务是银行的生存基础 � 是银行吸收资 

金的主要来源 �因此银行在负债业务上的支出也占 

了总成本的绝大部分 ∀ 从安全性上来看 �负债越大 

则风险也越大 � 因此将总负债定为投入之一 ∀ 

在产出指标上 �考虑到银行资本的充足程度是 

银行净值的市场价值的大小程度 �是银行保持稳定 

持续经营的根本条件 ∀ 同时 �银行资本实力的增强 

可以增加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 保障银行的安全 � 

确保银行的盈利 ∀尽管以新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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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银行监管制度正在发生重大变革 �但是资本充足 

率监管的核心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 �也说明了资本 

金在银行运营安全性中的重要性 ∀ 因此 �我们把银 

行所有者权益作为产出 ∀ 

�二�  研究样本及数据的选择 

本文选取 ���� � ���� 年 �� 家商业银行的数据 

作为分析样本 �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 

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信实业银 

行 !中国光大银行 !华夏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 !深圳发 

展银行 !招商银行 !福建兴业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和广东发展银行 ∀ 其中国有商业银行 � 家 �股份 

制商业银行 �� 家 ∀ ⁄∞ϒ 模型采用 ← ♥→♣ ↓� � � 软件 

求解 ∀各银行的主要数据来自于5中国金融年鉴6 

5中国统计年鉴6 � 以及各银行网站 ∀ 

�三�  实证结果分析 

综合利用 ≤ ≤ ″ 模型和 ∂ ″ ≥ 模型分析 ���� ) 

���� 年各银行效率 �并结合 → ♥″ ≥ 模型分析银行所 

在规模报酬区间 ∀ 由于篇幅有限 �这里仅列出 ���� 

年 !���� 年测度结果 � 见表 � ∀ 

通过对 ���� ) ���� 年样本银行的效率进行分 

析 � 可以看出 � 

��� 总体来看 � 银行效率值波动比较剧烈 � 没有 

任何一家银行在这 � 年中连续保持技术有效 ∀ 

表现最好的光大银行 !兴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也 

只在 � 个或 � 个年度为技术有效 ∀国有银行之间的 

效率差异相对较小 � ���� ) ���� 年其各效率值标准 

差都在 � � � 左右 ∀ 自 ���� 年始 �中国银行 !建设银 

行率先拉开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序幕 �工商银行 

也紧跟其后 � 而包袱沉重的农业银行则仍蹒跚不前 � 

与其他三行的差距越来越大 �从而使国有银行效率 

值标准差拉大到 � �� 左右 �反而超过股份制银行 ∀ 

股份制商业银行标准差则一般高于或接近 � � � � 远大 

于国有银行�除了 ���� 年和 ���� 年� � 说明股份制银 

行之间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较国有银行更为激烈 � 经营 

欠缺稳定性 ∀同时 � 中国的银行显示出了较大的技术无 

效率 � 每年各银行的平均效率仅在 � � � 左右低位徘徊 ∀ 

表 1  ���� !���� 年效率评价结果 

���� 年效率 

技术效率 纯技术 规模效率 规模报酬 

���� 年效率 

技术效率 纯技术 规模效率 规模报酬 

民生 � � ��� � � ��� � � ��� 递增 � � ��� � � ��� � � ��� 递增 

华夏 � � ��� � � ��� � � ��� 递增 � � ��� � � ��� � � ��� 递增 

光大 � 

中信 � � ��� � � ��� � � ��� 递增 � � ��� � � ��� � � ��� 递增 

交通 � � ��� � � ��� � � ��� 递减 � � ��� � � ��� � � ��� 

兴业 � � ��� � � ��� � � ��� 递增 � � ��� � � ��� � � ��� 递增 

深发 � � ��� � � ��� � � ��� 递增 � � ��� � � ��� � � ��� 递增 

招商 � � ��� � � ��� � � ��� 递增 � � ��� � � ��� � � ��� 递增 

浦发 � � ��� � � ��� � � ��� 递增 � � ��� � � ��� � � ��� 递增 

广发 递增 

工行 � � ��� � � ��� � � ��� 递减 � � ��� � � ��� � � ��� 递减 

农行 � � ��� � � ��� � � ��� 递减 � � ��� � � ��� � � ��� 递增 

中行 � � ��� � � ��� � � ��� 不变 � � ��� � � ��� � � ��� 递减 

建行 � � ��� � � ��� � � ��� 递减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 � ��� � � ��� � � ��� 

标准差 � � ��� � � ��� � � ��� � � ��� � � ��� � � ��� 

国有 � � ��� � � ��� � � ��� � � ��� � � ��� � � ��� 

标准差 � � ��� � � ��� � � ��� � � ��� � � ��� � � ��� 

股份 � � ��� � � ��� � � ��� � � ��� � � ��� � � ��� 

标准差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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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技术效率方面 �国有银行技术效率值在 

���� !���� 度落后于股份制银行����� 年国有银行 

技术效率平均值仅为 � � �� � ���� 跃升至 � � ���� �但 

此后国有银行效率平均值开始超过了股份制银行 ∀ 

这种反超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得益于 ���� 年财 

政部向四大银行注资 � ��� 亿元 � ���� 年又通过四 

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其 � � � 万亿元不良资产 ∀这些 

措施充实了国有银行资本金 !改善了总体资产质量 � 

使国有银行安全性大大提高 ∀ 四大银行中 �表现卓 

越的是中国银行 ∀ ���� ) ���� 年 � 中行连续 � 年技 

术有效 � 同时也是前 � 年中唯一技术有效的银行 ∀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 � 它也将继续保持这个水平 ∀ 

股份制银行在 ���� 年 ) ���� 年一直表现不 

错 � 每年都有 � !� 家为技术有效 � 如光大 !兴业 !深发 

展等 ∀但自 ���� 年起 �股份制银行开始沉寂 �五年 

中只有交通银行一家为技术有效 ∀除了中国农业银 

行 � 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值相比其他三家国有银行 

未见任何优势 ∀ 

��� 导致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技术无效的主 

要因素并不相同 ∀ 

���� ) ���� 年 � 国有银行的纯技术效率一直高 

于股份制银行 � 而规模效率则低于后者 ∀ 这说明该 

段时期导致国有银行技术无效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 

率低下 � 而股份制银行则是纯技术低效率 ∀ 究其原 

因 � 可能归因于国有银行资金雄厚 � 技术引进和吸收 

能力较强 � 纯技术效率也就较高 �但网点过多 !员工 

冗余 � 规模效率低下 ∀而同期股份制银行虽然软 !硬 

件技术水平上逊色于国有银行 � 但其规模不大 � 与其 

管理技术水平相适应 � 因此规模效率较高 ∀ 

到 ���� 年 � 情况开始逆转 �国有银行规模效率 

开始高于股份制银行 �规模效率值分别为 � � ��� 和 

� � ��� � 而纯技术效率则刚好相反 � 效率值分别为 � � 

��� 和 � � ��� ∀这可能是因为国有银行在此期间开 

始裁撤网点 !淘汰冗员 � 规模效率开始上升 ∀而经过 

多年积淀和体制优势 � 股份制银行在软硬件技术实 

力上开始赶超国有银行 �表现为纯技术效率提高 ∀ 

但同时股份制银行为了追求市场占有率 � 大肆扩张 � 

而相应的管理技术水平虽有提高但远赶不上规模扩 

张的速度 � 从而导致规模效率滑坡 ∀例如 � 民生银行 

是 ���� 至 ���� 年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最快的股份制 

银行 � 三年间资产从 ��� 亿增长到 � ��� 亿元 � 几乎 

一年翻一番 ∀但资产规模迅速增长 �而资本金没有 

相应增加 �资本充足率从 ���� 年底公开募集时的 

�� � � � 迅速下滑到 ���� 年底的 �� � � � � 在 ���� 年 

底为 � � �� � � 仅略高于5巴塞尔协议6规定的资本充 

足率最低 � � 的要求 ∀这种疾速扩张而又不顾及资 

本金短缺的行为 � 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银行的安 

全性 � 也会在运营效率上体现出来 ∀ 民生银行扩张 

最快的 ���� ) ���� 年也是其技术效率连续下滑的 

� 年 � 技术效率值从 ���� 年的 � �下降到 ���� 年的 

� � ��� � 以至 ���� 年的 � � ��� ∀ 直到 ���� 年民生银 

行发行 �� 亿金融可转债 � 以充实核心资本和附属资 

本 � 其技术效率值才开始止跌回升至 � � ��� ∀ 

��� 从规模报酬区间来分析 � 同样是规模无效 � 

但国有银行在所有年份都是规模报酬递减 ∀ 

这说明国有银行仍然过于庞大 � 除了招商银行 

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股份制银行 � 股份制银行 

在多数年份基本上是规模报酬递增 ∀ 显然 �在管理 

技术水平与其他股份制银行相当的情况下 �这两家 

股份制银行的规模过大 �其当务之急是提高管理技 

术水平以适应自身较大的规模 ∀ 总体来看 �股份制 

银行还有很大的规模增长空间 � 只是必须循序渐进 ∀ 

��� 由表 � 所得到的效率值 �可能会认为在安 

全性上 � 国有银行的表现似乎比股份制银行更优秀 � 

但实际上差距未必如此之大 ∀ 

因为国有银行一直以来都习惯于计提较少的贷 

款损失准备 � 而且情节比较严重 ∀ 此举并不能彻底 

掩盖不良贷款风险 �但却能够在会计报表上制造一 

个盈利情况较好 !核心资本充足率较高的假象 ∀ 因 

此 � 我们不能因为国有银行效率值较股份制银行高 

而对国有银行安全性掉以轻心 ∀ 

四 ! 结论 

本文以 ���� 至 ���� 年 �� 家中国商业银行数 

据为样本 � 通过建立以营业费用 !总负债为投入 �所 

有者权益为产出的 ⁄∞ϒ 模型 �从安全性角度对这 

�� 家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以及规模报酬区间进行了研究分析 ∀ 结果发现 �中 

国的商业银行效率值普遍偏低 �说明各个银行在安 

全性上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直接表现为银行资本 

金不足 ∀ 

由实证结果看来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情况尤为 

严重 ∀长期以来在规模扩张式企业经营模式影响 

下 � 各行经营效益主要依赖于信贷高速扩张 � 导致资 

本充足率显著下降 �银行经营安全性降低 ∀ 而国有 

银行根据其账面的数据来看 �表现似乎不那么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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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分析贷款损失计提制度 �我们会发现国有商 

业银行安全性效率的孱弱本质股份制商业银行有过 

之无不及 ∀国有银行贷款质量一日不提高 �呆帐坏 

帐这颗毒瘤就会不断腐蚀其资本金 � 乃至其安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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