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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效率是银行在业务活动中投人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
,

是衡量银行经营业绩
、

市场竞争能力
、

投人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

标准
,

效率值的高低可以反映银行的资源利用效果和整体经营情况
。

目前
,

吉

林省中小金融机构处境严峻
,

不仅要承受着国有大银行的压力
,

还要做好应对

外资银行进人的准备
。

因此
,

我们有必要对吉林省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进

行全面的评价
,

以便认清差距和不足
,

有针对性地提高
。

一
、

金融机构经营效率研究综述

国际上
,

银行业的规模经济
、

范围经济还是一个受争议的课题
,

是否所有

的金融机构都应该向大规模发展
,

以便于达到规模效益 ?

美国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结果发现
,

在相对较小的产出水平上
,

规模

经济无法发挥作用
。

但最近的研究有了不同的结果
。

玫
r g e r

和 加企s t er ( 19 9 7 ) 发

现在 1 990 年的一些规模相当大的银行里
,

存在规模经济
。

但是对美国银行业的

研究不能证明非专业金融机构的成本特点
,

因为美国不允许建立全能银行和金

融集团
。

因此 aS un desr 和 W a l t er ( 19 94) 对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了研究
,

发现

世界前 200 强银行中
,

贷款规模达到 250 亿美元的银行都实现 了规模经济
。

V an der V e
mr et ( 19 9 4 a) 在对 15 00 家欧洲银行的抽样调查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结

果
。

郎咸平和 W亡胶 l ( 19%
,

1 9 9 8) 发现
,

在德国的全能银行中不存在规模经

济
,

但在相对较小的合作银行如巴伐利亚合作银行中存在规模经济
。

,

本文得到 20 0 8 年 教育部重 大 项 目 ( 0 8 JJ 7D 9 o l 5 3 )
、

20 07 年吉林省 社会 科 学基 金项 目

( 2 0 0 7 0 4 4 )
、

2 0 0 7 年教育部重大项目 ( o 7 JJ研 9 0 13 1 )
、 “

吉林大学
`

98 5 1 程
’

项目
”

经济分析与预测创

新基地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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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规模银行的效率研究方面
,

lA len 和 A al ( 1 9 9 6 年 ) 检验了巧 个国

家 19 4 家银行的效率变化后发现
,

在施行分业经营制度的国家中其银行的效率

明显低于 1 9 88 年至 19 9 2 年期间的非专业化银行集团
。

eB n s t o n ( 1 9 9 4 ) 的研

究结果也表明
,

在规模经济
、

范围以及 x 效率等方面
,

全能银行要 比专业银

行更有优势
。

但专业银行能够在与全能银行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

那么至少说

明
,

无论那一种银行形式的效率优势
,

都不是压倒性 的
。

因此
,

B er ge
r ,

H a n e o e k 和 H u m p h
r e y ( 1 9 9 3 ) 指出

,

由于同等规模的银行中存在差异
,

因此

每家银行的运行方式要比结构和规模更重要
。

目前在银行效率的测度方法上
,

主要有指标法和生产函数法两大类
。

指标

法
,

是利用各种反映银行经营的财务指标银行规模
、

资产回报率
、

资本回报率

等指标来评价银行效率
。

它的优点是操作简便
,

测度成本低
,

缺点在于难以全

面准确地反映银行效率的相关因素以及改进方向
。

生产函数法又分为参数和非

参数两种方法
。

前者在测度银行效率时
,

需要规定效率前沿函数的具体形式
,

并通过样本银行估算出效率前沿函数中的各个参数
,

其缺点在于在测度银行效

率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模型设定误差 ; 后者在对银行效率进行测度时
,

虽然不必

估算效率前沿函数中的参数及规定函数的具体形式
,

但是它的缺点在于容易因

资料错误或投入产出变量选择不同而有不同的结果
。

鉴于上述分析
,

本文选用 1 9 3 1 年 T h ur st on
e
提出的因子分析方法

。

由于

影响金融机构经营效率的因素很多
,

既有规模等可量化指标
,

也有管理有效性

等非量化指标
,

彼此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关联性
。

选用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尽

可能多地覆盖影响因素
,

又不至于因素太多而使分析过于复杂 ; 另一方面
,

该

方法只需要截面数据
,

所以也弥补了中小金融机构数据披露时间短的缺陷
。

二
、

样本与指标体系选择

因子分析方法的基本 目的是
,

用少数几个因子 lF
、

2F
、

3F … 去描述许多

变量之间的关系
。

被描述的变量 X l
、

X2
、

X .3 二是可以观测 的随机变量
,

即显

在变量
。

而这些因子是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
。

因子分析的思想是将观测变量分

类
,

将相关性较高即联系比较紧密的变量分在同一类中
,

而不同类的变量之间

的相关性则较低
。

那么每一类的变量实际上就代表了一个本质因子
,

或一个基

本结构
。

因子分析就是寻找这种类型的结构
,

或者叫做模型
。

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为光大银行长春分行
、

长春市商业银行
、

吉林市商业

银行
、

城市信用社
、

农村信用社以及吉林省境内的国有大银行共 10 家金融机

构 2 0 0 6 年的截面数据
,

选取的指标为
:



资产利润率 ( Xl )一 (利润总额 /资产平均占有额 )X100 %
。

资产利润

率越高
,

表明银行的资产利用效益越好
,

整个银行赢利能力越强
,

经营管理水

平越高 ;

资本利润率 ( X2 ) 一净利润 /资本总额
。

该指标反映银行全部资金的获利

能力 ;

人均利润 ( X 3) 一利润总额 /职工人数
。

人均利润反映了银行赢利能力 ;

不良贷款率 ( X4 ) 一 (次级类贷款+ 可疑类贷款 + 损失类贷款 ) /各项贷

款 X 100 %
。

不良贷款率反映了银行信用管理的效果 ;

资产流动比率 ( X )S 一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

资产流动比率是衡量银行偿

还短期负债能力的指标 ;

资产增长率 ( X 6) 一 (本期总资产一上年同期总资产 ) / (上年同期总资

产 ) X 10 0%
。

资产增长率反映出银行的成长性 ;

人均存款 ( X 7) 一存款 /职工人数 ;

存贷比率 ( X8 ) ~ 存款 /贷款
。

存贷比反映了资产总额的周转速度
,

周转

越快
,

反映利用效果越好
,

销售能力越强 ;

总贷款比总资产 ( X g) 一贷款 /资产总额
。

该指标反映了银行资产状况
。

相关数据见表 1
。

表 1 2侧场年吉林省不同规模金胜机构经曹效率指标

试试试
资产产 资本本 人均均 不良良 资产流流 资产产 人均均 存贷贷 总贷款款

利利利润率率 利润率率 利润润 贷款率率 动比率率 增长率率 存款款 比率率 比总资产产

((((( % ))) ( % ))) (万元 ))) ( % ))) ( % ))) (写 ))) (万元 ))) ( % ))) ( % )))

光光大银行行 0
.

4 888 11 8
.

6 333 2 2
.

0 333 3 2
.

4 333 3
.

8 777 1
.

333 4 2 8 6
.

1 333 48
.

7888 4 6
.

4 444

长长春分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长长春市市 0
.

9 888 1 1
.

8 222 8
.

4 333 1
.

0 444 2 7
.

5 666 1 1
.

555 7 5 1
.

3 999 7 2
.

222 6 3
.

333

商商业银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吉吉林市市 0
.

9 666 1 6
.

5 111 7
.

9 111 2
.

4 111 5 2
.

6 555 一 5
。

555 7 6 2
.

4 888 5 6
.

8 111 5 7
.

222

商商业银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城城市信信 0
.

5 222 1 5
.

2 555 2
.

1555 5
.

3 555 5 8
.

7 333 一 2 5
.

333 3 6
.

7 777 64
.

1333 5 7
.

2 555

用用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

农农村信信 1
.

1888 2 8
.

1 555 3
.

4 666 1 2
.

4 444 3 8
.

4 666 20
.

2 777 2 5 6
.

0 222 7 0
.

333 6 1
.

5 222

用用社



六 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4 6 9

续表

议议议
资产产 资本本 人均均 不良良 资产流流 资产产 人均均 存贷贷 总贷款款

利利利润率率 利润率率 利润润 贷款率率 动比率率 增长率率 存款款 比率率 比总资产产

(((((% ))) (% ))) (万元 ))) (% ))) (% ))) (% ))) (万元 ))) (% ))) (% )))

建建行行 0
.

3 333 一 7 8
.

6333 2
.

4 555 3
.

0 666 1 0
.

1 888 一 2
.

555 7 13
.

7 777 4 6
.

3 888 5 1
.

444

工工行行 一 0
.

3 777 8 5
.

222 一 2
.

9 333 1 1
.

6 999 9
.

1 444 0
.

5 666 7 6 9
.

7 666 42
.

2 333 4 6
.

666

中中行行 0
.

2333 一 1 1 9
.

4 555 2
.

6444 9
.

2 999 11
.

7 555 1
.

0 222 1 11 5
.

8 555 52
.

3 888 4 8
.

666

农农行行 一 6
.

777 2 3
.

9 111 一 2 6
.

777 5 6
.

555 5
.

7 999 一 0
.

5 999 4 9 1
.

555 63
.

4 777 7 8
.

999

交交行行 0
.

9 111 1 3 7
.

9 222 巧
.

3888 2
.

333 4 4
.

2 777 1 6
.

3 777 16 1 7
.

7 888 5 0
.

3 777 52
.

8 333

注
:

数据来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相关银行的 2 0 06 年年报整理所得
。

三
、

吉林省不同规模金融机构经营效率实证分析

根据表 1数据
,

计算过程借助于 SP SS 软件在计算机上进行操作
。

首先将

各项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

之后建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R 的特

征值及贡献率 (见表 2 )
。

衰 2 相关系数的特征值和贡献率

变变量量 初始因子 F l一 999F 选取主因子 1F ~ 333F

特特特征值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特征值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11111 3
.

4 7 666 3 8
.

6 2 555 3 8
.

62 555 3
.

4 7 666 3 8
.

6 2 555 3 8
.

6 2 555

22222 2
.

3 3 777 2 5
.

9 7 222 6 4
.

5 9 777 2
.

3 3 777 2 5
.

9 7 222 6 4
.

5 9 777

33333 1
。

4 8 444 1 6
.

4 8 444 8 1
.

0 8 111 1
.

4 8444 1 6
.

4 8444 8 1
.

0 8 111

44444 0
.

9 4 777 10
.

5 2 000 9 1
.

6 0 000000000

55555 0
.

5 5 888 6
.

2 0 222 9 7
.

8 0 222222222

66666 0
.

1 1 999 1
.

3 2 666 9 9
.

12 888888888

77777 0
.

0 6 666 0
.

7 3 777 9 9
.

8 6 555555555

88888 0
.

0 1 111 0
.

1 2 444 9 9
.

9 8 999999999

99999 0
.

0 0 111 0
.

0 1 111 10 000000000

由表 2 可知
,

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有三大特征根
,

即 3
.

476
、

2
.

337 和

1
.

4 8 4
,

它们一起解释了银行效率指标标准差的 81
.

0 81 % (累计贡献率 )
。

这

意味着前三个成分显示了原始数据所提供的足够信息 (累计贡献率 > 80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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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
。

同时
,

基于过程内特征根大于 1 的原则 (在这里
,

第三个特征根 1
.

484

系统默认其符合要求 )
,

主因子分析过程相应提取三个主成分量 lF
、

2F
、

3F
。

其次
,

对提取的三个主因子分量 lF
、

2F
、

3F 建立原始因子载荷矩阵
,

然

后对其进行结构调整简化
,

得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矩阵 (见表 3 )
,

由此我们

得到三个主因子模型
:

F I一 0
.

9 11
·

X l + 0
.

2 22
·

X Z+ 0
.

9 3 4
·

X 3一 0
.

7 14
·

X 4 + 0
.

24 7
·

X S+

0
.

127
·

X 6+ 0
.

4 5 3
·

X 7一 0
.

4 22
·

X S一 0
.

86 9
·

X g

F Z= 一 0
.

3 6 0
·

X l 一 0
.

3 5 2
·

X Z一 0
.

0 3 6
·

X 3一 0
.

617
·

X 4+ 0
.

80 0
·

X S一

0
.

1 3 8
·

X 6一 0
.

7 6 8
·

X 7+ 0
.

6 2 0
·

X S+ 0
.

2 6 2
·

X g

F 3 = 0
.

24 1
·

X l + 0
.

6 9 3
·

X Z+ 0
.

2 4 1
·

X 3十 0
.

1 7 5
·

X 4 + 0
.

262
·

X S+

0
.

6 3 7
·

X 6+ 0
.

2 3 2
·

X 7+ 0
.

4 9 8
·

X S十 0
.

3 7 1
·

X g

表 3 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矩阵 主 成分

变量 F l

0
.

9 1 1

0
.

2 2 2

一 0
.

3 60 0
.

2 4 1

一 0
.

3 52 0
.

6 9 3

O
。

9 3 4

一 0
.

7 14

一 0
.

0 3 6 0
.

2 4 1

一 0
.

6 1 7 0
.

17 5

0
.

2 4 7

0
.

12 7

0
.

8 00 0
.

2 6 2

一 0
.

1 38 0
.

6 3 7

0
.

4 5 3

一 0
.

4 2 2

一 0
.

7 68 0
.

2 3 2

0
.

6 20 0
.

4 9 8

一 0
.

8 6 9 0
.

2 6 2 0
.

3 7 1

xlXXgxxxxsxX3467SZ

同时
,

我们可以根据指标值按正交载荷阵中高载荷分为三类
。

由表 3 可

知
,

第一个主因子在 X l
、

X 3
、

X4
、

X g 上有较大的载荷
,

其中 X l 和 X3 是衡

量银行赢利效率的核心指标
,

而 X 4 和 X g 反映了银行资产质量
,

因此 lF 反映

了赢利性和资产管理性 ; 第二个主因子在 X S
、

X 7
、

X S 上有较大的载荷
,

其

中 X S 和 X S 充分反映了银行资产的流动性
,

因此可以称 F Z 为风险因子 ; 第三

个主因子在 X Z
、

X 6上有较大的载荷
,

可以评价银行的潜在发展能力
。

最后
,

我们以各主因子的信息贡献作为权数得出综合因子模型
:

F = 0
.

3 8 6 2 5
·

F l + 0
.

2 5 9 7 2
·

F Z+ 0
.

1 6 4 8 4
·

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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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所示
,

计算得出 10 家样本银行效率的综合得分及排序
:

衰 4 吉林省 10 家不同规模金融机构因子评分及排序

金金融机构构 因子得分分 总得分分

FFFFF lll 排名名 222F 排名名 333F 排名名 FFF 排名名

光光大银行长春分行行 一 0
.

1 93 1 999 999 一 1
.

6 9 1 2 999 999 1
.

5 2 7 3 333 111 一 0
.

2 333 666

长长春市商业银行行 0
.

39 14 777 444 1
.

0 3 6 5 333 222 0
.

4 9 3 7 000 444 0
.

5 111 222

吉吉林市商业银行行 0
.

7 1 3 1 222 222 0
.

4 4 5 0 999 555 一 0
.

3 0 1 7 555 666 0
.

3 111 444

城城市信用社社 0
.

6 2 6 4 000 333 0
.

7 8 7 2 000 333 一 1
.

0 7 0 2444 888 0
.

2 333 555

农农村信用社社 0
.

2 8 6 6 000 555 1
.

2 5 3 3 000 lll 0
.

7 4 9 3 111 333 0
.

5 888 111

建建行行 0
.

1 8 0 7 333 666 一 0
.

8 0 8 3 222 777 一 1
.

2 3 3 1777 l 000 一 0
.

3 999 999

工工 行行 一 0
.

1 5 8 9 555 888 一 1
.

0 0 54 333 888 一 0
.

2 6 53 555 555 一 0
.

3 777 888

中中行行 0
.

1 3 0 4 333 777 一 0
.

7 3 5 9444 1 000 一 1
.

1 4 70 888 999 一 0
.

3777 888

农农 行行 一 2
.

6 9 0 9444 1000 0
.

6 8 52 555 444 一 0
.

0 62 2 555 777 一 0
.

7 999 1 000

交交 行行 0
.

7 1 4 3 444 lll 0
.

0 3 36 111 666 1
.

30 95 111 222 0
.

5 111 222

四
、

实证分析结果

由表 4 可知
,

从整体上看
,

吉林省中小金融机构经营效率的综合得分要好

于国有大银行
,

而国有大银行中只有交通银行经营效率表现不俗
,

这其中主要

是由于国有大银行历史遗留问题比较严重
,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有大银行经过

几年的商业化改革已经初见成效
,

其不良贷款比率有所下降
,

资产质量也有所

提高
。

总体来说吉林省中小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各方面 比较符合市场要求
,

经

营效率要高于国有大银行
。

但是
,

吉林省中小金融机构在经营效率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
,

比

如从 1F 排名来看
,

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在赢利性
、

资产管理方面做得很差
,

资

产利润率较低
,

不良贷款比率更是高达 32
.

43 %
。

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也偏

高
,

人均利润较低 ; 从 2F 排名来看
,

吉林市商业银行和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在

风险控制上都排在中间靠后的位置
,

也就是说其资产周转速度
、

短期负债偿还

能力都有待提高 ; 从 F 3排名来看
,

城市信用社和吉林市商业银行的未来发展

潜力都较小
,

而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发展潜力最高
。

因此
,

我们现在应该针对吉林省中小金融机构最突出的问题给予足够的重

视
。

对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和农村信用社来说
,

降低不良贷款率和提高资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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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务之急 ;吉林市商业银行要努力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城市信用社要重新调

整资产结构
。

五
、

提高吉林省中小金融机构经营效率的途径

由于银行经营效率的评价指标资产利润率
、

人均利润
、

不良贷款率
、

资产

流动比率
、

资产增长率
、

存贷比率
、

总贷款比总资产等是与其法人治理结构
、

内控机制
、

产品创新与服务水平等
“

软性
”

管理因素密切相关的
。

因此
,

我们

提出
,

提高吉林省中小金融机构效率的途径应为
:

(一 )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吉林省中小金融机构应根据 《公司法 》 和 《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

引》 的有关要求
,

建立和完善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议事

制度和决策程序
,

明确股东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和义务的同

时
,

引进先进的公司治理模式
,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

从而达到三个方面的杜

绝
,

即杜绝股东大会
、

董事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
,

无法约束高级经理层的行

为
,

实现
“

三会
”

有机结合
,

充分发挥股东大会权利 ; 杜绝大股东内部操纵
,

架空董事会或高级经理层职权的行为
,

在法律赋予的权限内
,

充分发挥 C EO

的主观经营能动性 ; 杜绝虚假财务报表
、

虚假财务核算
,

实现真实反映资产和

利润
,

审慎提取呆账准备金
,

合理分红等
。

(二 ) 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

加强内部管理

吉林省中小金融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

首先要建立系统的
、

全面的内部

管理机制
,

对现有的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要做一次全面的归集梳理
,

使内控制

度渗透到各项业务管理和操作环节
,

覆盖所有岗位
,

不留空当和死角 ; 其次要

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
,

要积极探索权
、

责
、

利相结合的科学考核机制
,

充分发

挥每个员工的工作潜能
,

最大限度地防范各种风险
。

(三 ) 业务定位于创新
,

突出区域特色

目前
,

吉林省中小金融机构应在保持传统业务主体地位的基础上
,

大力开

拓符合中小金融机构优势特点
、

有现实或潜在赢利空间的中间业务品种
,

如委

托代理业务
、

财务顾问业务
、

评估审核业务
、

基金托管业务等
,

不断扩大中小

金融机构的收人来源
,

培植新的利润增长点
,

增强经营的活力
,

提高在市场中

的竞争力
。

另外
,

吉林省中小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具有显著的
“
本土化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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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

由于对当地的风土人情
、

文化特色
、

生活习俗比较了解
,

容易与服务对象

找到共同语言
,

在业务拓展过程中
,

突出核心业务和特色产品
,

创品牌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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