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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这本专著 ,立刻被它的封面标题所吸引。对外开放后 ,外资银行业的进入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现代

金融的勃勃生机。但由于银行业在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中敏感的特殊地位 ,中国银行业是对外开放过度还

是抑制过度 ? 在提高本国银行业效率的同时 ,是否也存在控制权被蚕食和较大的国家安全隐患 ? 我国社会

各界对这些问题普遍关心并存在较大争议。就在这些争议未果之时 ,中国银行业自身开始走向国外 ,除了欧

美外 ,在非洲、东南亚、阿拉伯国家也投资设立银行。国外舆论对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发展表现出极大的敏感 ,

特别是欧美国家的负面评价 ,引起相关东道国的怀疑和猜忌。面对这些备受国内外社会各界热议的课题 ,由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宪教授和赵征合著、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年 9月出版的《开放条件下中国银行

业的控制力与国家金融安全 》一书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读罢此书 ,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 ,作者构造了一个新颖而严谨的分析架构。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 ,各

部分的内容相对独立且丰满 ,在逻辑上又自然相连 ,使得全书紧扣主题 ,对现实中相关问题的理论分析深刻 ,

让人有一口气读完为快之感。
本书的内容概括为以下五大部分 :

第一部分明确提出了该专著所研究和回答的问题。2001年 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 TO ) ,

中国政府签署了 W TO多边贸易协定。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 ,其宗旨是使我国在承担与自身状况基本相符

的义务和责任的前提下 ,希望平等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争取较为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然而 ,中国既是一个

摆脱百年屈辱 ,逐步实现经济振兴的大国 ,同时它还是一个与西方世界主流意识和价值体系迥然不同的大

国。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 ,必然要开放金融业和银行业。国内社会各界担忧和关切的核心问题是 :如果从
大国战略利益的思维和判断标准审视 ,我国签署的银行业开放协议和实施进程是否守住了作为一个特殊大

国的基本战略利益 ? 有无可能危及中国银行业控制力和国家金融安全 ? 作者在这一部分解读了我国所签署
协议对外资银行开放的基本内容和底线 ,描述了我国对外资开放的进程和外资银行进入后的各阶段的状态 ,

在此基础上 ,重点讨论了国内社会各界对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和监管当局现行政策的担忧。比如“生存威胁

论 ”、“国有资产贱卖论 ”、“经济实体影响论 ”、“银行业控制力丧失论 ”和“国家金融安全论 ”等。该专著的这
种开篇 ,自然会使得读者对全书燃起很高的兴趣。

第二部分提出了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动机与效应的总体分析框架。作者基于分析问题的逻辑
和研究路径是 ,首先系统梳理国际学术界对外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根本动机的相关研究 ,然后考察外资银

行的行为及其对东道国的影响 ,最后回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来。作者的研究发现 ,随着全球化和新兴

经济体的崛起 ,“市场寻求 ”逐渐演变为外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主导动机。在诠释外资银行进入的根本

动机之后 ,该研究探讨了外资银行动机逐步释放的动态过程和扩张路径 ,它可以被划分为初期的“根基培

育 ”和后期的“加速渗透 ”两个阶段。为了严谨和清晰地描述跨国银行在根本动机引导下的战略扩张对新兴

市场国家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作者极有创意地提出了 OL I - FL综合分析框架 ,用于考察跨国银行对新兴
市场 FD I的动机与效应之间的复杂关系。该分析框架认为 ,跨国银行 FD I的区域分布是由供给和需求两方

面因素共同决定的 ,从跨国银行的角度看 ,其扩张行为相当于跨国银行 FD I的“供给 ”,折衷理论 (OL I范式 )

对此提出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思路 ;从东道国的角度看 ,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银行市场的政策是对跨国银行
FD I的“需求 ”,其理论基础是金融自由化理论 ( FL理论 )。而过去的研究通常是将二者分别作为独立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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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分析。在 OL I - FL分析架构下 ,作者的研究指出 ,一方面 ,东道国的金融改革和深化影响着跨国银行的
进入时机和扩张路径 ,另一方面 ,跨国银行通过市场竞争、技术溢出和制度示范等渠道对东道国金融改革绩
效与金融安全产生影响。因此 ,对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影响的评判是综合性的 ,可归纳为金融稳定、金融效
率和金融主权三个维度的影响 ,其综合性效应可正可负 ,因此不能简单静态地给出结论 ,关键要结合考察外
资银行进入时东道国的背景条件 ,并采取动态的观察视角。我对这种分析视角和体系的评价颇高 ,因为它不
仅可以用来客观判断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的综合效果 ,还可以客观解答外国对中国银行业走出去战略的质
疑。

第三部分阐述了新兴市场国家开放银行业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作者在定义“广义国家金融安全 ”
的基础上 ,从四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金融安全的影响 :第一 ,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
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作为追求盈利性的市场主体 ,外资银行在风险环境中的基本决策
准则与国内银行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不过 ,当东道国或母国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 ,外资银行将会根据自身风
险承担力、母国风险状况及利润空间、市场退出的声誉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权衡 ,对投资布局和业务规模进
行灵活调整。因此 ,在不同背景条件下 ,它们对东道国金融稳定的总体净效应表现出差异性。当东道国市场
规则健全度较差、国内银行竞争力较弱、国家金融风险较高时 ,正效应会大于负效应。反之亦然。第二 ,在外
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银行体系的运行效率方面 ,作者指出 ,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运行效率将产
生“竞争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 ”和“制度学习效应 ”。基于对相关实证分析结果的归纳总结 ,该研究得出以
下结论 : (1)竞争能否对效率产生影响取决于“挑战力度 ”。外资银行进入在短期内可能降低国内银行的利
润 ,但是从长远来看 ,国内银行的效率和盈利能力在竞争影响下会日渐上升。 (2)外资银行“技术溢出 ”的实
际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最终净效应可能为正 ,亦可能为负 ,它取决于国内银行的技术升级成本和效
率产生的时滞、中资与外资银行竞争力的差距、东道国银行业市场容量等。 ( 3)外资银行进入激发的“制度
学习 ”效应需要一定的基础与条件 ,“制度学习 ”的预期效果主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银行监管环境和市场
规则建设的前期基础 ,该基础越好 ,所形成的“制度学习 ”的吸收能力就越强。第三 ,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
的金融主权和国家战略利益。在金融部门 ,国家主权表现为一国对其内部以及国际货币金融事务拥有独立
自主的决策权和控制权 ,由于银行体系具有“公共性 ”和“外部性 ”的特性 ,其对外开放对国家金融主权乃至
经济安全的影响备受各界瞩目。外资银行进入后 ,除了对东道国金融体系稳定性和金融效率产生显性影响
之外 ,还可能通过对东道国资源配置与经济利益分配主导权的影响进而对国家安全产生潜在影响。在这一
部分的研究中 ,作者运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 ,对金融主权、国家利益进行界定 ,并深入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对
东道国金融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潜在影响渠道和产生实质威胁的条件。

第四部分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的竞争策略与银行业控制力进行了较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作者针对国
内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外资银行进入后可能导致的潜在问题 ,分别从三个角度进行了研究 :第一个角度 ,从
静态角度分析了中国银行业的控制力现状和外资银行的竞争态势。第二个角度 ,尝试从表象和内生性变化
的动态角度考察中国银行业控制力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动态分析方法中 ,以黄宪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构
建了以 X效率为核心动态测度银行竞争力的三层次分析范式。据我所知 ,这是在国内首次运用 DEA三阶段
方法 ,测算了我国银行的 X效率 ,分析了外资进入后中资银行竞争力和中国银行业控制力的变化。第三个
角度 ,从大国战略利益博弈的角度 ,考察了中外资银行竞争对银行业控制力格局以及国家金融安全可能产生
的影响。作者在研究中引进了“大国战略利益 ”的元素 ,结合博弈思维 ,对金融案例和非金融行业的相关案
例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所得出的结论现实意义很强。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 ,作者系统地分析和提炼了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 (或地区 )银行业
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路径和模式。

作为概括性总结 ,我认为黄宪教授等在三年研究沉淀基础上形成的这本专著 ,在以下方面值得高度肯
定 :

1. 本书作者在广泛对比和借鉴“国家安全 ”概念的基础上 ,将国家金融安全界定为金融体系稳定、富有
效率、金融主权与战略利益得到保障的综合状态 ,以及维持这一状态的能力。基于这一定义 ,作者提出了评
价外资银行进入后在金融稳定、效率和主权三个维度上对金融安全产生影响的多元标准。这种分析框架使
得我们在解读和分析外资银行“走进来 ”和我国银行“走出去 ”经济效应和主权利益的评判上更加客观和完
整 ,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得到证明。

2. 作者创造性地采用了融合“折衷理论 ”范式和“金融自由化 ”理论的研究视角 ,将外资银行对 FD I的
“供给 ”和东道国对外资银行 FD I的“需求 ”纳入一个统一互动的分析框架 ,考察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 ,外资
银行对国家金融的综合净影响。作者发现 ,在诸多背景因素中 ,国内银行的相对竞争力是最关键的因素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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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效率是决定竞争力的主导因素 ,进而影响着银行业的行业控制力 ,从而使外资银行对金融安全的实际
影响产生差异。由此 ,作者将银行业效率和竞争力的微观分析、行业控制力的中观分析与开放条件下国家金

融安全的宏观分析巧妙地衔接起来 ,整个逻辑体系推导严谨 ,浑然一体 ,庞而不散。
3.本书所采用的规范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先进的计量分析技术 ,也使这部著作的份量颇为厚重。比如 ,在

对国家金融安全三个维度的具体分析中 ,虽然众多研究者前期进行了大量案例考察和数据分析 ,但对于不同
时期和不同地区得出的实证结果往往是混杂的 ,甚至彼此矛盾 ,本书作者以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支

点 ,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提炼出外资银行对东道国施加影响的各种背景因素 ,充分解释了实证结果产生差异
的根源 ,并总结出不同背景条件下外资银行对金融稳定性、效率和主权的边际效应的变化规律。另外 ,以黄

宪教授为核心的团队在这项研究中所体现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敬佩。在对中国银行业控制力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的测评中 ,作者构建了以 X效率为核心、动态测度银行竞争力的三层次分析范式 ,运用精度较高但难

度很大的 DEA三阶段方法 ,测算了国内银行 X效率的动态变化 ,据此分析外资进入后中资银行竞争力的动
态变化。这部分研究的难度是一个方面 ,但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研究中求实的韧劲 ,正如该书后记中所描述

的 ,这项研究失败了 11次 ,他们仍以科学的态度坚持 ,直到第 12次。读后颇有些感动 ,这在目前环境下确实
难能可贵。

4. 严密的分析框架和规范的论证为本书的政策建议的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作为一项理论研究 ,

作者没有给出非常具体的政策实施措施 ,而是以对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 (或地区 )的动机与效应分析
为基础 ,借鉴代表性国家 (或地区 )银行业开放的模式和经验 ,提出了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策略安排的基本

准则 ,并以对中国银行业效率、竞争力以及银行业控制力的现实分析和趋势预测为依据 ,提出了我国银行业
开放政策的阶段性动态调整方案。这种政策建议方式符合理论研究的特点 ,它旨在对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

分析思路和具有前瞻性的原则建议。
综合而论 ,该书体系宏大 ,论证周密 ,见解深刻 ,精巧的理论框架辅之以翔实的数据分析 ,是这一研究领

域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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