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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揽储难重压中小银行

酝酿 20 余年的存款保险制

度近日终于“破茧”。 存款保险制

度的推出， 将成为我国金融市场

化改革的关键一环。

但同时， 这也意味着政府不

再对银行进行信用背书， 银行受

宠的日子将正式终结。专家指出，

未来银行业的竞争整合必然加

速， 市场力量将决定商业银行的

生死存亡， 而中小银行亏损破产

样本将会不断增加。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 存款保险制度出台的消

息加之不久前央行的降息， 让本

就深陷经营困局的中小银行进一

步承压。

本报记者 王莹 陈青松

实习记者 李致鸿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

后，激起社会广泛热议。 其中银行破产再次被重点提及。

那么，国外存款保险制度情况如何？ 国外银行破产情况

又如何？ 为何我国鲜有银行破产？

美国开创世界存款保险制度先河

作为与银行破产紧密相连的存款保险制度， 已经有 80

年的历史。

美国自 1829 年开始逐步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20 世

纪 30 年代美国为了挽救在经济大萧条冲击下已濒临崩溃的

银行体系，在 1933 年通过《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联邦

存款保险公司（FDIC）作为一家为银行存款保险的政府机构

于 1933 年成立并于 1934 年开始实行存款保险，以避免挤兑

和保障银行体系的稳定， 开启了世界上存款保险制度的先

河。

作为现代金融体系中运作历史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商

业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在随后的数十

年中不断完善和探索，在保障存款人经济利益、维护商业银

行金融体系稳定以及金融监管检查和金融风险控制和预警

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美国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了

更加严苛的完善：赔偿额由原定的 10 万美元提高到 25 万美

元。

而在德国，存款保险组织机构是非官方存款保险模式的

典型，以银行业协会为载体，由国内商业银行体系、储蓄银行

体系与合作银行体系三大银行集团根据各自的需要建立了

三个独立存款保险基金：即商业银行存款担保基金、储蓄银

行保障基金和信用合作保障基金。德国的存款保险机构完全

依赖行业自律和市场约束进行运作，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成

员银行缴纳的保费、特别保费与借款。

此外，由于存款保险制度与国家的经济、金融环境等因

素相联系，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都存在差异。 从

赔付额度角度来看，墨西哥、土耳其为 100%存款全额赔付；

智利、瑞士和英国承保部分存款损失。

目前， 全球共有 112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

度。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 24 个成员中，除南非、沙特阿

拉伯和中国外，已有 21 个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

国外银行破产并非新鲜事

放眼国外，银行破产并非稀罕事。

以美国为例， 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 美国总计有

9000 多家银行倒闭，存款人损失约 14 亿美元。 从 1986 年到

1991 年，几乎每年倒闭 200 多家中小银行。 2010 年美国年度

破产银行数量达到 157 家。自 2008 年年初以来，美国已经有

共计 445 家银行破产倒闭。 仅 2008 年至 2011 年，银行的破

产倒闭就耗去联邦存款保险基金大约 880 亿美元成本。

据统计，1934 年至 2014 年， 美国平均每年破产的银行

在 50 家左右。

在英国，近年影响最大的一起银行破产案，无疑是巴林

银行的倒闭。

巴林银行成立于 1763 年， 鼎盛时期其规模可以与整个

英国银行体系相匹敌。 其核心资本在全球 1000 家大银行中

排名第 489 位。 1995 年 3 月，巴林银行倒闭，以 1 英镑的象

征性价格被荷兰国际集团收购。

而最近的一起西方国家银行破产案发生在今年 10 月，

葡萄牙最大上市银行圣灵银行申请破产。

中国自 1998年后再无银行破产

多位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分析，此次存款

保险制度出台，有着为未来银行破产法规铺垫的深意。

而此前， 虽然我国早在 1998 年就产生了首例银行破产

案。 不过，此后再无发生过银行破产案。

谈及其中的原因，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需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是中国的

银行有能力避免系统性危机，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导致了银

行破产的可能性较小，若真有一场危机，也并非金融、银行因

素导致。 二是目前国内银行的债务状况比上世纪好很多。 ”

而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看来，国内

银行之所以不破产，主要有两大矛盾没有解决。

李锦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分析，“一是我国银行主要

是国有资产，属于两元结构，政企没有分开。 二是当前我国

经济还是以金融为中心，与国家经济安全紧密相关。 银行

影响着政府和企业，银行一旦破产，整个社会将不稳定。 从

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目前银行破产还不是很

成熟。 ”

民生银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国和美国相比差别较大，中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和

完善，目前还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实行银行破产。

还有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建设和完善市场

经济体系，商业银行理论上可以破产。 但《企业破产法》中对

金融机构的破产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法》、

《商业银行法》等虽然作了相关规定，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

系统化的银行破产法律制度， 而且这些规定大都缺乏操作

性。

国内银行

为何鲜有破产？

存保制度背后的中小银行危局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事实上，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不

良贷的高企已让不少中小银行正陷

入尴尬。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银

行的不良贷款率打破了自 2011 年以

来低于 1%的历史后， 不良贷款余额

便逐级攀升， 资产质量风险持续暴

露。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国内银行不

良贷款余额 7669亿元，较上季末增加

725亿元。

江苏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

2013 年年报显示，截至去年末营业利

润为 -49.31万元，归属于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为 -162.56 万

元。 资本充足率降至 -4.56%，而导致

该银行经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

不良贷款的大面积爆发，其不良率高

达 26.76%。

“宏观经济下行， 部分贷款企业

停产、停业；部分企业内部管理混乱，

经营责任不明确， 导致无法正常运

营；加上有的行业经济不景气，导致

整个产业链出现问题。 ”连云港东方

农商行内部人士如是透露。

而在首创财富高级投资经理张馨

看来，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中小银行

客户资源的局限性导致了较高的不良

率产生，加上自身较弱的抗风险能力，

正面临转型难，陷入生存危机。

“中小银行很难像大银行那样把

风控做得那么好，左手要有与比大银

行更丰富的产品，右手要在有限的条

件下最小化资金风险， 经营难度很

大。 ”浙江一家农商行内部人士刘坤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某股份制银行浙江一家分行中

层领导李勇更是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感叹：“以前，我们分行一年的净利

润就能达到几个亿，而现在一年的亏

损就得把前面几年的利润全都搭进

去。 ”

李勇对《中国企业报》记者坦言，

“江浙一带民间经济较为活跃， 中小

微企业较多，银行向这些企业放贷既

是高收益也是高风险，跑路的企业大

有人在，各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是

居高不下。 我们受降息和存款保险制

度的影响相较于其他地区可能会更

大。 ”

珠三角一家农信社的内部人士

更是对《中国企业报》记者直言，“农

信社本身实力就较弱，接触的多是小

微、三农企业，不仅揽不到储，不良贷

款率也是高得惊人。 一旦存款保险制

度落地， 农信社恐怕会最先受到冲

击。 ”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小银行过

度依赖同业业务也导致了其经营风

险的增加。

“央行投放的资金通过国有大行

流向中小银行，在利润驱使下，这些

中小银行一般通过与信托合作，用资

金错配的方式把短期拆借来的资金

投入收益率更高的长期项目上，比如

受到监管严控的房地产信托，比如票

据等。 ”张馨表示。

张馨认为，房地产行业趋冷带来

的部分地区小开发商还贷困难，加之

部分地区弃房断贷以及产业链熊市

带来的煤炭钢铁等行业倒闭给银行

带来的风险，多方面的因素可能会导

致中小银行的坏账率呈上升趋势。

在西北某城商行工作即将满两

年的小郭正酝酿着辞职， 而直接原

因就是揽储压力。 小郭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坦言，降息和存款保险制度

将使他们长期揽储的压力进一步增

加。

“《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

发布之后， 存款搬家的态势比较明

显，不仅咨询的客户大有人在，执意

转出的客户也已出现。 我们银行为了

防止存款流失，竟然准备提高我们的

揽储指标，现在我晚上睡觉都会梦到

因揽储失利而受到领导批评的情

景。 ”小郭表示。

小郭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

“在银行工作令不少人羡慕， 但我们

自己知道实际有多苦。 现在银行的不

良贷款率高企、揽储压力增加、业务

转型缓慢， 不仅是一线员工压力大，

各级领导压力也大。 ”

而西南一家城商行的工作人员

也正在为揽储而发愁。该工作人员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几天，刚刚

从自己手里流失了一笔存款。

“这次他执意转出的原因， 是担

心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发布后，银行尤

其中小银行的不稳定性会加大，而超

过 50 万元限额的部分又无法得到偿

付。 ”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经

过沟通，最终客户碍于情面留下一部

分存款，将另一部分存款转到大型银

行，但他“担心以后这样的事情会更

加频繁”。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滑冬玲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中

小银行不及大型银行资金雄厚、品牌

度高、网点密集，降息和存款保险制

度会加剧银行业的竞争，中小银行的

揽储压力自然会增加。 ”

而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

也表示， 在存款利率放开后， 由于

竞争以及产品创新处于劣势， 部分

中小金融机构可能会出现经营困

难。

此外，存款保险的费率问题也引

发一些银行的不满。 民生银行相关人

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按照费

率差别定价，中小银行存款保险费率

要比大银行存款保险费率高，这对资

金实力本就处于弱势的中小企业造

成更大压力。

不良贷加剧生存危机

民生证券分析师李奇霖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表示，“降息和存款保险制

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中小银行的生

存压力。中小银行为了避免降息对存款

的冲击，已经采取了上浮存款利率的办

法，但这样一来，中小银行的存贷款利

差就会缩小，而原本高企的负债压力也

会随之增大；存款保险制度会加快存款

从中小银行向大型银行和资本市场

转移的速度， 因而使得银行的揽储压

力和负债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

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认

为， 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从短期来

看，对银行的流动性影响有限，但未

来银行业的竞争整合必然加速，市场

力量将决定商业银行的生死存亡。

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存款保险制

度被市场热议的同时，早已开始酝酿

的银行破产条例再次被聚焦。 有市场

分析人士表示，在当前信用环境仍在

恶化的条件下，未来有银行出现破产

清算将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早在

去年年底，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就表

示正酝酿加快推出银行破产条例。 阎

庆民称，未来要让市场说话、让资本

说话， 如果商业银行最后资不抵债，

就会退出。

民生银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分

析称，“存款保险制度出台后，接下来

是利率市场化，紧接着就会是银行破

产条例出台。 ”

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表示，存款保险制度出台

对银行破产条例出台意义重大，信号

很明显，“这说明国家已经意识到，一

旦遇到大的金融危机，银行就会发生

破产潮，出台破产条例是为了规避经

济整体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防止因

银行破产带来的大的危机”。

刘坤表示， 从国外经验来看，利

率市场化过程中，中小银行倒下的很

多，在中国也可能是这样。 中小银行

没有定价权，只能在大银行给存款客

户利率的基础上加一些。

“中小行的资金成本相对于大行

更高一些， 投资项目也争不过大银

行，很多贷款投向了无抵押贷款和中

小企业贷款这种利润比较高，风险也

较高的业务上。 未来或将出现更多的

亏损样本。 ”刘坤称。

不过，独立财经评论人皮海洲对

《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在实行存

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银行业的破产

被推向了前台，不排除个别经营不善

的银行破产。 但从银行业的长远发展

来看，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银行业的

健康发展与规范发展。 ”

对此，零售银行观察者、中国人

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董希淼建议，“中小银行应逐步实现

业务结构综合化， 更多发展财富管

理、交易金融、投资银行等非信贷业

务；要实现客户结构均衡化，在巩固

原有客户群体的同时不断提高小微

企业客户和个人中高端客户比例；收

入结构做到多元化，大幅度提高真实

的中间业务收入比重。 ”

银行亏损破产现象将骤增

业内人士指出，中小行的资金成本相对于大行更高一些，投资项目也争不过大银行，很多贷

款投向了无抵押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等利润较高风险也较高的业务上。未来或将出现更多

的亏损样本。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