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凯生：商业银行面临的主

要挑战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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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杨凯生 

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2022 年会于近日在京举行。本次年会以“经

济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主题，广泛邀请政府与监管部

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及业界领袖展开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分享真知灼见，

展望前沿趋势，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并做好开局之年经济金融

相关工作建言献策。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

行长、CWM50 顾问委员杨凯生出席年会并作主旨发言。 

 

杨凯生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金融发展之路”的会议主题，做

出如下判断：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对我国商业银行提出了新的要

求；二是高质量发展是商业银行自身经营发展的目标之一；三是新产业、

新动能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今，商业银行存在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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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服务体系、银行自身的体系结构和实体经济越来越多层次、多元化的需

求不匹配的问题，新兴产业发展特点和商业银行传统信贷的管理审批模式

不匹配，银行信贷资金的供给能力和实体经济的需求量也不匹配。对此，

杨凯生建议，引导银行业建立差异化服务格局，促进区域性银行回归本原，

优化商业银行的外部生态环境。杨凯生指出，资本补充工具质量不高，以

及资本补充工具被银行金融机构投资者互相持有的现状不利于防范化解系

统性风险。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本在于加快信贷资产证券化，有效节约银行

在信贷投放中的资本占用，增强银行信贷投放能力。这也有助于推动多层

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结构的优化。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对我国商业银行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首要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二十

大做出了五个方面的战略部署，都与金融工作直接相关：例如，构建高水

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等等。所谓构建高水

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

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报告对国资国企改革、民营企业

的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营商环境的优化等提出了要求。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报告阐述得比较具体，比如要求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

体经济上，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等，提出要加速构建新一代增长引擎的信息技术 AI、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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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现代服务业要更加优质、

更加高效。我理解，二十大报告里所提出的这些战略性部署的下一步的落

实，一方面是对商业银行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要求、交代了任务，

另一方面也是为我国银行业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条件。 

二、我国商业银行要把服务高质量发展看作是自身经营发展的一个目

标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

模式正在进一步加快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都在快速发展。说到这一点，还不是简单定性的判断，有

数据可以明显地说明：2022 年 1~11 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了 4.2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包括高技

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9.9%，比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速高了 14.6 个百分点。 

在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中，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服务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既是中国商业银行自身的责任和业务，也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

展转型的重要途径。商业银行只有聚焦了主责主业，才能够更好地做强做

优，只有全面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率和水平，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

循环的健康发展中，才能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发展道路。我觉得

这并不仅是道义和口号性的要求，其中有很多实在的内容需要我们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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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落实。 

三、新产业、新动能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和传统的重资产企业、行业相比，以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主体具有四个特点：一是资产运营更趋

轻型化，过去重资产企业一般具有庞大的有形资产，而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型的企业，会运用更多人力资本，一些服务型行业也都具有轻资产的

特点；二是生产方式更趋个性化，过去传统重资产企业讲究大批量、标准

化生产，讲究规模经济的要求，而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往往采用以互联

网为基础的智能化、个性化的定制方式；三是组织方式更趋小型化，传统

的重资产企业生产方式属于大规模的集中生产，包括全球化分工，而专精

特新的企业和服务型企业则更多是以中型、小微企业为主，组织方式呈现

小型化、专业化或者扁平化的特征；四是技术运用更趋网络化，随着服务

一体化进程加快和信息技术的逐步成熟，互联网+金融、供应链+金融、生

态+金融、产业+金融等模式不断涌现，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

成为一边连接生产端，一边连接消费端的中央处理器，并在更高维度上打

通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壁垒，整合了不同产业的格局。 

新兴产业和高技术服务业这四个方面的特点，给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

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这些新要求对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和下一步的

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四、商业银行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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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持续提升自身的专业性，在支持经济高质量

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 2022 年三季度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超

过 216 万亿，其中企业贷款余额超过 137 万亿，占比达到 63%，中国银

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包括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同时，商业银行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

特别是在支持新产业、新动能成长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 

一是银行服务体系和自身架构与实体经济越来越多层次、多元化的需

求不够匹配。银行组织体系除了大中型银行外，近年中小银行的数量增加

不少，但是金融机构的区域性结构还是不尽合理，不少区域性的金融机构

过度追求跨区域发展，本来寄希望于通过发展中小银行来解决对金融供给

和金融需求错配、一些地方金融服务短缺的问题，但实际效果不尽理想。

同时，在这些小银行规模迅速扩张中，全面风险管理又没有能够及时跟上，

所以就酿成了一些区域性、地方性的问题，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

源在地区间分配的不平衡。从业务定位看，我国各类商业银行存在的一个

问题是缺乏明显的差异化业务，业务经营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大型、特

大型、中型乃至小型商业银行，都拥有多元化的业务范围，从本币业务到

外币业务，从零售业务到公司业务，从各类代理业务到自营业务等等。而

从国际情况来看，即使像花旗、摩根大通这种全能型的国际化银行之间也

有明显的经营差异，服务的特长、主要的业务种类是存在差异的。从客户

定位而言，我国各类商业银行都主要习惯于服务公司大客户和个人高端客

户，客户类型的趋同既导致银行间的非理性竞争，削弱了银行的风险管控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