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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滨海新区(以下简称新区)金融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化和推进，新区银行业尤其是中资

银行业蓬勃发展。竞争激烈。本文通过选取新区中资银行的多个发展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科学、

有效、全面的综合评价体系．对中资银行的发展竞争力进行比较和研究，据此提出改进新区银行业经营

绩效、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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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滨海新区中资银行业发展基本情况

近年来，新区中资银行业扩张加速，层级提升，

产业集聚作用凸显。目前，共有国有银行、政策性银

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29家

中资银行在滨海新区开设各级分支行65个，营业网

点五百余处。其中，地方法人银行1家，一级分行3

家，二级分行17家。截至2013年三季度末，新区中

资金融机构人民币总资产达10407．51亿元，同比增

长26．19％；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406．54亿元，同

比增长18．74％；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5793．14亿

元，同比增长12．24％；实现人民币利润总额145．44

亿元，同比增长18．39％。2013年前三季度，新区实

现金融业增加值242．44亿元，同比增长25．6％。

二、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和数据检验

本文选取因子分析法，对滨海新区29家中资银

行进行综合竞争力的比较和评价。从商业银行的安

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选取了每家银行的资产总额

(X1)、所有者权益总额(x2)、存款总额(x3)、贷款总

额(X4)、营业收入(x5)、净利润(X6)、中间业务收入

(X7)、资本充足率(X8)、资产负债率(X9)、净资产收

益率(X10)、存款增长率(X1 1)、贷款增长率(X12)、

营业收入增长率(X13)、营业网点情况(X14)共14

个指标，旨在构建能够有效评价商业银行发展经营

情况的综合评价体系。所选指标中，资本充足率取

自各银行2012年年报，其他指标的数据时点均为

2013年9月末。在数据处理上，资产负债率为逆向

指标，通过取倒数来进行正向化处理；营业网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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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了各银行在新区的机构层级，地方法人赋予10

分，一级分行5分，二级分行3分，其他网点1分。为

消除原始数据数量级别和量纲的差异，对上述指标

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得到因子分析的14个可测变

量。运用SPSS软件对上述变量进行KMO检验和球

形Bartlett检验，KMO检验值0．628，Bartlett检验

s瞬=0．000<0．05，检验结果较为理想，样本数据适用

于因子分析方法。

(二)模型分析

因子分析是通过用几个潜在的不可测的不相关

变量，如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因素(F1)、流动性因

素(F2)和盈利性因素(r3)，来描述和评价许多个可测

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表1可以看出，运用主成分方法

提取的三个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5．473、3．606、2．261，

符合特征值≥1的约束条件，且方差的累计贡献率达

到了81％，这三个主成分基本综合了原始14个可测

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效果理想(见表1)。

为了使三个主成分更具有实践意义，对初始因

子载荷矩阵采用方差最大化旋转法进行旋转处理，

从表2可见，旋转后的相关系数矩阵呈现出更明显

的两极分化，对原始变量具有更好的解释效果。其

中，成分l中系数权重最大的因子有资产总额

(x1)、存款总额(X3)、贷款总额(X4)、营业收入

(X5)、净利润(X6)、资本充足率(x8)、营业网点情况

(X14)，与各银行的业务规模、资产状况密切相关，

可以将其定义为安全性因素(F1)；成分2中系数权

重最大的因子为所有者权益总额(X2)、中间业务收

入(X7)、资产负债率(X9)，与各银行的业务结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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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总方差解释表

现测 初始特征值 提取半方和载人 旋转平方和载入

变量 合计 方蔗的％ 累计方差％ 合汁 方差的％ 累计方羞％ 合计 方麓的％ 累计方差％

l 6．729 4806l 4806l 6．729 48．06I 48m6I 5473 39094 39m4

2 2．35l 16 794 64 955 2 35l 16．794 64．855 3“ 25 755 64．849

2 260 1614I RO 996 2．260 1614l 80．996 2 26l 16．147 80．996

4 0 873 6 239 97 234

5 0∞ 4610 9l 844

6 0496 3 540 95．384

O 279 99l 97．374

8 016I I．147 98．521

0115 0'820 99 34I

lO 0．046 0 33I 99672

11 0f)25 0182 99 854

12 0016 0．112 99966

13 0．004 0．0∞

0．00l 0 004 100000

债占比等情况关联较大，将其定义为流动性因素

(F2)；成分3中系数权重最大的因子是净资产收益率

(XIO)、存款增长率(X1 1)、贷款增长率(X12)、营业收

入增长率(X13)，与各银行的业务发展速度、资产和收

入增长情况紧密相关，将其定义为盈利性因素(F3)

(见表2)。

(三)各因子得分和总分

根据表3中每个主成分在各个因子上的得分系

数以及各自的方差贡献率，可以计算出每家银行在

安全性因素(F1)、流动性因素(F2)、盈利性因素

(F3)方面的得分，以及综合得分F(见表4)。

三、结论

(一)国有银行的业务规模最大，综合经营绩效

好，发展速度平稳

国有银行由于起步早、规模大，具有明显的强规

模经济性，凭借遥遥领先于其他银行的规模实力和

市场占有率，其经营成本和运营风险得到有效降低，

经营绩效优良。由表1中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可以

看出，主因子F1在综合评价因子中所占权重达

48．27％，致使在F1中排名前四位的四大国有银行在

综合排名中名列前茅。也就是说，四大国有银行凭借

在资产状况、存贷款业务、营业收人和利润以及机构

网点情况方面的绝对优势，在综合评价中占据第2—5

名。同样具有大型国有银行性质的交通银行和邮政

储蓄银行在主因子Fl和综合评价因子F方面的排

名也均在前10名。但国有银行在业务结构和发展速

表2成分矩阵及旋转成分矩阵

IⅥj’ f赶’，一c，m 1“≯4 0，i。Jr

X12

表3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I二 r3

X1 0 188 —0050 ．o．012

X2 一O．【)20 0．260 0．030

X3 0．173 _0012 0．0ll

X4 0．210 —0085 —0．022

X5 0．180 _002l --0014

X6 0204 -0 092 -o．014

X7 —0050 0．283 0．029

X8 0．095 —0068 —0245

X9 ∞084 0288 -0．034

X10 0．(碍6 —0．296 0．038

XIl 0．003 —0．020 0．356

X12 0．(】09 0018 0．359

X13 0．039 -0．051 0．339

X14 0129 0032 0．078

度方面的排名偏中后，反映出国有银行的存贷款增

速、总资产增速以及收入增速不高，市场占有率有所

下降。此外，国有银行在中间业务和所有者权益方面

的表现较地方性法人银行也有一定的差距。

(二)地方性银行地域优势明显，综合评价结果

优良

地方性银行尤其是地方法人银行的地域优势明

显，在综合评价体系的各个方面均有优良的表现。滨

海农村商业银行是新区唯一一家地方性法人银行，

是一家定位针对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城镇居民和

农户的社区型零售银行，地域优势和总部优势明显，

在所选的14个评价指标中，除资产充足率和净资产

收益率外，其他指标均处于领先水平。在综合评价体

系的各主因子得分中，分别排在第6位、第l位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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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新区各家银行发展经营情况的因子得分及排名
Fl F2 173 F

{孽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5t" 排名 综合分 摊名

农业发展银行

I：商银行 2699 -0472 26 -0 263 89113 2

农qk银行 774 0012 -0042 68．963

中回锥行 2 222 ∞54' 27 _(I 3'72 24 ∞47q

建设银行 2139 —0 628 28 —0175 19 64605 4

变通银行 0 219 0130 —0 319 2l 6．758 q

巾信银行 -0 323 16 -4)847 25 —20625 23

光大银行 一0 554 -0 034 10 —0100 —24137

华夏银行 -0646 21 0 529 7 —21184 18

拥商银行 13 一13 238

兴业银行 2l -0 250 24 23 —38010 24

民生银行 -0 725 8 0 276 ll 一23 592

渤海银行 一n184 13 0”1 10 —4170 12

浙商银行 -12 70I 25 _0 205 22 _0 374 22 —39 73l

平安银行 -0 S3l 棚23l 23 0545 —171199

浦东发展银{j 一0 020 —0155 19 0 218 12 一l 229 ll

广东发展银行 -0 46I —1172 29 507 —23．889 20

天津银行 0 770 lI _00，6 28 532

北京银行 一0434 0053 5 0104 一1393l

大连银行 -0 55l 18 25 0908 一17 425 15

8位，在综合因子得分中排名新区第一。天津农商银

行也是一家定位专注于三农和中小企业的社区型零

售银行，地域优势明显，发展速度较快，其主要经营

指标增速在新区遥遥领先，在上述评价体系中表现

为该行在反映存款增速、贷款增速、营业收入增速等

业务扩张和发展能力的主因子F3方面排名第一，

在综合评价因子F方面排名第6位。此外，天津银

行、渤海银行也能够有效发挥地方银行优势，在各项

因子得分中排名靠前，在综合评价因子得分中分别

排在第7和第12位。

(三)中小型银行业务规模较小，但盈利和业务

增长方面具有优势

中小型银行由于缺乏国有银行的规模效应，业务

规模和网点规模难以达到国有银行的水平，但在盈利

能力和业务发展速度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中小型银

行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高出国有大型银行，尤其广东

发展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在新区遥遥领先，具有绝对

优势。股份制银行的存款增速明显高于国有银行，尤

其是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平安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中的大连银行、北京银行、威海银行的

存款增速也远高于国有银行。中小型银行的平均贷款

增速和营业收入增速虽低于国有银行，但部分中小银

行的增速远高于国有银行，如华夏银行、大连银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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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滨银行等。此外，虽然中小银行的平均中间业务收

入占比不高，但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广东发展银行、

大连银行的中间业务收人占比高出国有银行平均水

平。综合来看，股份制银行在主因子F2、F3方面的平

均得分均高于大型国有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主因子

F2方面的得分也高于大型国有银行。

四、政策建议

(一)国有银行应适当放宽在新区市场的业务经

营权限

国有银行业务创新的研发和推广主要集中在总

行级别，在新区机构层级不高，业务创新能力有限，

业务发展不够灵活多元。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

有银行在新区的业务发展和市场拓展。建议适当放

宽在新区的业务经营权限，提高综合经营能力，加大

各项创新业务在新区的开展和推广，正确处理国有

银行内部分支机构间在新区的合作竞争关系，充分

发挥好其规模经济效应。另外，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源

的培养和激励制度，造就一批与国际接轨的金融人

才，并建立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激励制度。

(二)地方性银行应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谨防系

统性风险

地方性银行综合经营效果良好，但潜在风险不

容忽视。应切实做好流动|生风险管理和监测，继续通
过发行资本债券等手段提高资产充足率，加大金融

产品的创新力度，通过多样化的金融支持手段提高

自身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产品、制度、技术和营销的

持续创新，加大对地方性重点企业和新区支柱产业、

特色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员工的专业化培训，全

面提高综合素质，发挥地方银行的层级优势，全面培

育和提升地方银行的综合竞争力。

(三)中小型银行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扩大自

身规模

中小型银行应该继续优化业务结构和资产负债

结构、积极拓展新兴业务，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在保

持自身原有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自身规模，提高

综合竞争力。同时，要降低经营风险，全面提升风险

管理水平，健全风险防控责任制，丰富风险防控手

段，创新风险管理技术，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开展业

务创新。要提高投资收益以及中间业务收入在总收

入中所占比重，并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尽快建立起

均衡、协调、可持续的业务发展模式。

(责任编辑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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