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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基于动态ＧＭＭ模型的实证分析

许　南，谢新非

（湖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６）

［摘　要］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商业银行为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也朝多元化经营方向发
展。为探求利率市场化及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变化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程度，选取我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６８家商业银行的非平
衡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绩效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且城市

商业银行受到的负面冲击最为明显，但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改变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明显，风险控制与管理水平是商

业银行经营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商业银行应推动金融创新，走符合自身的差异化发展道路，积极拓展除佣金和手续费以

外的非利息业务收入，紧密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以有效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收入结构；经营绩效；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０．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５６－０７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
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ＭＭ Ｍｏｄｅｌ

ＸＵＮａｎ，ＸＩＥＸｉｎｆ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ｕ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ｒｏｕｇｈｔ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ａｎｔｉｍｅ，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ｏｒｄｅｒｔｏａｄｊｕｓｔ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ｔｏ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ｏｎｔｈｅｉ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ｏｆ６８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ｅａｒ２００６ｔｏ２０１５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ｉ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ｔｈ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ｉ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ｉｓ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ａｒｅ
ｔｈｅｔｗ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
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ｓｈｏｕｌ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ｔｈ，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ｘ
ｐａｎｄ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ｃｏｍｅｂｅｓｉｄｅ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ｅ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ｄａｔａｓｏａ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

６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２７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一般项目“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基于利率市

场化视角”（１６Ｃ１００５）
作者简介：许　南（１９７５－），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贸易与金融、商业银行跨

国经营管理；谢新非（１９９４－），男，湖南永州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贸易与金融。



许　南，谢新非：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动态ＧＭＭ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各项金融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我国金融
市场朝着透明、自由的方向不断改进，利率市场化

作为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必经之路，是我国近年

来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以１９９６年中国人民银行
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改革开端，我国利率市

场化改革一直遵循“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

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渐进式改革思

路，稳步走过了２０年的路程。存款保险制度的出
台和存贷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预示着我国利率市

场化改革已然进入尾声阶段。

利率市场化改革给予了商业银行自主定价的

权力，让市场供求来决定资金的价格。从理论层面

上而言，利率市场化主要从正反两个方面作用于商

业银行：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加剧了商业银行之间

的竞争，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存贷利差的缩窄，利率

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加大也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

成本，对商业银行的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

利率市场化通过储蓄效应、渠道效应和收入效应来

深化金融市场功能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倒逼商业

银行进行业务创新，提高经营效率，对商业银行的

绩效产生正面影响。目前，处于新常态经济下的商

业银行正在告别过去的高速利润增长期。根据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统计，中国商业银行在

２０１５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只有２．４％，较２０１４年下
降了约７．２％，这是经济不景气、行业低迷的整体效
应在商业银行领域的体现，同时也与利率市场化改

革紧密相关。就当前而言，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

银行总体经营绩效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作用，不同

性质的商业银行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性体现，这些都

是需要实证检验的问题。

不仅如此，在互联网金融、民间资本介入、金融

脱媒化等挑战下，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已改

变，继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商业银行的

利息收入出现波动，意味着将利息收入作为主要收

入来源的盈利模式并非长远之计，这就迫使商业银

行通过转变收入结构去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

２００６年以后，我国金融领域迎来了混业经营时代，
积极拓展非利息收入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提升自

身经营绩效的重要手段，非利息收入占比正逐年攀

升，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平均占比从

８３％上升到２２．１％。这种收入结构的变化是否会
对商业银行的绩效产生正面影响，这也是本文需要

探究的问题。

　　一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早在２０世纪末期，美、日等发达国家就相继完
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当时以 Ｍｃｋｉｎｎｏｎ和 Ｓｈａｗ为
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相继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

和“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金融管制会严重阻碍

经济发展，处于长期管制中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减少

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

调节作用。该理论的提出掀起了金融自由化浪潮，

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欧美发达国家进行利率

市场化改革，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爆发了严重的

银行破产危机。

风险是商业银行经营的主要成本，从银行风险

层面展开的研究较多。Ｓｔｉｇｌｉｔｚ等人研究了利率市
场化与银行业风险之间的关系，认为利率市场化过

程中，实际利率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两种效应：其一，

在高利率的市场环境下，高风险客户更加倾向于向

银行融资，排挤了银行优质客户，这是“逆向选择效

应”；其二，贷款成本的提高激励企业去寻求高风

险、高收益的项目，产生“风险激励效应”。这两种

效应都会导致银行贷款质量下降，提高银行信贷风

险。［１］Ａｎｇｋｉｎａｎｄ等人基于实证研究，发现银行风险
水平与金融自由化程度之间存在一种先升后降的

“倒Ｕ型”关系。［２］在承袭国外学者研究框架的基
础上，国内研究成果颇丰，在改革初期部分学者就

银行即将面临的风险提出了理论分析，认为商业银

行短期内无法适应利率市场化所导致的环境变化，

利率水平的骤然升高与不规则波动直接加剧了银

行的脆弱性。［３］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研

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王耀青等人基于古诺模型

的理论框架，研究了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

响，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通过加剧银行价格竞争这

一途径，使银行业承担更高的风险。［４］李仲林采用

随机前沿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利率市场化

不断推进下国有银行总体风险承担正逐步下降，但

资本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和区域性银行出现风

险上升的趋势。［５］李成等人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并采

用稳健估计，得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呈现下

降趋势的结论。［６］

利差收入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盈收来源，从利

差角度出发，利率市场化加剧了银行间的价格竞

争，导致银行利差收入减少，而且在利率市场化过

程中，利率呈现不断波动的特征，对利差收入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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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Ｄｒａｋｏｓ实证研究证明净利差随着利率
市场化的推进而降低，但是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商业

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表现不同，以国有商业

银行利差收缩最为明显。［７］Ｂｅｎｎａｃｅｕｒ等人研究认
为利率市场化的不同阶段对银行有不同影响，不完

全的改革会降低商业银行利差，完全的利率改革则

能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８］利率市场化是否会

导致利差收窄，国内学术界莫衷一是。邢光远等人

分析认为国内贷款利率的放开将直接导致银行业

利差缩小。［９］黄树青等人基于演化博弈分析，认为

利率市场化初期银行业的利差会缩小，但随着银行

对业务的逐步调整，银行利差会扩大。［１０］彭建刚等

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利差之间

呈倒Ｕ型关系，利差会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趋向一个峰值，随后逐渐缩小，而且不同性质的银

行有显著差异性。［１１］

利差和风险都是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主

要因素，但由相关研究可看出，利率市场化改革对

商业银行风险和利差的影响目前未有定论。部分

学者从其他角度出发研究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

银行的影响：利率市场化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经营

绩效，从长期意义上提升了金融部门风险防范能力

和绩效水平。彭钦等人基于行业差异比较视角，分

析了银行业相比实体经济行业绩效突出的原因，即

长期的存贷利差管制使得我国银行体系对金融资

源分配处于低效率状态。［１２］刘强等人采用改进后

的数据包络分析（ｄａｔ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Ａ）
方法测度我国银行绩效，实证得出我国可通过渐进

式改革促进银行间良性竞争以提升银行绩效的结

论。［１３］不仅如此，银行在争夺客户时伴随大量隐性

成本的支出，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引导银行降低隐含

利息支付，从利率优惠转变为利率竞争。［１３］利率市

场化与银行绩效之间存在何种相关关系，这仍需实

证检验。

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也是国内研究的重点。

理论界认为，利率市场化通过利差缩窄和风险扩大

效应致使银行利息收入业务受挫，促使商业银行收

入结构向中间业务转型。但是银行发展中间业务

是否有助于提升经营绩效，至今仍存在争议，主要

存在两种观点：其一，利息收入与利率经济周期有

很强的关联性，而非利息收入以费用收入为主，商

业银行通过发展非利息业务能够稳定银行利润，多

元化经营也能够建立内部资源共享和规模经济，降

低经营成本，有利于提高银行经营绩效；其二，银行

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虽然取得了多样化收益，但

由于此类业务风险大，加剧了收入的波动性，抵消

了多样化收益，而且多元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业务

关联度加大，管理成本提升，对银行经营绩效产生

不利影响。［１４］

利率市场化是否会导致商业银行整体绩效水

平下降，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是否有不同的表现，

银行收入结构的转变是否有利于提升经营绩效，这

些都是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本文在以往的研究

基础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１）已有研究多采
用年度虚拟变量或者实际利差作为利率市场化的

代理变量，而本文采用利率市场化指数作为我国利

率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指标，更能体现利率市场化进

程的动态性与连续性，且可更准确地分析利率市场

化与银行绩效之间的长期关系；２）关于银行收入结
构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已有研究中，一般未将利率市

场化这一重要因素考虑在内，本文将国内利率市场

化程度与银行收入结构放入统一研究框架，利用动

态面板高斯混合模型（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ｍｉｘ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
ＧＭＭ）进行实证检验，规避了以往研究中存在遗漏
重要解释变量的嫌疑；３）已有研究往往以部分上市
银行为代表，时间跨度不长，面板样本较少，容易导

致估计偏差，本文选取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

样本，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对象选取更科学全面。

　　二　实证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以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以

利率市场化程度以及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作为解

释变量，实证检验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绩效水平

的作用方向，以及商业银行积极拓展非利息收入业

务是否有助于提升其经营绩效。考虑到现实中商

业银行一般有比较稳定的合作客户来源，管理者也

会根据过去的信息进行经营上的调整，所以商业银

行盈利是一个动态连续过程，不仅与当前因素相

关，还与过去的绩效有关，因而引入绩效水平滞后１
期作为解释变量更加符合理论与现实。基于此，建

立如下模型：

Ｒｏａｉ，ｔ＝ｂ０ ＋ｂ１Ｒｏａｉ，（ｔ－１） ＋ｂ２Ｉｒｍｉ，ｔ＋ｂ３Ｉｓｉ，ｔ＋
ｂ４Ｒｉｓｋｉ，ｔ＋ｂ５Ｍａｎｉ，ｔ＋ｂ６Ｌｉｑｉ，ｔ＋ｂ７Ｅｑｉ，ｔ＋ｂ８Ｌｎａｓｓｅｔｉ，ｔ＋
ｂ９Ｇｇｄｐｔ＋ｂ１０Ｇｍ２＋ｕｉ＋ｅｉ，ｔ。
模型中：ｂｎ（ｎ＝１，２，…，１０）为系数；ｉ为被研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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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ｔ为时间（年份）；ｕｉ为个体效应；ｅｉ，ｔ为随机误
差项；其他变量含义见“变量设计”。

（二）变量设计

１．被解释变量：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本文采
用平均资产利润率（Ｒｏａ）作为商业银行绩效的代
理变量，这一指标通常体现银行运用自身资产盈利

的能力，其变动能综合反映银行绩效水平的变化。

２．核心解释变量：利率市场化指数。国内研
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构造利率市场化的代理变量：

１）将研究的利率市场化政策出台年份作为参考，加
入年度虚拟变量，这是国内大部分学者所采用的方

法；２）用利差作为利率市场化的代理变量，认为利
率市场化通过利差收窄机制影响商业银行绩效。

采用虚拟变量的研究方法无法反映我国利率

市场化总体进程的连续性，而采取利差的研究方法

考虑到商业银行的利差与其收入结构之间存在很

强的相关性，可能导致估计结果不精确。基于以上

考量，本文采用利率市场化指数这一外生变量衡量

国内利率市场化程度。王舒军等人运用层次分析

法，从存贷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和理

财产品收益率４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利率市场化
指数。［１５］本文基于其方法构建出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我
国利率市场化指数（Ｉｒｍ）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同以
往研究一样，银行收入结构（Ｉｓ）采用非利息收入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其中的非利息收入主要包

括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汇兑损益等。

３．控制变量：本文从宏观环境和银行自身特
征这两个层面寻求控制变量。商业银行自身特征

层面上的控制变量从风险控制、管理水平、流动性

水平、资产结构和资产规模选取，部分研究用不良

贷款率作为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变量，但考虑到不

良贷款率数据在诸多年份缺失，且政府曾成立专门

的资产管理公司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行剥离，

导致不良贷款率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所以本文参

照谭鹏万［１６］的方法，采用贷款损失准备占总贷款

的比重（Ｒｉｓｋ）这一指标，采用成本收入比（Ｍａｎ）指
标控制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存贷比（Ｌｉｑ）指标控
制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所有者权益在总资产中的

比重（Ｅｑ）控制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总资产的对
数形式（Ｌｎａｓｓｅｔ）控制商业银行自身的资产规模。

宏观层面上，本文认为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可

能会影响商业银行绩效，分别采用 ＧＤＰ的同比增

长率（Ｇｇｄｐ）作为经济周期控制变量，广义货币的
同比增长率（Ｇｍ２）作为货币政策控制变量。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６８家商业银行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
度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包括大型股份制商业银

行１６家及主要城市商业银行５２家。银行数据主
要来自于 ｂａｎｋｓｃｏｐｅ，部分缺失数据利用银行年度
财务报表进行补充，但仍有部分指标存在缺失值，

所以最终观测样本只有５５３个。宏观数据主要来
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选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释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最大值／％

Ｒｏａ 资产收益率 １．０７ ０．４２ －０．４９ ２．６４
Ｉｒｍ 利率市场化指数 ７４．８９ １３．３５ ５８．６１ ９９．０４
Ｉｓ 收入结构 １４．１９ １０．８８ －５．６４ ６８．７１

Ｒｉｓｋ 风险水平 ０．８５ ０．６５ －０．１７ ５．８６
Ｍａｎ 管理水平 ３４．９７ ７．６６ １７．３６ ７０．８８
Ｌｉｑ 流动性水平 ５３．３２ １２．１９ １５．８０ ８６．８１

Ｅｓ 资产结构 ６．２８ ２．２５ －１３．７１ ２３．５９
Ｌｎａｓｓｅｔ 资产规模 １２．１５ ２．１３ ３．４２ １６．９２

Ｇｇｄｐ 经济周期 ９．２２ ２．１０ ６．９０ １４．１６
Ｇｍ２ 货币政策 １６．２７ ４．５３ １２．２０ ２８．５０

表１列出了参与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１可知：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Ｒｏａ）最大值
为２．６４％，最小值为－０．４９％，差异不大；而各商业
银行的收入结构之间差异较大，最大值为６８．７１％，
远远偏离均值 １４．１９％。基于银行自身特征的风
险、管理、流动性等变量与均值相比也有较大差异。

图１所示为利率市场化指数与商业银行收入
结构变化。

图１　利率市场化指数与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变化

从图１可以看出，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一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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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升阶段，特别是 ２０１１年以后上升明显加快，
２０１５年利率市场化指数达到最大值９９．０４％，表示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接近尾声阶段。商业银行的

非利息收入占比从 ２００６年起处于逐步攀升的状
态，但在２００８年出现拐点，可能是由于国际金融危
机爆发，导致银行坏账增加，营业收入下降，所以非

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所占比例增大，随后几年

中，非利息收入所占比例又开始稳步上升。

　　三　实证结果分析

在静态面板模型的基础上直接加入被解释变

量的滞后项，原本的估计方法失效，且考虑到部分

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本文采用

差分广义矩估计（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ｏｍｅｎｔｓ，
ＧＭＭ）与系统广义矩估计这两种方法来对动态面
板数据模型进行系数估计，这两种方法也是处理动

态面板模型的主要方式。在此之前，需要验证模型

中的扰动项是否满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前提条

件，因此需进行二阶自相关系数 ＡＲ（２）检验。同
时，也要对工具变量的使用进行过度识别检验，防

止出现弱工具变量的情况，如果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ｐ值
大于５％的显著性水平，则认为所有工具变量是有
效的。

差分ＧＭＭ与系统ＧＭＭ实证结果见表２。

表２　差分ＧＭＭ与系统ＧＭＭ实证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ｏａ（ｔ－１）
０．２３１ ０．３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２９６ ０．３３３

（２．８４９） （４．３９０） （０．０６３） （０．４９１） （３．３６４） （３．４９２）

Ｉｒｍ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４．３０１） （－５．５８０） （－２．６８３） （－２．１５１） （－４．４４１） （－５．００１）

Ｉ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８１２） （０．４８６） （－１．３４７） （－０．６９２） （０．６１２） （０．３０９）

Ｒｉｓｋ
－０．２５６ －０．２４５ －０．３２０ －０．３０１ －０．２５６ －０．２３９

（－７．１６３） （－７．１９１） （－９．６５８） （－６．００３） （－５．１１８） （－４．３８６）

Ｍａｎ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４

（－９．５２３） （－８．７７８） （－５．４６２） （－４．１３２） （－１１．３７５） （－１０．６５６）

Ｌｉ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７８８） （１．３８３） （１．６０８） （０．５０１） （１．７４６） （１．８７３）

Ｅ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２．２１７） （２．１４６） （２．５０３） （２．０３１） （－０．３６０） （－０．３５９）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５ ０．２５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１．０７１） （０．２１２） （１．９２６） （０．２８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４）

Ｇｇｄｐ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３

（－１．３７２） （－０．８１８） （－０．８５３） （－０．８０９） （－１．４０２） （－１．５３５）

Ｇｍ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４．１２９） （－３．４０２） （－１．８７２） （－１．６１４） （－３．８２３） （－２．７４７）

ＡＲ（２） ０．２５６ ０．４２０ ０．４７９ ０．６０７ ０．１９９ ０．２０９

Ｓａｒｇａｎ ０．３２２ ０．１９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９０ ０．５７１

　注：括号内为Ｔ检验值，ＡＲ（２）和Ｓａｒｇａｎ显示的是ｐ值；（１）（３）（５）表示差分广义矩估计，（２）（４）（６）表示系统广义矩估计，（１）和（２）是

全样本估计，（３）和（４）是１６家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样本的估计，（５）和（６）是城市商业银行样本的估计；、、分别表示在１０％，

５％和１％显著水平上显著。

　　分析表２可知，本研究所选取的所有模型都通
过了ＡＲ（２）和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所以回归结果是稳健
可信的。在全样本估计中，Ｒｏａ（ｔ－１）的系数较大
且显著为正，说明动态面板数据的模型设定基本合

理，银行上期盈利会对当期盈利能力产生正面影

响，但对于１６家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盈利能
力的滞后１期并不显著，且城市商业银行的估计系
数明显要小，说明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竞争较为激

烈，绩效状况不稳定。城市商业银行一般立足本

地，服务于当地中小企业与社区居民，面对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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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较为固定，所以当期绩效与上期绩效呈现显著

正相关关系。

利率市场化指数的系数估计都为负且都在５％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到目前为止，利率市场化改革

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主要产生了负面影响。城

市商业银行样本估计的系数明显大于股份制商业

银行，说明城市商业银行受到了更大的负面冲击。

这是因为相比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

公司治理能力较弱，没有足够动力去迅速提高自身

服务质量，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竞争角逐中不

断优化自身服务，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打“利率

战”，利用雄厚的资金实力进行业务创新，吸引了更

多的新客户加入，抵消了部分利率市场化带来的负

面效应。

银行收入结构对绩效的影响在５％的水平上都
不显著，但估计系数对于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存在

正负差异，分析原因如下：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利

用其掌握的优势资源进行业务扩张，有利于其提高

综合竞争力并分摊经营风险，所以估计系数为正；

城市商业银行在开展非利息收入时，分散资源会弱

化其竞争优势，不利于绩效的提高，所以估计系数

为负。相比于国外银行，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

入所占比例仍然不高，而且传统的支付结算业务、

委托代理业务的手续费收入等佣金手续费收入占

到了绝大部分，这些收入依赖于传统存贷业务，所

以传统业务增长也会拉动非利息收入增长，并不能

起到分散风险稳定利润的作用，反而过多的手续费

会导致客户资源流失，不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

绩效。

对于控制变量，从商业银行自身特征的控制变

量来看，研究发现无论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城

市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与管理水平的控制变量与商

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之间均呈现显著负相关，这与实

际情况相符。因为贷款损失准备在总贷款中所占

比例越高，说明商业银行面临更大的信贷风险，随

着主要经营成本的上升，商业银行绩效水平会呈下

降趋势；成本收入比则衡量了商业银行的管理水

平，经营效率高的商业银行能够有效地控制成本获

得更加可观的收入，所以它与银行绩效是负相关关

系。另外，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水平和资产规模的估

计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理论上，高流动性水平和

大资产规模更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资

产结构是企业财务杠杆的体现，模型（３）与模型

（４）的系数在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权益资
产率越高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负债更低，低财务杠杆

更有利于抵御外部冲击，从而提高银行绩效，这一

结论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并不适用。

从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来看，ＧＤＰ同比增长率
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模型

（５）与模型（６）中，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绩效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并呈现反方向变动，可能是宽松
的货币政策会引导商业银行扩张信贷，但是城市商

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控制力度较弱，容易出现不良贷

款，所以导致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下降幅度更大。

　　四　结论与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１．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产生
了不利影响，城市商业银行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大。

２．无论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城市商业银行，
收入结构的改变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明显。

３．风险控制与管理水平是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的重要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１．后利率市场化时期，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环境中，应积极推动金融创新，从过去以机构

盲目扩张为主的低水平竞争模式过渡到以工具创

新为主的高水平竞争模式。在企业对金融服务需

求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下，商业银行要

根据自身特点走差异化道路，合理制定发展战略，

提供特色服务，以应付企业衍生出来的多样化金融

需求。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其技术、规模、

人才的优势增强竞争力，在稳固老客户的基础上吸

引新客户；城市商业银行需扎根于本土，发挥其规

模较小、机制灵活的特点，创造生存空间。

２．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业务拓展仍然
不够，近年来非利息收入实现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手

续费和佣金净收入的拉动，只有在控制风险的基础

上有效提高担保类、融资类、金融衍生类等业务收

入的比例，才能真正达到优化银行收入结构的目

的，为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在开展非利息业务时应注重提高业务质量，避免出

现非利息费用增加而导致客户流失的情况，尤其是

对于规模偏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在拓展非利息业务

时要注意控制人员费用、硬件投入、宣传推广等各

项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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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互联网＋”背景下，商业银行要紧密依托
互联网和大数据，以实现其高效率的运行。现代化

信息管理是当今时代的新型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

商业银行应该从流程、数据、平台和产品等层面系

统推进信息化银行建设。随着个人征信系统的完

善及信用数据库的建立，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和战

略制定应从经验依赖向数据依赖转化，以有效提高

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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