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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所以
研究国有经济为主要内容的重点研究基地。
截至2007年，中心共有研究人员27人，其中教授、博士生导师15人，副教授8人，讲师4人；有24人具
有博士学位。
　　中心成立七年来，共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其他（省）部委基金和企事
业单位委托项目72项，累计获得科研经费。
700余万元。
　　自中心成立以来，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影响的科研成果。
累计在CSSCI检索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其中有30余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权威期刊或
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共出版专著30余部，获省部级奖励40余项。
　　中心在积极进行国有经济开拓性研究的同时，还利用自身丰富的中外文图书资源、先进的信息技
术手段、浓厚的学术氛围、经常性的学术活动多层次地研究课题，搭建起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的平台
，探索新时期拔尖人才培养之路。
中心不仅定期举办“国有经济博士论坛”（现已举办37期），展示研究生的横溢才华、创新思想和学
术成果，提升他们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信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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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效率前沿分析法的参数和非参数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率、规模效率和X—低效率等
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测度与分析。
应用参数法SFA模型测度我国商业银行经济效率的长期趋势，利用非参数法DEA模型测度效率的短期
波动结果，并建立了商业银行风险与效率之间的关联性模型。
通过分析发现，有些商业银行不能通过单纯增加资本和扩走投资提高效率；我国商业银行的X—低效
率水平具有显著上升趋势。
这些经验结果和分析方法可以为监管层对商业银行实施差别监管提供定量支持，为商业银行的风险监
测和风险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对选择并建立有效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机制和新的风险管理工具提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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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负债业务是形成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业务，是银行资产业务的重要前提和条件。
负债管理理论是关于银行管理的早期理论。
　　1.银行券管理。
银行券是由银行支付的凭证，银行券管理理论是最古老的银行负债理论。
在银行业发展初期，公众将金银存放到银行，银行发行相应的银行券给公众。
后来，银行发现人们并不急于要求兑现，银行可以“多发”银行券。
“多发”是以“票据贴现”方式进行的。
此时，银行券是银行的基本负债，贴现是银行的资产业务。
由于许多银行管理极其松懈，银行常因欺骗或缺乏足够多的银行资本金而倒闭，银行券变得一钱不值
。
后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金融资产数量的增加，银行券业务逐渐受到禁止。
　　2.存款理论。
存款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依据存款安排贷款”，参照贷款的收益来支付存款利息，不主张盲目发展存
贷业务，反对冒险取利。
存款理论要求银行把经营重点放到资产管理方面，用资产的安全性与流动性来盈利。
　　存款是商业银行最基本、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是银行经营活动的基础。
无论是为了方便，还是为了赢利，存款是存款人的一种选择，银行通常处于被动地位。
银行希望存款稳定，以便贷出资金，从中牟利，但是，为了实现银行经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资金运
用必须限制在存款稳定的额度内。
银行需要为存款支付一定的利息，所以银行吸收存款是有成本的。
　　3.购买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金融竞争加剧，导致银行改变经营和管理思路，从而促使购买理论的产生。
购买理论是指商业银行由主动吸收存款转向“购买资金”，这被称为“银行负债思想创新”或“银行
革命”。
购买理论认为，银行设计新产品，从货币市场上购买资金，实际上是借款行为，如发放大额可转让存
单（CDS），这既解决了银行资金来源问题也为投资者找到了新的投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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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测度与经验研究》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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