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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

金融业要给实业出路，实业才能给金融业前途

银行业高利润时代走向终结

本报记者 众 石

中国银行业遭受的质疑和批评， 从未
像今天这样严重。

4月以来，陆续公布的各银行年报不断
“飘红”， 但银行业高利润的争议一浪高过
一浪， 似乎他们的业绩越好， 声誉反而越
差。

中国银行业过去十年加速改革， 资产
总额、利润率都以倍数递增，屡创新高，业
内共识是正“达到国际良好水平”。这个成
就按说应该让大家欢欣鼓舞才是。

可从两会期间就开始的银行业 “暴利
说”一直在延续。

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的

话， 代表了一些批评者的意见：“中小企业
很困难，银行却大量赚钱，我们的金融和经
济是‘两层皮’，并不合拍”、“赚了那么多钱
不叫暴利，什么叫暴利？”

银行家以数据反驳。 中国农业银行行
长张云称，2009年到2011年，全国规模以上
的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分别是13.02%、
53.58%和25.4%，而同期银行业的利润增长
率分别是15%、35%和36%。这说明“银行业
的盈利能力与工业企业基本一致”。

有银行业内人士称，某些批评是“明显
缺乏专业知识”的“情绪上的猜测和发泄”。
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却认为， 应该重视数据分析背后的
“事实”。

他表示：“无须测算我国社会平均利润
率的高低， 也无须知晓其他行业的利润率
具体是多少，仅从大量国际资本、国内社会
资本和民间资本都在千方百计争取进军银

行业这一现象看，投资什么行业最赚钱，大
家早已心知肚明。”

去年美国人“占领华尔街”，今年中国
银行业遭遇舆论“围攻”。在“后金融危机时
代”，这能否看做是广大民众对可能遭受金
融食利阶层盘剥的忧虑与警惕？

银行高利润从哪里来

即便银行 “暴利 ”和 “垄断 ”说难有定
论， 但银行业内人士否认不了银行业年报
数据带给别人的“不平衡”心理。

据统计， 已披露年报的12家上市银行
总资产为71.26万亿元，共实现净利润8415
亿元，同比增29%，占1336家上市公司利润
总额的51.3%。银行业净利润的增幅是全体
上市公司的2.23倍。

其中， 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实现净
利润6808.49亿元，日均18.65亿元。而工商
银行净利润2084亿元，同比增长25.6%。

银行业的薪酬水平看上去也令人 “眼
红”。据不完全统计，银行业平均年收入达
到10万元， 而民生银行2011年员工薪酬增
长43.91%，人均年薪约39万元；兴业银行、
深发展分别以30.48万和27.8万居第二和第
三位。

与银行业的“骄人”业绩相比，实业类
企业则黯然失色。除去12家上市银行之后，
1324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总额为8005亿
元，较2010年下降10亿元。

尤其让人感受到 “环肥燕瘦”、“不平
等” 的是， 有979家上市公司利息支出较
2010年增长36.7%，达1256亿元，远超上市
公司本身的净利润增幅。这就是说，企业必
须先给银行交足了银子， 才能维持自己的
发展。

2011年中国商业银行实现人均利润近
40万元；相比之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
利润不到4万元。

有业内人士反映，2011年下半年后不
少做实体经济的企业效益下降， 资金缺口
开始放大，而同时，银行议价能力却大幅提
升，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20%~50%。

这不免使人想起温家宝总理去年年底

在江苏考察时的表态。 他当时说，“金融家
应当是企业家，不能把企业当成唐僧肉。”

经济学家李才元比较了中美两国金融

业利润占比的差异。从2001年至2010年，美
国全部企业利润当中金融行业利润占比约

30%，最高一年曾达到40%，这已是典型金
融业“过度发达”状态。

在中国，仅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银
行业利润就占一半。 加上非银行类金融机
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整体金融行
业利润占比恐怕与美国不相上下，“肯定是
偏高的”。

“金融业的利润就是实体经济的成
本”，李才元认为，银行业利润高低并不是
绝对的，关键在于金融业性质是服务业，必
须服务和服从于实业发展， 如果实体经济
低迷，其利润不足以支付金融业的利息，经
济运行就会出问题，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经
济泡沫化的先兆。

金融危机后，“美国病” 成为世界经济
的一个新名词， 就是特指金融业的膨胀远
远超出实体经济支撑的现象。 但美国是世
界经济运行的核心国家，工业化早已完成，
科技基础好， 金融业作为经济的主要拉动
力，可以通过美元的“全球泛滥”来转嫁自
身风险。

而中国根本没有“转移风险”的能力，
如果也犯上 “美国病 ”，只能自己 “内部消
化”，麻烦更大。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徐策打了一个比

喻：如果说实体行业是国民经济系统的“骨
架”和“肌肉”，银行业就是国民经济运行的
“气”和“血”。

由是观之，银行业疲弱或支持不利，则
国民经济“气血虚亏”、“气血不畅”，实体经
济的骨骼肌肉自然虚弱，肢体会冷热不均、
麻木疲敝；如果银行业利润过于丰厚，则表
现为“气血旺”和“虚火上升”，同样会造成
国民经济的病态。

他还担心，目前银行业与实体行业“利
润分化”会导致一个恶果，有些企业家看到
银行业利润高涨之后， 会进一步放弃利润
窘迫的实业，进而加入金融业的“虚拟化经
济循环”中，因为短期看，由此获取的收益
远比踏踏实实从事实体行业的研发、创新、
转型和升级容易得多、高得多。

事实上，近年来浙南、苏南经济区出现
的“产业空心化”、“高利贷”和“地下集资”
泛滥等现象，正是这种“虚、实产业分化”的
演变逻辑。

从“不务正业”到“虚火上升”
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大企业的金

融化”早已弥漫美国经济体。比如，著名的
通用电器公司 （GE）2007年利润主要来源
是资本运作，制造业仅占公司利润的5%。

学者韩毓海发现， 通用公司就像一个
“利息的二道贩子”，靠自己“3A”级的信用
评级，低息从银行获得贷款，再转手以高息
贷给那些信用评级较低、 甚至无法从银行
获得贷款的企业。

他认为， 美国的主要支柱型大企业纷
纷放弃“主业”或者“本业”，改行从事金融
放贷业务，这种大规模的“不务正业”，可以
说是美国经济泡沫化的典型症状。

在中国， 同样的问题也成了银行业高
利润的伴生物。 中国银行业信贷分配不合
理造成的普遍问题是， 有些国有企业以其
自身优势获取相对低成本贷款， 再转贷给
中小企业，从中获取利差。比如，部分上市
公司财务报表显示， 企业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而资产业务利润却实现大幅高增长。

徐策表示，这加剧了中国经济“虚火上
升” 的症状。 因为债务总是按指数速度增
长，而不管实际生产能力的增长如何，企业
与个人收入被越来越多的债务利息所汲

取， 这使得可以用于商品和服务的可支配
收入减少，从而使经济萎缩，利润下降，这
又阻止了对工厂和设备的新投资。

他认为，反思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大概
均是如此，“当金融资本过度地侵占了产业
资本的利润时，经济出现过度虚拟化时，势
必要出大问题”。

银行业高利润另一个为人诟病的问题

是， 利润来源主要是存贷利息差额。 据分
析， 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利息收入占比一
般在50%，而中国银行业达80%。

事实上，仅从净息差水平看，中国银行
业水平在3%左右，在国际银行业中并不算
高。 相比而言， 印度为3.05%， 俄罗斯为
6.44%，巴西是11%。全球排名前十的银行
过去十年平均息差水平是2.22%， 美国银
行、 富国银行过去十年息差水平分别为
3.28%、4.5%。

但是， 我国融资结构以银行间接融资
为主，约占七成，银行信贷在资金配置中一
直占主导地位，这个结构问题，是银行息差
收入占比较高的根本原因。

“一家银行与一个面包作坊的差别是
什么？”李才元举例称，面包房的成本，包括
人工、厂方、机器和面粉等原材料，如今原
材料粮食涨价，面包价格就上涨；对银行而
言，成本包括人工 、店面 、ATM机等，最重
要的原材料是储蓄， 可这么多年中国的储
蓄总在增加，存款利息则一直保持低位，甚
至“负利息”，“银行的原材料成本”不断在
降，才实现“用超低成本获得超高利润”。

“从根本上说，群众的不满意主要在于
银行的高利润是以牺牲储户利益为代价，
以盘剥储户为基础的。”

利率是由政府制定并加以管制的。为
什么我国允许存贷利息差长期存在？

徐策认为，中国经济的特征是“投资饥
渴症”，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赶超
战略”，还是市场化改革后的“GDP拉动”，
都形成了 “高投资驱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模
式”。

投资需求要有资金保障，实现高投资，
必须降低资金成本。因此，贷款利率必须服
从于鼓励高投资和经济快速增长的 “大
局”，很难提高，只能使存款利率降的更低。
这就形成了 “居民补贴企业、 企业补贴银
行”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更重要的是，我国包括养老、医疗、就
业、教育以及住房等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居
民一方面要“存款保险”，另一方面缺乏其
它合理的投资渠道， 除了存款挣那点儿微
薄的利息，没有更好的保值增值办法，这都
造成 “储蓄率长期保持高位与存款利率长
期保持低水平并存的现象”，也正是银行高
利润的基础。

最后的银行业盛宴

为解决银行业高利润问题， 中央财经
大学郭田勇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要靠
郭树清而不是尚福林”。

郭树清是证监会主席， 尚福林是银监
会主席。言外之意，中国经济中资本市场大
发展， 直接融资比重提升， 才会最终调整
“银行业独大”的格局。

但很多人不知道，郭树清到证监会履职
前，还做过建设银行董事长。他在当时就反
思过“金融危机后银行业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他眼里，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似乎
成了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行业的一般标

准。
这让郭树清感到“奇怪”：在现实经济

中， 很少有哪个行业可以达到持续三年的
两位数的收益，凭什么金融业可以做得到？
他由此预计， 发达国家金融业未来会逐渐
衰落。

其实， 这间接地给中国银行家提了个
醒：“好日子能持久吗？”

银行业高利润受益于中国经济这些年

的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广泛的共识。正因如
此，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的特征，也原原
本本地体现在银行“巨无霸”的身上。

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李稻葵教授的话

说，国内商业银行就像“只吃不拉 ”、需要
“减肥”的恐龙一样。

银行业的规模扩张之路， 在经济繁荣
期还没人注意，在经济回调时，就变成了实
体经济身上沉重的“乌龟壳”，进而使整个
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逐步积累。

数据显示，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业的
信贷投放总量，由2008年的4.91万亿元，猛
增至2009年的9.6万亿元， 而后的2010年、
2011年分别是7.95万亿、7.47万亿。 而中国
银行业总资产由2007年的52.59万亿，增至
2011年末的113.29万亿，4年翻了一番。

正是天量信贷支撑了银行的高利润。
2007年银行业税后利润4467亿元，2008年
5834亿元，2009年6684亿元，2010年8991亿
元，2011年10412亿元。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

称， 这些亮丽的业绩报表只是暂时的，“没
有一个行业能够永远高速扩张下去， 高速
利润扩张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潜在的危机感， 使得中信银行行长陈
小宪在2011年度业绩发布会上， 顾不上庆
贺该行净利润43.28%的增幅，反而宣布“银
行业内已达成共识，高利润时代将结束”。

“这可能是国内银行业最后的盛宴”，
李才元分析，2011年的业绩是基于2010年
银行业的结算数据， 那时候中国经济还处
于高增长阶段。从今年往后，经济“软着陆”
的回调大趋势， 决定了银行业的高利润时
代已成过去时。

从长期来看， 中国银行业的利润主要
来源于“两条腿”：一是货币扩张性投放；二
是不断为房地产、土地等“资源金融”提供
信贷。可是，中国经济未来主要任务是“瘦
身 ”和“健身 ”，这“两条腿 ”恐怕都走不动
了。

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已经破题 ， 可
以预计， 未来5年新型的民间金融机构将
陆续崛起， 这将使目前靠政府管制来掌
握议价能力的传统银行业务， 受到巨大
挑战。

伴随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不远的未
来， 就像今天看到有些房地产企业申请破
产一样，我们也会看到破产的银行，因为它
们没有真正的竞争力。”李才元说。

没有“毛细血管”怎么成
如果说工、农、中、建、交等大型银行，

是国家经济的“主动脉”，那么金融改革的
难题，仍在于把血液输送到肢体末梢的“毛
细血管”。

徐策认为， 要适度放开对中小银行的
准入门槛，逐步形成“大银行服务大企业、
中银行服务中企业、 小银行服务小企业”
的多层次行业格局， 引导银行业更好地服
务实体经济。

中小企业提供了全国75%以上的城市
就业岗位、 66%的发明专利、 82%的新研
发产品。 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要解决的首
要任务， 就是如何为中小企业注入新鲜的
“血液”。

郭田勇建议， 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应
该更精细化、专业化，要推动大银行的中小
企业信贷部门与其他部门在业务上实现单

独考核、 单独管理， 提高其服务内容和质
量， 要进一步推出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产
品，如“供应链融资”和 “知识产权抵押贷
款”等。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张茉楠撰文称，
目前的银行信贷只是按固定资产抵押来放

贷，这样许多创新型科技企业，因为缺少资
产、缺少现金流，而得不到银行之“水”的浇
灌和滋养。

她表示，中国经济要“金融回归实体”，
应当考虑让“水”流向不同金融层次。同时，
必须积极实施科技成果“资本化”战略。

“银行业如果能推动科技创新，从资助
房地产，服务于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转变
到为高科技、高附加值行业提供服务，那么
利润再高，也很难招来批评了。”李才元坚
信，银行业的未来取决与创新金融产品，建
立新的“造血”机制，要从“资源金融”，转向
实业金融、科技金融和消费金融。

“走老路，就是走死路，”他说，金融业
要给实业以 “出路”， 那么实业就能给金
融业以 “前途”。

银行公示只告知
收费项目还不够
实习生 钟新星

银行被要求公示收费项目后， 网上
相关微博已超过数十万条。

根据上市公司年报， 目前12家上市
银 行 的 手 续 费 及 佣 金 净 收 入 高 达

4048.64亿元， 较去年增长1097.5亿元 ，
同比增长37.19%。 其中， 增长最快的深
发展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36.63亿
元， 同比增长131.23%。

笔者在工商银行的营业网点看到，
其收费项目公示在一本46页约16开大小
的铜版纸册子上， 内容包括常用的人民
币结算业务、 银行卡业务等。 这本册子
被固定在工商银行网点大堂中央的桌子

上。
而中国银行的每个ATM机右侧1.6

米高左右的位置， 会有一张便签纸大小
的纸条， 上面有跨行查询、 异地取款等
几个ATM机常用项目的收费显示。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等也有收费公
示， 并重点把与大银行相比免费的项目
凸显出来。

在工商银行北京东城区某分行， 排
队等候的刘先生说， 虽然通过银行公示
知道了一些项目的收费数额， 但他肯定
不会每次确认被扣金额是否符合公示。
在北京刚工作了两个月的王小姐表示，
公示收费让她觉得自己的知情权得到了

保护， 心理上好受一些。
王小姐说， 她一直不明白同城跨行

取款的成本有多少， 为什么要那么高的
手续费？ 网上银行用于保障安全的 “U
盾” 不应该收钱。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
不少市民都有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银

行扣取服务费的经历。 他们认为， 银行
收费公示不是把服务项目和收费金额告

诉公众就够了， 还应该告诉大家， 这项
服务为什么要收费？ 为什么是收这个数
额？

“规则不是做给内行看的， 而是做
给外行看的 。 规则能够实施 、 便于监
管， 就必须简单， 让相关者都能一目了
然。” 看过一些银行的收费标准公示后，
上海制度经济研究所秘书长包亚钧在微

博中说。
中国银行业协会公布的一项调查结

果显示， 银行业服务项目共计1076项，
其中226项免费， 占比21%； 收费项目
850项， 占比79%。 在银行业服务项目
中， 个人业务服务项目共276项， 其中
个人有偿服务项目196项， 诸如跨行取
款费、 小额账户管理费、 银行卡挂失费
等。

银监会表示， 对于收取不合理费用
行为， 将重点查处下述情况： 没有公示
而收费的； 超出公示范围， 实际收费与
名录不相符的； 实际收费与公示价格不
一致的 ； 没有提供实质性服务而收费
的； 分支机构自定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
的； 银行对政府指导价 （或政府定价）
的服务收费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海南省工商局“受骗”

海南一公司1.7亿元资产归属成悬案
本报讯 （宁远 记者任明超） 一家企

业的股权变更让海南省工商局成为 “冤大
头”： 无论这家企业的两任法人代表谁对
谁错， 都意味着海南省工商局被其中一人
欺骗， 并最终造成这家企业近两亿元资产
必须通过法院裁判来决定归属。

这家企业是海南省东林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东林公司）， 东林公司第
二任法人代表杨霖在2008年购买了这家公
司的股权并通过工商部门的审核将公司过

户至自己名下， 但在2011年， 海南省工商
局根据这家公司第一任法人代表王清的异

议， 撤销了原已作出的产权变更， 理由是
杨霖用虚假材料欺骗了工商部门。 而在担
任东林公司法人代表期间， 杨霖已经和其
他股东合作建起了价值约1.7亿元的住宅
小区， 随着前述变更登记被撤销， 公司巨
额资产的权属成为疑问。

据杨霖介绍， 2007年12月中旬， 他与
东林公司原股东王清、 贺秀明签定股权转
让协议， 以人民币100万元购买东林公司
100%的股权。 在向王清支付了人民币100
万元转让款后， 杨霖2008年12月17日到海
南省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 成为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
之后， 杨霖说自己和另一股东自筹资

金6000多万元人民币， 开始了东林小区项
目开发。 截至目前， 东林公司已完成东林
项目主体建设， 建设面积达2.3万多平方
米 ， 共建房屋254套 ， 形成约1.7亿元资
产。 小区房屋大部分已销售或预签约。

2011年3月，杨霖突然接到海南省工商
局的通知， 该局以涉嫌在变更登记中提交
虚假材料为由对东林公司立案调查， 随后
作出暂扣东林公司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海南省工商局的调查缘于东林公司原

法人代表王清的投诉 ， 其投诉称杨霖在
2008年12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提供虚假
材料， 将东林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股权变更
到杨霖名下。

东林公司现副总经理罗斌在接受采访

时说，2007年左右，王清由于经常在国外，便
委托杨霖处理公司日常事务，但其后来伙同
他人骗取王清的信任，与其签订股权转让书
并同意其担任法人代表，杨霖承诺支付50%
的公司收益给王清，但后来并未兑现。王清
发现其用欺骗手段在工商部门进行公司股

权变更登记后，遂向工商部门投诉。

2011年6月，在海南省工商局暂扣营业
执照超过法定最长期限和各种调查结束

后， 该局并未将营业执照发还东林公司。
东林公司为此先后3次发函要求退还营业
执照， 但该局并未理睬。 这一行为致使东
林公司无法进行正常的经营行为， 该公司
以海南省工商局滥用行政权力为由将其诉

至法院。 2011年7月， 海口市美兰区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海南省工商局超期扣
留东林公司营业执照的具体行政行为违

法， 判令该局返还东林公司的营业执照。
2011年8月， 海南省工商局下发 《行

政处罚决定书 》 琼工商处字 【2011】 18
号， 依据 《公司法》 第一百九十九条， 决
定撤销东林公司2008年12月23日的变更登
记及以后办理的历次变更登记。

杨霖不服海南省工商局的决定， 通过
法院起诉。 目前，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已
受理此案。

川西南大熊猫栖息地
启动造林项目

本报讯 （记者王鑫昕） 迪士尼公司
4月11日在成都宣布， 他们将出资200万
美元在中国四川省西南部的大熊猫栖息

地开展植树造林项目。
国际民间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和四

川省林业厅是这个项目的合作方。 按照
计划， 这个项目将种植125万棵树， 逐
步恢复500公顷曾遭砍伐和已退化的土
地。 在60年的项目周期中， 预计这些林
木将吸收和固定16万吨二氧化碳， 这相
当于节约了两亿度电。

除了这个项目， 在过去3年内， 迪
士尼公司还为全球其它森林项目提供了

资助， 其中包括2010年注资200万美元
支持中国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的可持续

造林项目。

法律人士：

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亟须明确
本报讯 （记者崔丽 ） 江苏省靖江

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陈燕萍近日提出 ，
国家应规范民间借贷 、 助力小微企业
发展。

靖江市聚集了3000多家中小微企
业。 近3年来， 靖江法院共受理民间借
贷案件3543件 ， 每年均占受案总数的
10%以上。 陈燕萍在审理中看到， 民间
借贷活跃市场的同时， 也有风险大、 不
易监管等弱点， 亟须规范。

陈燕萍建议， 中国人民银行应尽快
制定相关部门规章， 明确营利性民间借
贷的性质， 并具体从贷款额度、 期限、
利息、 担保、 登记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
作出特别规定。 她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尽
快明确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标准， 为日益
发达的民间金融活动确定行为规范， 也
为法院裁判案件提供法律依据。

不能只盯“包子馅”忘了“包子皮”

毕晓哲

央视 《每周质量报告》 调查称， 在
新昌县全国有名的胶囊之乡厂家圈内，
大量的白袋子明胶通过地下链条暗中销

售和使用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种白袋子
明胶就是国家明令禁止用作食品药品原

料的工业明胶。 此种明胶易出现重金属
铬超标。（4月15日央视）

一些胶囊生产厂家用工业明胶生产

药用胶囊，并不意外，这是监管盲区下的
必然。 近几年来虽然对药品质量日益重
视， 但监管者的目光盯到药品成分上的
居多， 众多药品审批环节也多是注重药
品内在成分的合格与否。 对于本应关注
的药品“包装”（包括内包装）质量等问题
明显忽略了。

出现这一问题的另一原因是， 药品
胶囊（内包装）质量安全的监管体系不健
全。2010版《中国药典》明确规定，药用胶
囊以及使用的明胶原料， 重金属铬的含

量均不得超过2mg/kg。上述“标准”一方
面略显滞后， 到2010年才明确一个宽泛
的标准， 不知道有多少吨工业明胶已经
通过“胶囊”吃进了人们的肚子。另一方
面，即使是有了“标准”也没有具体的衡
量、检测和制约机制。药厂随意性极大，
检测与否完全个人说了算， 监管部门把
关重金属铬的机制远未形成。 这正是一
些工业明胶企业、药用胶囊生产厂家、药
厂，可以“联合”使用有毒有害胶囊且近
乎于潜规则的根本原因。

抓好了药品的 “核心” 和内部成分
安全， 却忽视了外部的 “皮” 的质量，
就犹如忽略了一个 “导致输掉整场战争
的马掌钉”。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 食品
药品监管者不能光将眼光盯着 “包子
馅”， “包子皮” 出了问题同样了不得。

工业明胶堂而皇之进入药用领域，
凸显监管的滞后与麻木。 在时下食品药
品领域安全问题高发的情况下， 紧盯主
要环节的思路可以肯定， 但现实却是高
发的安全问题证明一些监管者就连 “内
部的馅” 的监管也没有做好。 对药品食
品的 “内部部分” 监管不到位， 对外部
的 “皮” 的监管又漏洞百出， 失职的严
重程度毋庸置疑。

声 音

第111届广交会开幕。 本届广交会境内外参展企业共24644家， 比上届增加413家， 创历史新高。 万 象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