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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银行的作用及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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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跨国银行的作用和影响

跨国银行是当代
一

世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

一方面
,

跨国银行作为借贷资本国际

化的重要媒介
,

促进了国际金融业 的发展
。

另一方面
,

跨国银行的活动对世界国际收支不平

衡的调节
、

世界国际储备资产的供给
、

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以
.

及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等
,

也

都产生重大影响
。

1
.

跨国银行活 动促进 了国际金融业的发展

首先
,

跨国银行从事多种多样的业务
,

这就引起了资本主义各国银行业务的结构变化
:

银行从传统的专业化经营转向
“
超级市场

”
的经营

,

如参加国际辛迪加贷款
,

参加外汇市场

现货和期货的交易
,

为国际市场提供租赁和出口信贷等
。

所以跨国银行能比资本主义国家一

般的国内银行提供更广泛的服务
,

并满足对大笔资金的需要
。

其次
,

跨国银行有保持资金

稳定流动的能力
,

因为它们的经营活动非常广泛
,

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
,

可 以随时调拨资

金
,

互通有无
。

同时
,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
,

特别是在欧洲货币市场上
,

为数众多的跨国银行

竞相开展业务
,

这就增加了市场的竞争性
,

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
。

再者
,

跨国银行在把流

动的短期资金转化为长期信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

满足了跨国公司
、

大企业和一些国家的政

府对中长期信贷日益增长的需要
。

最后
,

跨国银行通过其海外活动广泛搜集世界各地和各大

企业的情报
,

有效地满足了各国大企业的金融需要
。

它的全球活动还促进了先进的银行技水

和管理方法在国际间的转让
。

2
.

跨国银行活 动与国际收支的调节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

世界国际收支的基本格局也在变化
,

即由七十年代石油输

出国与石油进口国之间的不平衡
、

石油进 口国之间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与非产油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不平衡
,

发展为八十年代工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
。

跨国银行在调整

国际收支不平衡中的积极作用
,

体现在七十年代石油美元回流的中介作用上
。

跨国银行将石

油输出国的盈余资金转移到缺少资金的石油进 口国
,

一方面为石油输出国提供了巨大的投资

机会并减轻了这些国家储备过多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
,

另一方面为进口石油的工业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融通资金
,

从而缓和了因油价上涨而加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
。

进入八

十年代 以后
,

西方工业国家爆发了一次长达四年 ( 1 9 79 一 1 9 8 2 年 ) 之久的经济危机
。

在这次

危机中
,

工业发达国家加强贸易保护主义
,

削减从发展中国家的进 口 和实行高利率政策等
,

以此 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
,

从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地位恶化
,

外债剧坳
。

跨国银

行从风险和利润角度考虑
,

迅速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和提高贷款条件
,

迫使这些国家

大量削减开支
,

减少进口
,

致使世界出口市场收缩
,

世界贸易增长一度停滞
。

应该看到
,

扮

国银行对缓和发展中国家的支付危机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

3
.

跨国银行活动 改变了世界国际储备资产供应 的模式

七十年代 以前
,

国际清偿能力的供应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
。

随着布宙顿森林

甲

甲

游

(

DOI : 10. 16538 /j . cnki . f em. 1985. 01. 004



弓

勺

,

布

体系的崩溃和美元地位的下降
,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特别提款权作为新的国际储备资

产供应来源
,

弥补了美元的缺陷
。

由于国际银行贷款逐渐成为国际收支融通资金的重要来源
,

国际清偿能力的供应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

国际信贷市场成了世界国际储备增长的新的中心
。

在过去十多年中
,

些一国家的中央银行以欧洲美元银行存款的形式持有大量官方货币储备
,

另一些国家则利用私 人银行的欧洲货币贷款来暂时补充本国的货币储备
。

这样
,

国际清偿能

力供应的职能在相当程度上由官方机构转到了私人银行
,

这一状况对世界国际储备资产的增

长和世界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

首先
,

由于国际清偿能力的供应不是根据

官方的多边协商和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来建立适当的比例
,

而是由跨国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对

个别国家资信的判断来确定
,
在这种情况下

,

储备的供应是变化不定的
:

一方面
,

在高额利

润的驭使下
,

借贷资本具有无限膨胀的趋向
,

后者会引起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多 另一方面
,

一

旦市场条件恶化
,

就会出现信用收缩
,

导致紧缩性压力
。

其次
,

国际清偿能力供应的不确定

性使控制国际储备资产的任务复杂化了
,

对储备的管理 更加困难
。

随着私人银行贷款在官方

资金融通中的作用增大
,

官方和私人清偿能力之间的界限模糊了
。

由于政府能 自由地从私人

银行借款
,
国家的官方储备额在国际清偿能力中的地位相对缩小

,

官方的国际清偿能力也不

能简单地由中央银行持有的储备额来衡量
。

4
.

跨国银行活动为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新的问题

第一个间题是如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调节政策同个别赤字国家利用商业贷

款延迟政策调整之间进行平衡
。

由于商业借款可 以避免基金组织贷款时所施加的严厉条件
,

一些国家倾向于通过私人贷款渠道来弥补本国的赤字
,

避免痛苦的紧缩过程
,

这就使基金组

织调节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
。

第二个间题是如何在国际清偿能力的供应 同世界经济发展的

需要之间进行平衡
。

由于国际清偿能力的供应有一部分由官方转移到私人渠道
,

所以对储备

增
一

长的监督责任也部分由国际间转移到国内机构
,

但后者的监督往往是从本国的需要出发
,

因此实际上无法保证私人贷款总量同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
。

相反
,

国际清偿能力的供

应有一部分是通过市场本身的膨胀或紧缩来得到调整
,

这一过程加深了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

体系的不稳定
。

5
.

跨国银行活动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潜在的不稳定性

首先
,

国际银行贷款不断增长
,

而且贷款过于集中
。

例如 1 9 7 6 年世界各大商业银行对

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估计约 7 00 亿美元
,

这些贷款的大部分集中在 20 个国家
。

贷款的集中意味

着风险的集中
,

这就增加了
“
多米诺 , 连锁反应的可能性

。

当一些国家无法偿还其债务时
,

就将引起一系列的贷款拖欠
,

进而可能导致国际资本市场的崩溃
。

其次
,

愈来愈多的贷款被

用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
,

而贷款程序却并不要求借款国家调节其国际收支
,

这不但没有提高

借款国的债务清偿能力
,

相反增加 了它们的债务负担
。

一旦到期债务急剧膨胀
,

不履行协议

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

再者
,

跨国银行的投机活动也会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灾难
。

1 9 7 4 年联

邦德国赫斯塔德银行
、

美国富兰克林银行和以色列一英格兰银行因倒帐或外汇投机而相继倒

闭
,

造成国际银行界一片混乱
,

即为一例
。

此外
,
跨国银行国际活动的增加

,

也给各国政府带来两个重要问题
:

①短期资金的大量

移动
,

使各国政府难以贯彻货币政策和外汇调节政策
。

②跨国银行通过在 国际范围内的积极

活动
,

逃避它们在本国所受的管制
,

使得政府对于银行系统难以进行监督
。

这些间题促使各

国政府把对跨国银行的管制提到 日程上来了
。



二
、

跨国银行管制问题
17 94年一连串银行倒闭事件发生后

,

西方工业国家为了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监督和管理
,

在巴塞尔成立了
“ 国际清算银行对银行进行管制和监督常设委员会

” (又称巴塞尔委员会 )
,

由十国集团成员国以及卢森堡和瑞士等国中央银行和监督机构的代表组成
。

委员会制订了一

些共同遵守的管制法规
:

① 对成 员国所属的国际银行的监督
一

l ;作
,

应由该国的监督机构负

责 , ②当一个银行集团的母公司被牵涉在内时
,

这个集团必须对它在世界 各地的业务负责
,

该公司的所在国的监督机构应担负起监督这个集团的主要责任
。

这就是说
,

各卜以门
`
央银行要

支持本国的母银行
,

母银行要支持国外分支机构
。

1 9 78 年年底
,

委员会还建议成 员国规定

银行要呈交综合帐「I表以监督银行业务
。

但委员会的管制法规有不少漏洞和缺点
。

首先
,

在

各国中央银行允当遭遇困难的银行的最后贷款者方面
,

仍有不明确的地方
。

其次
,

这种合作

只限于巴塞尔委员会 12 个成员国
,

而跨国银行的活动遍及儿十个国家
,

这就使监杏机构在审

查银行业务方面遇到困难
。

再者
,

成员国有时各行其事
,

没有采取协调一致的步探
,

!月此当

一些银行的海外业务迅速发展和资金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动时
,

问题就产生了
。

19 8 3 年 6 月
,

经过修改的 《巴塞尔协议第二号》 进一步明确了对银行国外分支机构实行

监督的总原则
,

并确定了对银行国外分支机构实行监督的责任分担
,

包括资金偿付能力
、

流

动性资产
、

银行的外汇业务和头
一

寸管理等方面
,

根据银行国外机构的不 同性质确定相应的监

督责任
。

但是
,

西方银行界有人还进一步要求制定更明确的和正式的对跨国银行的川际竹制

和监督方法
,

特别是要在国际间明确
“
最后贷款人

,
的责任

,

以便在金融动荡时援救有困难

的银行
,

防止金融危机的扩大
。

另有人则主张
,

仿效美国采取的银行存款保险方法
,

建立国

际银行存款公司
,

以避免金融风潮袭击时出现大批银行倒闭的现象
。

从 「1前情形来看
,

要求

各国对跨国银行采取统一的管制措施或保证办法
,

一时是很难实现的
。

三
、

对跨国银行的展望

跨国银行的活劝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 ①资金的供求 , ②国家的立法 ; ⑧投资的收益和

风险的大小
。

近年来
,

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
,

国际贸易的相对停滞和货币的不稳定
,

}川际资本
一

市场

不甚活跃
。

但从长期看
,

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资金的需要将继续是庞大的
。

根据

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威拉德
·

布彻尔 ( Will ar d B时。 h e r
) 预测

,

在未来的十年中
,

单单石

油和天然气 的开发 计划
,

就需要 2 7 , 0 0 0亿美元的资金
,

其中除了大约 1 6 ,

OD O亿关元来自各

国 自已的流动资金外
,

还必须好年从世界货币和资本市场上得到 1 ,
0 00 亿以

_

!二的美元
。

关键

是资金的来源
。

现在国际金ha 市场的资金仍很充裕
,

对贷款的供应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平
。

但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

一个动向是欧洲货币市场经历了若
二

1
;年的迅速扩展之 ):了

,

已经进

入了比较稳定发展的时期
。

据统 计
, 1 9 80 年年底欧洲货币总额为 8 , 1 00 亿美 元

,

比 1 , 7 9年

底增加了 22 %
,

而 1 9 8 1 年头九个月
,

欧洲货币总额只增加 5 %
,

增 长速度大大放慢
。

欧洲

货币贷款也从七十年代末期平均每年增长 25 %下降到 1 9 8 2 年的 10 %
。

另一个动向是石 油输

出国的石油盈余下降
。

1 9 8 0 年这些国际收支经常项 目盈余达到 1 , 1 40 亿美元的垠
, }苍山争

,

” 8 1

年下降到 6 50 亿美元
, 1 9 8 2 年甚至出现 20 亿美元逆差

。

由 于产油国的盈余急剧消失
,

}川际

金融市场将失去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
。

关于国家的立法
,

尽管国际管制不够邓密
,

但各国相继采取了一些管制措施
。

例如关国

联邦储备局
、

通货审理 J
.

舀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新成立
一

f 一 个联合竹制委员会
,

负责监杆美卜}

奋

甲

,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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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银行的国际放款活动 , 瑞士要求银行呈交包括其海外业务的综合资产负债表
,

并规定瑞

士各银行海外放款的流动资产比率 , 日本对银行的海外放款业务实施了新的准则 ; 法国银行

和联邦德国及卢森堡当局达成一项协议
,

根据这项协议
,

联邦德国银行将以综合财务报告

的形式向当局呈交包括其海外业务的资料
。

这些管制措施的主要 目的是要限制银行的海外活

动
,

但也意味着各国对跨国银行加强管制的开始
,

这将迫使越来越多的银行收缩或放慢它们

的国际业务活动
。

如果美国和联邦德国关于欧洲货币存款储备限制的建议付诸实施
,

它将对

国际银行体系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
。

值得注意的是
,

西方国家在这方面还出现了加强国际合作的趋势
。

除了前面介绍的巴塞

尔委员会之外
,

它们还通过这样一些形式正在监管跨国银行方面进行合作
:

①欧洲共同体交

际俱乐部 ( G r o u p de C o
nt ac t)

。

它是欧洲经济共同休各国中央银行的非正式俱乐部
,

成立

于 1 9 7 9 年
,

每年在布鲁塞尔举行两次会议
,

共同体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和欧洲共同体委员

会各派三名高级官员参加
,
协调共同体银行体制方面的工作

,

对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提出建议
。

②离岸银行业务监督者集团 ( O f f
s
h o r e G r o u p o f B a n k i n g S u p e r v i s o r s )

。

它是 1 9 8 0 年 1 0

月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建议而成立的
,

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

代表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个离

岸业务中心
,

其主要任务是向成员们提供最新的银行消息
。

通过这一系列的国际合作
,

西方

国家对跨国银行的监督和管树将会进一步加强
,

跨国银行的活动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 限制
。

从收益和风险来看
, 一

跨国银行本身也面临一些严重问题
,

如利润的压力和风险的增加
。

除七十年代中期外
, ’
存放款利息之何的差额偏低的情形一直持续着

。

从 1 9 7 8 年到 1 9 8 0 年
,

在伦敦银行间同业拆息率以上的差额平均在 1% 以下
,

从 1 9 7 8 年第一季度的 1
.

05 % 下降到

1 9 8 0 年第三季度的 0
.

69 %
。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一些银行认为这样的差额太低
,

没有提

供足够的保险费
,

因为近年来贷款的风险增加了
。

在 1 9 5 6一 1 9 8 0 年间
,

贷方的损失约 20 亿

美元
,

占贷款总额的 0
.

5%
。

而且近年来
,

除国家风险外
,

政治风险也在增加
,

因此除非国

际贷款的风险/收益比率发生相当大的变化
,

否则在八十年代的国际金融市场
_

匕 跨国银行

将继续收缩它们的国际贷款业务
。

但是目前银行业正在经历一个迅速而深刻变化的时期
。

在这一时期中
,

有三种力量在起

着作用
: ①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银行业务电子化

,

将进一步推动跨国银行

的全球经营活动 , ②各国经济 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性
,

金融市场的国际一体化
,

以及从事不

同业务额度的金融机构之间障碍的打破
,

将促进银行活动的继续变化
, ③主要工业国家经济

增长速度的长期下降
,

将进一步鼓励银行在世界市场上开拓新的业务
,

寻找新的市场
,

发展

新的客户联系
,

以扩大其利润来源
。

因此
,

跨国银行的发展将仍然是银行资本国际化的主要

趋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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