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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战略投资者关注公司的长期发展

业绩，在投入资金的同时，也将带来国

外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这对于本土地

方商业银行业绩的提升具有较大的促进

作用。通过增资扩股与引进战略投资者，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股权结

构、经营业绩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其

资本充 足率由 2007 年的 9.31% 提 高到

2011年的 13.71%，内部职工持股比例降

到 20% 以下，而不良资产比例由 2007年

的 13.22%下降到 2011年的 1.44%，净利

润由 2007 年的 30.2 亿元提高到 2011 年

的 42 亿元。

（二）收入的专一化与多元化

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与直接金融业

务发展速度的加快，银行业间的竞争不

断加剧，为了在自由经济环境中获得生

存、发展空间，需要企业具备核心竞争

业务的同时开展多元化服务，实现稳定

收入的同时，分 散行业特有风险。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经营战略。一是以农村零售为核

心，构建稳定的增长点。目前其 83% 的

机构网点与 80% 的员工在县域，农村支

行存贷款占全行的份额较高。零售业务

一直 是其支 柱 业务，到 2011 年 年末 其

涉农贷款达 602.3 亿元，占贷款总额的

41.79%。同时其零售存款额占总存款额

的 74%，个人类客户数占客户总数的 95%

以上，而个人助业贷款、就业再就业贷

款等特色个人贷产品在为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赢得大量基 础客户和收益的同时，

也为其创建了良好的品牌效应。随着城

镇化脚步的加快与农村人口转入城市人

口的增多，其业务在未来几十年具备较

大的增长空间。二是以对公业务为支点

发展多种中介业务。随着“两江新区”的

设立与重庆市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到

重庆投资的国内外大型企业不断增多，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抓住时机不断加强、扩

大与外来企业的投资合作关系，公司银

行业务从 2007 年的 37.6% 提 高到 2011

年的 40.29%，对应的收 入则从 2007 年

的 21 亿元提高到 2011年的 44 亿元。同

时开展结算与清算业务、代理业务、银

行卡业务、托管等多种中介业务，其收入

由 2010 年的 285.8 亿元增长到 2011年的

635.4 亿元。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多元化

战略不仅为其扩展了收入的增长点，同

时也有效地降低了其财务风险。

（三）资产重组

资产重组作为资本市场上常见的资

本运作方式，在地方商业银行的改革过

程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为了改善资产

质量实现财务业绩的提升，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通过资产置换与证券化方式进行

过多次资产重组。成立至今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先后两次向重庆国有不良资产处

理平台—— 渝富资产管理公司等价出售

22.5 亿元不良资产，并送 4 亿股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作为溢价补偿，为核销

不良资产全体股东缩股 20%，股本降低

近 4 亿元。重组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共

剥离不良资产 26.5 亿元，加上清收的部

分不良贷款，截至 2011年年末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额为 20.82 亿元，不

良贷款率仅为 1.44%。同时地方商业银

行也会利用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进行资产

优化，实际中该方式的运用一般要通过

证券等中介公司才能进行资产的出售或

抵押，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改革上市的

过程中曾以不良资产进行抵押，以换取

人民银行的再贴现额与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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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案例分析

战略成本动因
成本动因（cost driver）是指引起产品成本发生的原因，这些原因构成了成本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各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不

同，影响其成本的因素也会不同。产量、材料移动次数、定单数量和准备次数等作为客观、被动的成本动因称之为作业性成

本动因。所谓战略成本动因（Strategic Cost Driver）是指从战略上对企业的产品成本产生影响的因素。与作业性成本动因相

比，其具有如下特点 ：①与企业的战略密切相连，如企业的规模、整合程度等。②它们对产品成本的影响更长期、更持久、更

深远。③与作业性成本动因相比，这些动因的形成与改变均较为困难。战略成本动因可以分为结构性成本动因（包括企业规

模、业务范围、经验、技术和厂址选择等）与执行性成本动因（包括员工参与、全面质量管理、生产能力利用率和联系等）。结

构性成本动因可以归结为一个“选择”的问题，决定了企业的“成本定位”；执行性成本动因分析则是在已有选择的前提下试图

进行某种“强化”，两者互为连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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