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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00 年 11 月中国人民银行

（以下简称人民银行）发布的《商业

银行表外风险管理指引》，我国对表

外业务的定义是 ：“商业银行所从事

的，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不计入资产

负债表内，不形成现实资产或者负

债，但能改变损益的业务。具体包括

担保类、承诺类和金融衍生交易三种

类型的业务。” 从该定义不难看出，

我国人民银行所定义的表外业务是

不包括银行理财等“中间业务”的。

一、表外项目的规模

本文通过采集 16 家商业银行的

表外项目数据来展开分析研究。从

表 1 可见，2013 年国内 16 家上市商业

银行的表外承诺项目总额已经达到    

171 359.40 亿元，与资产总额的相对

比 率 为 18.01%，是 营 业 收 入 的 5.89

倍。这说明我国银行业的表外项目在

总量规模上已经显现出了重要性，正

在成为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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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外项目的结构

表 2 报 告 了 2013 年 年 末 不 同 类

别商业银行表外项目的结构性特征。

其中，国有商业银行 4 家，分别是工

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

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3 家，分别是宁

波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 ；其

余 9 家 为 股 份 制 商 业 银 行。根 据 证

监会 2008 年发布的《商业银行信息

披露特别规定》，按信贷承诺、租赁

承诺和资本性支出承诺这三项内容

来划分银行业表外项目的一级结构。

具体来说，表 2 显示了以下结果 ：（1）

信贷承诺的平均占比为 98.33%，租

赁承诺和资本性支出承诺的占比分

别为 0.98% 和 0.69%。这表明，现阶

段我国商业银行的表外承诺项目仍

然是以传统的信贷业务为重点 ；租

赁承诺和资本性支出承诺规模较小，

还难以突显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表外业务的信用审核通常比表

内贷款宽松，资金需求者就更倾向

于利用表外业务融资，银行也会利

用其大量的分支机构去推销表外业

务，以让投资者产生有银行担保的

侥幸心理，因而资金需求者和供给

者的风险都向银行转移，所以对信

贷承诺所构成的表外或有负债亟需

加强金融风险监管。（2）国有商业银

行资本性支出承诺的占比为 1.02%，

平 均 余 额 为 226.40 亿 元，远 远 高 于

其他两类上市银行，这表明国有商

业银行在支持国内企业的资本扩张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股份制商业银

行的租赁承诺平均余额为 100.23 亿

元，占比为 1.15%，这个比率之所以

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可能与股份制

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更为积极

有关 ；城市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规

模显著低于其他银行，其发展水平

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区域经济。

图 1 对信贷承诺的二级结构做进

一步分析。由图 1 可知，信贷承诺作

为最重要的表外项目，主要有银行

承兑汇票、开出保函、开出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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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未使用授信额度及不可撤销

贷 款 承 诺 这 四 部 分。其 中，不 可 撤

销贷款承诺以及未使用授信额度受

宏观经济局势的影响颇为明显，在

2011 年呈现了增长率拐点 ；而银行

承 兑 汇 票 的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22.92%，

呈现出持续稳定的增长趋势 ；保函

与信用证余额的增长趋势具有独立

性，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小。可见，

在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之外，表外

业务提供了新的信用增量，既可以

增加金融供给、放大金融杆杠，也可

能削弱紧缩货币政策的控制力。

三、表外项目的增长趋势

表 1 对 我 国 上 市 银 行 的 表 外 项

目增长趋势进行分析，显示了以下

结果 ：（1）就绝对规模而言，2008 年

年 末 的 表 外 项 目 为 73 108.25 亿 元，

2013 年年末的表外项目为 171 359.40

亿元，累计增长了 1.34 倍，年均增长

率为 19.45%。这说明，在过去五年，

银行业的表外项目呈现了快速增长

趋势，原因主要有三点 ：金融脱媒

使大量存款流向表外 ；社会融资的

需求与央行对信贷总量的控制使表

外业务有足够的成长空间 ；对资本

金充足率的控制使银行热衷于表外

业务。（2）就相对规模而言，从时间

趋势来看，表外项目与资产总额、与

业 务 规 模 维 持 了 同 步 增 长。首 先，

表外项目与资产总额的相对比率在

2008 年是 17.09%，到 2013 年年末是

18.01% ；其 次，表 外 项 目 与 营 业 收

入 的 相 对 比 率 在 2008 年 是 5.31 倍，

到 2013 年年末是 5.88 倍。可以看出，

表外业务作为银行产品创新的新领

域，对银行的经营业绩具有重要影

响。不过，虽然以上显性的数字保持

了基本稳定，但银行业理财产品的风

险却没有包括在其中。因此在某种

意义上已经埋下了流动性风险的种

子。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金融监管

问题，笔者建议监管部门增加对表外

中间业务的风险披露要求，或者改进

对银行业表外业务的定义，以改善透

明度和加强监管。
（本文受到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2013T60039>的支持）

（作者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责任编辑 王雅涵

表2 基于分类的商业银行表外项目结构分析（2013 年）       单位 ：亿元

类别 数量
信贷承诺 租赁承诺 资本性支出承诺

平均余额 占比 平均余额 占比 平均余额 占比

国有商业银行 4  21 844.85 98.18% 178.46 0.80% 226.40 1.02%

股份制商业银行 9  8 574.71 98.53% 100.23 1.15% 27.97 0.32%

城市商业银行 3  1 314.34 97.74% 20.16 1.50% 10.29 0.77%

总体 16 168 494.82 98.33% 1 676.42 0.98% 1 188.16 0.69%

平均 / 10 530.93 98.33% 104.78 0.98% 74.26 0.69%

图1  信贷承诺项目变化趋势（单位：亿元）

表1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表外项目增长趋势分析（2008~2013 年）      单位 ：亿元

年度

表外项目的绝对规模 表外项目的相对规模

表外项目 绝对规模增长率

以资产总额为基数 以营业收入为基数

资产总额
表外项目比

资产总额
相对规模增长率 营业收入

表外项目比

营业收入
相对规模增长率

2008   73 108.25 / 427 771.61 17.09% / 13 773.92 5.31 /

2009 106 536.30 45.72% 540 580.84 19.71% 15.31% 13 910.57 7.66 44.29%

2010 133 806.04 25.60% 638 550.00 20.95% 6.33% 17 811.75 7.51 -1.91%

2011 139 652.65 4.37% 745 272.51 18.74% -10.58% 22 338.33 6.25 -16.78%

2012 152 716.68 9.35% 859 021.94 17.78% -5.13% 25 962.82 5.88 -5.91%

2013 171 359.40 12.21% 951 465.30 18.01% 1.31% 29 117.82 5.89 0.05%

平均 129 529.89 19.45% 693 777.03 18.67% 1.45% 20 485.87 6.32 7.44%

注 ：“表外项目”、“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均为上市商业银行当年该项目的算术加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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