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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银行产业是美国最具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之

一， 在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最后几年的并购重

组之后， 美国的花旗集团、 美国银行、 摩根大

通 等 金 融 机 构 一 直 占 据 英 国 《银 行 家 》 杂 志

“全球银行 1000 排行榜” 资本实力 （核心资本）
排名的最重要位置。 银行产业也是美国的经济

支柱产业， 对美国的经济增长、 就业和国际收

支均衡作出了显著贡献。 银行产业还是美国经

济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 为美元全球霸权地位

的确立和维持、 为美国对全球经济金融的控制

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金融危机爆发开始， 国内学界对金融危

机冲击下的美国银行产业的动态给予了特别的

关注。 朱民、 边卫红 （2009） 对金融危机冲击

下美欧国家银行产业的困境进行了分析， 并对

美欧国家的政府救市措施 进 行 了 批 判 性 研 究；
李 石 凯 （ 2010） 根 据 英 国 《 银 行 家 》 杂 志

“2009 年度全球银行 1000 排行榜” 的数据分析

了金融危机对美国银行产业的冲击尤其是对美

国 银 行 产 业 全 球 竞 争 力 的 冲 击； 蒋 海 （2009）

讨论了金融危机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冲击和

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问题； 雷鸣 （2008） 则对

美国次贷危机与日本 “泡沫危机” 中银行的作

用进行了比较分析。 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有助于

我们从不同的视角了解金融危机对美国银行产

业的冲击， 但仍然缺乏全面性， 而且， 依据的

主要是 2008 年之前的数据， 因而欠缺时效性。
本文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国联

邦储备银行近期公布的数据， 从银行机构数量、
资产规模、 经营业绩、 资产质量等方面对美国

银行产业的整体运行情 况 进 行 全 方 位 的 考 察，
通过对比金融危机前后美国银行产业运行数据

的差异， 分析金融危机对美国银行产业的冲击

力度， 从而判断美国银行产业的未来走势。 研

究表明， 金融危机对美国银行产业的冲击比根

据现有报道和分析作出的判断要严重， 美国银

行产业的复苏比根据现有报道和分析得出的结

论要缓慢， 美国银行产业的未来还充满变数。

一、金融危机对美国银行机构
数量变化的影响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金融强国的最重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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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是拥有庞大的银行机构， 直到 2006 年美国

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总数仍然高达 8680 家， 对

美国银行机构数量变化的分析可以从 3 个方面

进行， 一是银行机构数量， 二是问题银行数量，
三是破产倒闭银行数量。

表 1 显示， 将 2008 年、 2009 年 的 数 据 与

其他年份比较， 我们能够看到金融危机前后美

国银行数量变化的差异性。
1. 并购仍然是美国银行数量减少的重要原

因， 但其成因却完全不同。 2008 年和 2009 年

的并购多为摆脱财务困境、 减轻金融市场动荡，
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如美联银行被富国银行收

购， 华盛顿互惠银行被摩根大通收购， 都属于

这类典型的案例。 而 2006 年之前的银行并购则

多是强强联合， 主要是为了争夺市场份额、 在

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 是企业的主动选择。
2. 银行破产倒闭数量急剧增长。 2009 年有

140 家银行破产倒闭， 比 1993~2007 年 15 年破

产倒闭的银行总数还多出一倍多。
3. 问题银行数量快速膨胀。 2009 年美国的

问 题 银 行 出 现 了 创 纪 录 的 702 家 ， 超 过 了

2000~2006 年的总和。
4. 另外两组数据也值得注意： 一是新增银

行的数量显著下降， 2009 年的 25 家新增银行

差不多只有平时平均水平的 1/10， 这说明美国

的银行产业已经失去吸引力， 社会对银行产业

的未来预期不佳； 二是首次出现了直接注资银

行， 2008 年和 2009 年， 美国政府分别对 5 家

和 8 家超大型金融集团实施了庞大的直接注资，
直接注资这种救助方式在美国银行产业历史中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从长期考察， 美国银行机构数量减少的趋

势仍会持续， 由于目前美国的经济运行仍然处

于不景气状态， 随着更多银行机构财务问题的

暴露， 问题银行和破产倒闭银行的数量在近期

肯定还会大量增加。

二、金融危机对美国银行产业
资产规模变化的影响

21 世纪头几年， 美国银行产业进入了一个

黄金时代， 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银行产业资产规

模的快速扩张。 按照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统计，
直到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 美国商业银行的资

产 一 直 保 持 了 强 劲 的 扩 张， 从 2000 年 年 初 到

2008 年年末， 美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年均增速

为 8.03%， 几乎是同期美国 GDP 年均增速的 3
倍。

图 1 描述了 2000~2010 年美国银行产业资

产规模的变化过程。 金融危机前， 美国商业银

行总资产的增长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持

续的扩张， 二是快速的增长。 金融危机显著改

变了美国银行产业资产 规 模 扩 张 的 运 行 轨 迹，
2008 年 10 月 美 国 商 业 银 行 总 资 产 出 现 峰 值，
为 95104.65 亿美元。 此后， 美国商业银行总资

产 的 规 模 都 在 逐 月 收 缩 ， 到 2010 年 只 剩 下

89， 370.20 亿美元。 如果没有金融危机， 按照

8.03%的年均增速计算， 2009 年年末， 美国商

业 银 行 的 总 资 产 应 该 突 破 10 万 亿 美 元， 2010
年第一季度末则应该突破 11 万亿美元， 照此推

表 1 2000~2009 年美国银行机构数量的变动情况

单位： 家

指标/年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商业银行 8315 8080 7888 7770 7631 7526 7401 7283 7085 6839

新增 190 126 91 110 122 166 178 164 89 25
并购 452 354 276 224 261 269 305 282 260 152

储蓄机构 1589 1534 1466 1411 1345 1307 1279 1251 1220 1173
新增 33 20 4 8 6 13 16 17 9 6
并购 81 63 56 49 58 41 37 39 32 27

问题银行 94 114 136 116 80 52 50 76 252 702
破产倒闭 7 4 11 3 4 0 0 3 25 140
政府救助 0 0 0 0 0 0 0 0 5 8
资料来源： FDIC, Statistics at a Glance. 参见 http： //www.fdi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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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金融危机至少使美国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损

失了 2 万亿美元。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 进入

2010 年后， 美国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不仅没有停

止收缩而且在加速下降， 而这种加速下降只能

说明美国商业银行的营运环境还在恶化， 从总

体上考察， 美国银行产业并没有复苏迹象。

三、金融危机对美国银行产业
业绩变化的影响

银行产业的业绩可以从盈利规模和盈利水

平两方面考察。 在银行的损益表上， 反映银行

盈利规模的指标有毛利润、 税前利润和净利润

3 个指标， 其中最主要的是净利润， 而衡量银

行盈利水平的指标主要有资本回报率和资产收

益率两个指标。 因此， 我们可以通过对净利润、
资本回报率和资产收益率等指标的考察分析金

融危机对美国银行产业的冲击。
图 2 描述的是 2001~2009 年美国银行产业

整体的净利润变化状况。 数据显示， 金融危机

前的 2001~2006 年， 美国银行产业净利润的变

化 呈 现 两 个 基 本 特 征 ： 一 是 净 利 润 规 模 大 ，
2003 年， 美国银行产业的净利润首次突破 1000
亿美元， 此后连续 4 年都维持在 1000 亿美元之

上， 到 2006 年， 已经达到 1474.79 亿美元； 二

是利润增速快， 以 2001 年的净利润为基数， 在

2002~2006 年这短短 5 年间， 美国银行产业的

净利润增长了 1 倍 多， 年 均 增 速 达 到15.15%，
是同期美国经济年均增速的 5 倍。 金融危机对

美国银行产业的影响在 2007 年的次贷危机爆发

后开始显现， 2007 年第四季度， 美国银行产业

的净利润几乎比 2006 年同期收缩了 1/3， 但真

正显示出金融危机冲击的是在 2008 年， 当年美

国银行产业-60.77 亿美元的净利润充分反映了

金融危机对美国银行业冲击的严重程度。

虽然摩根大通、 花旗集团、 美国银行等超

大型金融机构在 2009 年出现了一定的复苏， 但

美国银行产业整体复苏的信号并不明显， 2009
年， 美国银行产业实现的净利润仍然只有 75.85
亿美元， 仅为 2006 年的 5.14%。

图 2 带箭头的直线是金融危机前美国银行

产业净利润变化的趋势 线， 我 们 有 理 由 认 为，
如果没有金融危机， 美国银行产业的净利润会

遵循这一趋势变化， 这样， 金融危机导致美国

银行产业净利润的损失在 2007 年至少为 500 亿

美元， 2008 年至少为 1600 亿美元， 2009 年至

少为 1800 亿美元， 由此可以推断， 仅仅在这 3
年中， 金融危机至少使美国银行产业损失超过

4100 亿美元净利润。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 2000~

2006 年间， 美国银行产业的资本回报率一直维

持在10%以上， 资产收益率则一直维持在 1%以

上， 无论是资本回报率还是资产收益率， 都高

于根据英国 《银行家》 杂志 “全球银行 1000 排

行榜” 计算的全球平均水平， 更高于欧洲和日

本银行产业的平均水平， 显示了美国银行产业

持续的强大盈利能力。 但是， 在金融危机冲击

后， 美国银行产业的资本回报率和资产收益率

都出现了显著的拐点， 一些季度甚至还出现了

负数。 表 2 通过对金融危机前后美国银行产业

资本回报率和资产收益率的对比分析说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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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对美国银行产业业绩的冲击情况。
表 2 显示， 次贷危机爆发的 2007 年第三季

度， 美国银行产业的资本回报率和资产收益率

都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

2008 年第四季度美国银行产业的资本回报率和

资产收益率表现最差， 当期的资本回 报 率 为-
9.88%， 资产收益率为 0.94%， 都是近 10 年的

最差记录。 此后几个季度， 美国银行产业的资

本回报率和资产收益率仍徘徊在非常低的水平，
并没有明显的复苏。

四、金融危机对美国银行产业
资产质量的影响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统计数据， 美国

银行产业的资产质量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 损失贷款率即当期已经冲销的损失贷款

占总贷款的比重； 其二， 逾期贷款率即尚未处

理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 逻辑上讲， 损

失贷款率与逾期贷款率之和就是当期的不良贷

款率。

表 2 2006~2009 年美国银行产业资本回报率和资产收益率的季度变化

季度 2006-Q1 2006-Q2 2006-Q3 2006-Q4 2007-Q1 2007-Q2 2007-Q3 2007-Q4

资本回报率 13.07 12.99 12.47 11.58 11.44 11.64 8.81 1.74

资产收益率 1.35 1.34 1.29 1.21 1.21 1.21 0.92 0.18

季度 2008-Q1 2008-Q2 2008-Q3 2008-Q4 2009-Q1 2009-Q2 2009-Q3 2009-Q4

资本回报率 5.72 1.46 0.52 -9.88 2.26 -1.07 0.80 0.25

资产收益率 0.59 0.15 0.05 -0.94 0.22 -0.11 0.09 0.03

资料来源： FDIC, Statistics At A Glance. 见 http://www.fdic.gov.

图 3 描述了 2000~2009 年美国银行产业损

失贷款率、 逾期贷款率和不良贷款率的运行轨

迹 。 2000 年 美 国 银 行 产 业 的 损 失 贷 款 率 为

0.91%， 逾期贷款率为 2.48%。 受 “新经济” 泡

沫破灭的影响， 2002 年损失贷款率和逾期贷款

率分别上升到 1.09%和 2.86%。 2003~2006 年，
美国银行产业的资产质量 又 恢 复 到 正 常 水 平，
损失贷款率大致在 0.5%左右， 逾期贷款率大致

在 1.5%左右。 金融危机爆发后， 从 2007 年第

三季度开始， 美国银行产业的资产质量急剧恶

化， 损失贷款率在整个 2008 年一直在 2%以上

的高位运行并在 2009 年第四季度突破 3%， 达

到 3.04%； 逾期贷款率在 2007 年第三季度回到

2%以上， 并且连续突破 3%、 4%、 5%、 6%和

7%， 到 2009 年第四季度， 已经达到 7.97%。 将

2009 年第四季度与新世纪初的 2000 年第 一 季

度 比 较 ， 美 国 银 行 产 业 的 损 失 贷 款 率 上 升 了

2.48 个百分点， 提高了 5 倍， 逾期贷款率上升

了 5.87 个百分点， 提高了 2 倍， 不良贷款率上

升了 8.53 个百分点， 提高了 4 倍。 将2009 年第

四季度与次贷危机爆发前的 2007 年第三季度比

较， 美国银行产业的 损 失 贷 款 率 提 高 了 4 倍，
逾期贷款率提高了 3 倍， 不良贷款率提高了 4
倍。 这些变化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 美国

银行产业损失贷款率、 逾期贷款率和不良贷款

率恶化最显著的是在 2009 年第三和第四两个季

度， 从银行产业的资产状况变化判断， 说美国

经济已经进入 “后危机时代” 似乎没有充分的

根据； 其二， 比较损失贷款率和逾期贷款率的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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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轨迹， 我们能够发现， 一直以来美国银行

产 业 逾 期 贷 款 率 的 增 速 远 快 于 损 失 贷 款 率 ，
2009 年第四季度的逾期贷款率也远高于损失贷

款率， 而逾期贷款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甚至是绝

大部分都会形成未来的损失贷款。 因此， 我们

可以判断， 美国银行产业的资产状况在短期内

难以显著改善。
众所周知， 本轮金融危机由属于房地产信

贷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问题引爆， 也许会有人

借此断定目前美国银行产业资产状况的恶化主

要是由于房地产贷款质量的恶化所致， 美国银

行产业的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贷款， 房

地产贷款是美国银行产业中恶化速度最快、 恶

化程度最高的信贷资产。 然而， 美国联邦储备

银行提供的美国银行产业资产状况分类数据说

明， 上述判断并不准确。 美国银行产业资产状

况恶化速度最快的并不是房地产贷款， 而是信

用卡贷款、 汽车贷款和学生贷款。

五、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

1999 年 11 月 12 日， 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

顿正式签署了 《金融服务现代法》， 这一法案的

通过具两个划时代的意义， 其一， 它废黜了 20
世 纪 30 年 代 开 始 实 施 的 《格 拉 斯-斯 蒂 格 尔

法》； 其二， 它标志着美国金融自由化的开始。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 的主要内容包括： 促

进银行、 证券和保险之间联合经营， 加强金融

机构的竞争； 强化银行业与工商业的分离， 实

现金融体制的现代化； 保 留 并 扩 展 监 管 机 构；
强调对小企业和农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依据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 建立的美国金

融监管体系在运行的 10 余年里， 充分暴露了一

系列问题： 1. “双重多头” 的监管模式出现了

严重的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 2. 金融监管制度

落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 3. 对金融衍生产品市

场缺乏监管； 4. 监管机构本身职责并未履行到

位， 缺乏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控措施； 5. 对

金融服务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够； 6. 对信用评

级机构监管乏力； 7. 对金融机构的高管缺乏有

效的监管， 刺激了金融从业人员的贪婪和私欲

的膨胀。 所以， 本轮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体系

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 也导致了美国国内改革

金融监管的呼声高涨， 奥巴马签署的 《金融监

管改革法案》 只能算是顺应时代的要求。 该法

案主要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监管、 消费者权

益保护、 危机处理和国际合作等方面构筑金融

安全防线， 其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 加强宏观

审慎监管。 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负责监

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 该

委员会由财政部长牵头， 委员会有权认定哪些

金融机构可能对市场产生系统性冲击， 从而在

资本金和流动性方面对这些机构提出更加严格

的监管要求。 第二， 扩大监管覆盖范围。 将之

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 品 市 场 纳 入 监 管 视 野，
大部分衍生产品须在交易所内通过第三方清算

进行交易。 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设立消费

者金融保护局， 对提供信用卡、 抵押贷款和其

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

施监管。 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 由联邦储蓄

保险公司负责， 责令大型金融机构提前做出自

己的风险拨备， 以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再度拖累

纳税人救助。 第三， 严格金融监管标准。 限制

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 在自营

交易方面， 允许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
但资金规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级资本的 3%。 在衍

生品交易方面， 要求金 融 机 构 将 农 产 品 掉 期、
能源掉期、 多数金属掉期等风险最大的衍生品

交易业务拆分到附属公司， 但自身可保留利率

掉 期、 外 汇 掉 期 以 及 金银掉期等业务。 第四，
强化机构协调监管。 美联储被赋予更大的监管职

责， 将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 确保其不会导

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 一旦发现薪酬制度导致企

业过度追求高风险业务， 美联储有权加以干预和

阻止。 美联储自身也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督， 美国

国会下属政府问责局将对美联储向银行发放的紧

急贷款、 低息贷款以及为执行利率政策进行的公

开市场交易等行为进行审计和监督。
从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到 《金融服务现

代化法》 再到 《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美国的金

融监管体系经历了监管-放松监管-重新监管的

循环过程。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重新回归严格监

管， 它说明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1. 过度的无

监管的金融竞争必然导致金融风险的累积。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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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本轮金融危机中， 次贷虽然是危机的源头，
但真正导致金融危机对经济产生严重冲击的是

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缺乏对 CDO 和 CDS 等金融

衍生产品的监管， 而这些金融产品无限度放大了

金融风险。 2. 市场自律很容易失灵。 美国 《金融

服务现代化法》 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鼓励市场竞

争和金融机构自律， 金融危机的爆发用事实说明

了竞争是必要的， 但过度的自律是靠不住的， 银

行家的贪婪会导致道德风险。 3. 金融监管应该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 任何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模式

都要根据金融发展的现实进行实时调整。
金融危机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 2009 年

美国的问题银行多达 702 家， 超过当年 6839 家

美国商业银行总数的 10%； 当年破产倒闭的银

行达到 140 家， 而 1998~2007 年 10 年间美国破

产倒闭的银行总和也只有 68 家， 2008 年 1 年

破产倒闭的数量比前 10 年破产倒闭总和的两倍

还多。 2010 年第一季度， 美国的商业银行减少

到 6772 家， 但问题银行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增

加到 772 家， 2010 年第一季度还有 41 家银行

破产倒闭， 这说明美国银行产业存在的问题仍

然很严重。 由于金融监管存在问题， 美国政府

为 拯 救 受 到 金 融 危 机 冲 击 的 经 济 已 经 花 费 了

7800 亿美元， 这个代价是昂贵的， 它的深刻教

训值得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引以为鉴。

六、简要结论

金融危机对美国银行产业的冲击是非常严

重的。 金融危机之前， 美国的银行产业经历了

一个历史上并不多见的黄金时代， 而金融危机

则导致美国银行产业的 运 行 出 现 显 著 的 拐 点。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 美国银行体系中的问题银

行和倒闭银行增加， 银行资产规模收缩、 盈利

水平下降、 资产状况恶化。 事实上， 金融危机

对美国银行产业冲击的严重程度可以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
美国政府对银行产业的救助对缓解金融危

机对美国银行产业的冲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以直接注资和收购

有毒资产为主要手段的对银行体系的救助稳定

了美国的银行产业和金融市场。 如果没有美国

政府的救助， 美国银行产业在金融危机冲击下

完全可能整体崩溃。
从 2009 年第三季度开始， 美国部分主流银

行的业绩有所好转， 但没有改变美国银行产业

整体走势， 在可以预期的未来， 美国银行产业

中银行的破产倒闭仍然会增加， 资产质量可能

继续恶化， 营运业绩难以恢复。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 在经受了金融危机

的冲击后， 美国银行体系已经十分脆弱， 风险

承受能力严重不足， 除了房地产贷款的问题没

有根本好转外， 信用卡贷款和消费信贷的质量

也在恶化。 在市场风险上升和风险承受能力下

降的双重冲击下， 美国银行产业的前景仍然难

以乐观， 极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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