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卷第"期

#$$!年"$月

经 济 学 !季 刊"
%&’()*+,(,-’+./)012034

5,36!#7,6"
8+1,920##$$!

银行导向的存款保险体系
+++一个适用于欠发达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

范小云!曹元涛"

摘!要!以银行效用为中心的存款保险制度在一个转型的社会制度中具

备存在的条件#本文论证了 这 种 可 能 性’同 时#文 章 首 次 讨 论 了 银 行 导 向 的 存

款保险制度的构建#提出了银 行 导 向 的 存 款 保 险 下 最 优 存 款 保 险 费 率(最 优 存

款保险的总量范围(最优存款 保 险 的 种 类 安 排 等 的 决 定 方 法#构 建 了 银 行 导 向

的存款保险的实施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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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次数不断地 增 加#尤

其是在最近十年#其增长十分迅速%在#$世纪D$年代#世界各国银 行 所 统

计的严重的(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的次数达到MC次之多#在这些危机中#银行

业的绝大部分资本受到损失%在#$世纪A$年代#全球爆发了!O次严重的银

行危机#与过去相比增长了!$E%此外#由于受到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危机

次数大量增加的影响#尤其是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以及东欧和前苏联等转

型经济国家#银行危机发生次数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传统的观点认为&金

融危机过后的几年#政府会逐步拯救发生债务危机的银行并对支付困难的银

行进行清算#存款人会获得担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给银行发放新的贷款

用以向债权人偿还债务%这其中为了防止银行危机的再次爆发#危机发生国

通常自愿或被迫要求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但是存款保险制度真的带来了银行

的安全吗$成本又有多高呢$

一!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与文献综述$问题提出

一般认为#存款保险制度的产生取决于银行对存款者挤兑的担心’同时#
存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存款人对整个银行体系的恐慌#扩大挤兑效

应#带来系统性的危机’而系统性银行危机会引起巨大的溢出效应而使得成

本变得高昂%存款保险制度则可以有效地约束存款人的行为#从而弱化存款

者挤兑的发生%理论上对于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挤兑风险关系的研究始于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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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9b’> !"ADO"的开创性论文#认 为 活 期 存 款 的 存 在 所 带 来 的 银

行挤兑风险会导致健全银行的倒闭和实际经济的损失#而存款保险制度的实

施则会改进这种均衡%H0)(1!"AD$"的研究表明银行与存款者(存款者与存

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银行挤兑的发生#这可以通过存款保险制度而

得以避免%])1/12R)(<5’b2R!"AAC"提出了更新的观点&存 款 人 的 预 期 和

自我实现会带来单个或整个银行系统的倒闭#此时#存款保险制度能通过抑

制信心危机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存款保险制度带来积极的效应的同时#也带来难以克服的道德风险问题#

源于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作用于银行和存款人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
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使得银行不必为投资的额外风险支付更高的利率来补

偿存款人#银行 为 获 得 高 的 回 报 率#就 存 在 选 择 高 风 险 的 投 资 策 略 的 激 励’
从而扩大单个银行的不稳定性%第二#对于银行本身来说#由于存款保险制

度保障了银行在发生流动性危机时的支付#银行自身的内部监管就会相对弱

化和滞后#从而扩大了单个银行倒闭的可能性%第三#存款人由于存款保险

制度的保护#会放松或取消对银行投资行为和管理者行为的监管#从而使得

银行的经理阶层存在谋私利的空间和可能性%道德风险会通过这三个渠道来

影响银行和存款人的行为#从而恶化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从文献上看#国内

外学者对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倒闭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1/12R)(<
5’b2R!"AA!"的研究表明存款保险制度会带来银行竞争的不公平性和竞争激

烈程度的增加#从而增 加 银 行 倒 闭 的 概 率’ 2̂((,112)(<W432 !"AA""认 为

存款保险制度 带 来 的 吸 收 存 款 利 率 的 差 异#增 加 了 银 行 的 不 稳 定 性’ 0̂,XX
)(<52R)3)!#$$M"认为总投保存款量的增加#必然会减少存款者对银行的监

督#银行有增加自身投资风险和降低对贷款监管水平(以增加自身利润的动

力%因此#一个不当的存款保险计划会鼓励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从而减弱

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存款保险制度只有在其抑制存款者挤兑的

效用大于其所带来的道德风险成本的前提下#存款保险制度才被认为是有效

的%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均难以找到一种方法进行测算#因此各个国家的

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就难以做出判断#存款保险制度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问

题成为对其有效性的主要质疑点%大多数国家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可主要基

于一种经验性的观点 !5)2?@K)<2&#a’2)(<K,3’##$$#"&相对于没有存款保

险制度的情况下#银 行 挤 兑 或 者 破 产 所 带 来 的 系 统 性 银 行 危 机 的 成 本 而 言#
道德风险是一种更低的支付价格%为验证这一点#经济学者对存款保险制度

的 净 效 用 作 了 一 系 列 的 研 究 与 证 明 !̂0,RR-)(#"AA#’S&223,F#"AA#’

S&223,+F)(<S’3R,(#"AAM’J31,(21)36#"AAM’:)023R)(<]+%3)1+&24#

"AAA’L2-’0>m+@:/(1)(<L210)>’)+&2##$$#’等等"#相当 部 分 的 经 验 性 的

分析 !̂0,RR-)(#"AA#’S&223,F#"AA#’U&’2R)(< 2̂03,;RF’#"ADA"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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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存款保险制度在发达国家的净效用比在欠发达国家更能发挥对银行体系的

稳定性作用#而欠发达国家往往为存款保险制度的执行支付更高的成本#这

些成本包括过分注重安全而带来的金融发展的机会成本以及金融资源受到安

全约束下对经济发展支持力度的损失%那么#什么样的存款保险制度才是适

合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征的$这个存款保险制度与传统的存款保险制度

又有什么不同$这种存款保险制度应该如何减小道德风险的产生$

二!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银行和存款人特性

以及存款保险制度要求

存款保险制度诞生于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在诞生之初# ,政府 之

手-已经从银行和市场中逐步 退 出’政 府 管 制 的 下 降#带 来 了 金 融 产 品 以 及

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世纪D$年代开始的#以管制放松为特征的

金融 自 由 化 浪 潮 的 推 动 下#市 场 风 险 和 银 行 风 险 问 题 也 变 得 日 益 突 出

!])42R#Y)3-2)(<T’/FR’3)##$$!’%,1120233’21)36#"AAC’L)b’R#"AAC’

Y/((21)36#"ADA’等等"%此时#政 府 通 常 使 用 两 种 手 段 来 规 避 风 险+++
政府管制的加强和 制 度 安 排’而 政 府 行 为 的 滞 后 性 和 金 融 创 新 的 惯 性 和 动

力使得政府的管 制 效 果 受 损#这 时 恰 当 的 制 度 安 排 就 显 得 尤 为 重 要#正 是

在这种前提下#存款保险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实施越来越普遍 !见图""%

图"!"AOM+"AAA年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数量图

数据来源&L2-’0>/+@:/(1)(<Q,9)+’#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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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之初#银行相对于存款人处于绝对优

势地位#再加上 政 府 对 银 行 的 干 预 及 其 担 保 措 施 少#同 时 存 款 人 素 质 较 高#
其挤兑行为对银行的威胁较大#因此有必要实施传统的存款保险制度#来保

障存款人利益的同时#保障银行的安全%但是#新兴的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

体系和银行体系中#并没有完全实现政府干预的退出#政府的监管对银行行

为还存在相当大的影响力’同时这些国家多数银行资产质量较差(高素质存

款人较少(市场约束机制不完善(存在政府的担保等问题%银行危机的发生

更多的是基于 银 行 质 量 普 遍 不 高#对 风 险 的 免 疫 能 力 较 差#易 于 受 到 传 染%
同时#在转型过程中银行对经济体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相对于银行的安全#
存款人的利益处于一种次重 要 的 位 置’当 然#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存 款 人 !特 别 是

中小存款人"的利益就无法得 到 保 障’在 经 济 转 型 过 程 中#政 府 的 作 用 是 缓

慢退出的#政府的担保也将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并逐步弱化%鉴于转型经济

体中存款人(政府和银行的特殊性#本文认为适用于欠发达国家的存款保险

制度应首先在 保 障 银 行 体 系 的 有 效 性 的 基 础 上#保 障 存 款 人 的 利 益%从 而#
在政府行为的有效退出过程中#保障银行体系的安全%

在发达国家#由 于 存 款 人 的 素 质 比 较 高#他 们 在 信 息 搜 集 与 分 析 能 力(
对银行风险程度的识别能力和对银行的谈判能力等方面强于发展中国家#因

此存款人的不恰当行为更容易导致挤兑的发生’同时银行体系本身的资产质

量(风险监管与 控 制 能 力 等 方 面 较 强#传 统 的 存 款 保 险 制 度 的 净 效 用 更 大%
但是#在发展中 国 家 和 欠 发 达 国 家#存 款 者 不 具 备 对 银 行 的 风 险 分 析 能 力#
挤兑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同时其银行体系发展相对不成熟#利润率比较

低#对风险的监管控制能力相对较差#管理者素质层次低#容易发生银行行

为的异化’尽管这些国家挤兑发生的概率较小#但由于欠发达国家存款人的

特性和 ,低素质-"#单个挤兑发生的溢出效应巨大#会带 来 系 统 性 的 银 行 危

机%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多采取政府担保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

来保障银行体系和存款人的安全’但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存在更为严重的道德

风险问题#而且会滞后银行体系的发展#往往为获得银行体系的稳定而支付

更高的成本 !曹元涛##$$C"%因此#如何取代隐性存款保险制度#降低欠发

达国家在维护银行稳定时所产生的道德风险#是构建适用于欠发达国家的存

款保险制度的难题%

" 欠发达国家存款人的特性表现在&银行账户数目多#单账户存款额度少#家庭银行存款占可支配收入比

例大等’,低素质-表现在对银行信息搜集能力(识别能力差#存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等’这些都 导

致在欠发达国家的挤兑的溢出效应较发达国家更大%

存款保险制度与之俱来的道德风险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存款保险计

划作为一种对银行追逐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制度约束的变化%传统的存款保险

计划是基于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与存款人效用的最大化#这其中缺乏对银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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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考察’银行行为在传统的存款保险制度中只是一个社会效用函数的约束

式’这样就出现了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与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之间的矛盾#而

存款保险制度则正好从监管和成本上扩大了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为

银行行为异化提供了可能性#存款保险制度就无法达到其应有的功效#由存

款人引发银行危 机 的 可 能 性 减 小 的 同 时#带 来 了 银 行 自 身 不 稳 定 性 的 增 强%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未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下由存款人的行为所引发的银

行危机往往是迅速而且成本巨大的#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后#其对银行行为的

异化的所造成的 损 失 不 一 定 会 小 于 前 者 的 风 险#尤 其 是 在 转 型 经 济 体 国 家#
还带来了监管成本的上升%如何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论述的银行导向的存款保 险 体 系 !H)(F@80’2(12<L2X,R’1‘(R/0)(+2
Q+&2-2#以下简称H8L‘Q"是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我们力图结合欠发达国

家政府(银行和存款人特征的基础上来避免道德风险%H8L‘Q能够有效切断

多条存款保险扭曲银行行为的途径#是解决道德风险问题的新尝试%下文第

二节讨论H8L‘Q的具体特征#并提出了最优存款保险费率(最优存款保险覆

盖范围和最优投保存款种类安排的决定方法%

三!基于银行效用最大化的存款保险制度

!一"H8L‘Q的定义与特征描述

H8L‘Q并不是一种全新的存款保险制度#而是继承了传统的存款保险制

度的实施框架#从银行角度来研究存款保险体系%与其他存款保险制度类似#

H8L‘Q致力于提供一种制度安排#在首先保障银行的有效运行下来保证存款

人的利益#减少 挤 兑 的 发 生’最 大 可 能 地 割 断 道 德 风 险 作 用 于 银 行 的 途 径’

H8L‘Q的目标不同于传统的存款 保 险 制 度%H8L‘Q的 设 定 对 象 为 单 个 银 行#
以单个银行的行为最优化为基础#保证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H8L‘Q作为

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主要特征如下&

"6部分存款保险制度

银行存款分为两部分#第 一 部 分 存 款 受 到 存 款 保 险 制 度 的 保 护#第 二

部分存款不受存款 保 险 制 度 的 保 护%第 一 部 分 受 保 护 的 存 款 只 能 获 得 等 额

利息#且利息率在 银 行 体 系 中 无 差 异’对 于 第 二 部 分#存 款 人 则 可 以 为 承

担的额外风险收取 风 险 溢 价%由 于 不 受 覆 盖 的 存 款 人 将 会 在 银 行 的 破 产 中

遭受损失#此类存款 人 有 两 种 选 择 来 规 避 损 失&变 更 存 款 银 行 和 索 取 更 高

的存款利率#通过这 两 种 方 式 对 银 行 施 加 约 束%导 致 高 风 险 银 行 负 债 成 本

提升和存款数量 减 少#逼 迫 高 风 险 银 行 改 善 银 行 的 风 险 状 况#从 而 有 效 保

证市场约束的效用%
然而#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带来道德风险的同时#也严重弱化了 市 场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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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对银行的约束作用%理论文献和经验性研究#表明传统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实

施降低了市场定律的约束力%市场定律的效用依赖于存款人的特性#而存款

人行为的有效性和可能性与存款人的素质有很大关系%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

国家的存款账户多(单账户存款余额小#中小存款人素质有限#难以对银行

的风险进行鉴别和跟踪#更多的是采取 ,搭便车-行为%在这些国家#往往

单账户存款较多 的 存 款 人 具 有 较 高 的 素 质#具 有 一 定 的 对 银 行 的 谈 判 能 力#
可以完成对银行的监督%部分存款保险制度的目的就是有效区分这两种存款

人#尽可能地保证市场定律的有效性%可见#这种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更具有

效性%H8L‘Q保存了传统的存款保险制度对存款进行限额设定和种类设定的

安排#通过这种方式完成对两种层次的存款人的分离%

# 见H20>20!"AAC"#H02;20)(<],(<R+&2)(!"AAM"#Y)()()(<Y)(;2+F!"ADD"#%)0>’33!"ADA"#I)-2R
!"ADB"#等等%

#6H8L‘Q是基于单个银行的行为#而非整个银行体系

每家银行所要求的保险费率不同#单个银行根据本身的特征求解最优化

的保险费率%同时#最优的保险范围是适时调整的#投保存款种类依据最优

存款保险种类确定%

O6银行必须揭示过去期的信息#并公开监管机构对其的评级状况

为保证存款者对银行风险的预期#银行被要求披露过去期投资的风险状

况(收益状况和相应的资产负债状况’H8L‘Q并不要求银行对未来期的投资

计划和投资的风险状况做出估计与分析#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银行多

不具备这种能力%

M6H8L‘Q最大的特点就是基于银行效用最大化的保险费率和保险范围的

计算

与传统的存款 保 险 制 度 不 同#在 具 体 的 存 款 保 险 计 划 的 实 施 方 面#H8@
L‘Q强调保险范围(保险费率(投保 存 款 种 类 和 存 款 保 险 限 额 之 间 的 先 后 顺

序%这也是保证银行的效用优先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保证了银行的行为不

会受到异化#道德风险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另一方面#基于风险的保

险费率则保障了银行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有利于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

H8L‘Q强调先制定最优的存款保险总量#然后根据总量来分配存款保险

的限额和投保存款种类安排’而且最优的存款保险总量是适时调节的%这样

就以通过银行的行为避免当银行危机来临时#大额存款者就有可能通过分散

化的储蓄来规避风险#从而带来市场约束的无效的问题%然而#当危机来临

时#合格的投保存款账户存款总额大于最优的存款保险总量时#银行要在不

同的账户之间进 行 取 舍#这 就 需 要 银 行 建 立 针 对 每 个 账 户 的 信 息 分 析 系 统#
监控每个账户的设立时间和存款剩余额度的变化#构建存款人的信息库#保

证账户设立时间长(存款数额长期变化不大的存款人优先受到保护#审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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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设立的存款账户加入投保存款种类#尤其是在危机来临时#以便有效地

恢复市场约束的有效性%

C6同‘]V的=2?)5)2?@K)<2&等官员所倡导的建立市场导向的存款保险

计划O相同#H8L‘Q强调非受保存款利率无上限

O ]8L‘Q#])0F21@,0’2(12<L2X,R’1‘(R/0)(+2Q+&2-2的简称#见5)2?@K)<2&#a’2)(<K,3’!#$$#"%
M 存款利率上升#如果贷款利率保持不变#则银行的利润率下降#银行股东及政府方面的监管会加强%如

果银行保持利润率不变#即存贷利差 不 变#则 银 行 贷 款 的 风 险 就 被 过 度 放 大#为 保 持 风 险 与 收 益 对 称 原

则#银行必然继续增加贷款利率#从而导致利差增大%
C 本文的建模思想基于 0̂,XX)(<52R)3)!#$$M"的金融安全网和道德风险的 程 式 化 模 型#融 合 了 ])1@
/12R)(<5’b2R!"AAC"(̂2((,112)(<W432!"AA""的观点%

银行的存款竞争行为会导致其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投资于高风险项目#给

定第二类存款利率无上限#就 可 以 约 束 银 行 这 种 ,自 杀 式-的 行 为%这 主 要

是H8L‘Q的保险费率是基于银行风险#不同银行保险费率计算的一个重要变

量就是银行的存贷利差#高利率吸收存款会带来利差的增大M#从而支付高的

存款保险费用#减弱银行过度竞争的动机%同时#H8L‘Q要求政府配套相应

的银行资本监管要求#并将监管标准与单个银行的投资风险(利润率等指标

相挂钩#进一步地降低银行的不稳定过度竞争%

!6H8L‘Q的实施必须有政府基于稳定银行体系的配套监管措施

为稳定银行体系#存款保险机构必须对存贷利差大(评级低的高 风 险 银

行设立更为严格的资本要求和其他监管措施%当银行发生损失时#这些措施

将保证银行有更多的资本作为缓冲%对不同银行的资本要求需要根据银行的

利差(评级等因素定期调整%

B6H8L‘Q对于商业银行应该自愿与强制参加相结合

H8L‘Q是一个以银行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存款保险制度%原则上#一个

银行可以基于其自身的负债结构(风险管理状况以及银行资产条件来决定是

否加入H8L‘Q%相对于传统的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的实施成本已经实现了一

定程度的降低#这决 定 了 银 行 加 入H8L‘Q的 积 极 性%由 于H8L‘Q的 实 施 对

象为欠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部分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对国家的担保仍

然存在相当大 的 依 赖 性#此 时 就 需 要 政 府 通 过 行 政 指 令 来 保 证H8L‘Q的 实

施%对于不存在依赖性的银行#如果不参加H8L‘Q#要维持原有的存款量和

从参加H8L‘Q的银行中获得新存款人#就必须实现其限额下存款利率高于受

保存款利率和限额上存款保险利率高于非受保存款利率’这就意味着银行的

负债成本上升%因此#理性的银行必然选择加入H8L‘Q%

!二"最优存款保险范围总量确定C

H8L‘Q认为在存款保险费率(存款保险覆盖范围和存款保险种类安排的

决定上#存款保险范围首先被决定%在最优的存款保险范围的决定中#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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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率作 为 一 个 变 量 加 入 其 中%具 体 而 言#最 优 存 款 保 险 范 围 的 决 定 方

法为&
假定在未实行银行导向的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3的负债行为和投资行为

间隔离散#银行的预期收益为零时挤兑发生%存款人为风险规避者#其所要

求的利率水平为:3"’银行风险中立’"期银行将K3"单位的放贷资金收回#银

行监管贷 款 的 努 力 水 平 为 83"3!$#""#为 此 银 行 需 要 付 出 的 监 管 成 本 为

a!83""#其中#a5!83""*$#ak!83""*$’设贷款人使用贷款经营项目的成功

概率为63"#63"服从S!*"分布#63"反映了银行的投资风险的大小%

"(银行行为描述

银行贷款的成功收回水平取决于银行对贷款的监管水平83"(借款人投资

项目的风险水平63"和银行及时发现借款人不能清偿贷款后对项目清算的剩余

收益水平"3"!%设银 行 仅 在 对 贷 款 的 监 管 缺 位 且 借 款 人 的 投 资 项 目 彻 底 失 败

时#银行贷款收回为$#此贷款对应五级分类法中的可疑和损失#出现的概率

为!"[83""!"[63""%银行在选择一定的监管水平且借款人的投资失败前对借

款人项目进行清算#可获得清算的剩余收益"3"K3"#对应于五级分类法中的关

注和次级#此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为83"!"[63""’当银行在选择一定的监管水

平并且借款人投资成功时#银行获得贷款和利息>&3"ZK3"!"\:&3""#对应于五

级分类法中的正常#此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为63"’即&

银行的预期收益>3" #

$ 以概率!"’83""!"’63""

"3"K3" 以概率83"!"’63""

>&3" #K3"!"+:&3"" 以概率6
&

’

( 3"

(

!"3"在本模型中为外生变量#取决于银行在贷款出现问题后#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投资项目的质量状况(有

无抵押等%

由假设知#仅在银行的预期收益为$时#存款者发生挤 兑#导 致 银 行 倒

闭’故在本模型中银行倒闭的概率为-3"Z!"[83""!"[63""%银行倒闭的风险

与银行的贷款监管水平成反比#与银行的投资风险成正比%银行的平均预期

收益为&

2!>3""# !"’83""!"’63"""$+83"!"’63""""3"K3"+63"K3"!"+:
&
3""(!""

现假定银行3的风险监管成本为a!83"ZK38+3’
03(a!83"
03(83

Z+#+*"#代

表监管的成本弹 性 的 大 小’银 行 对 贷 款 实 行 风 险 加 成 定 价 和 成 本 加 成 定 价#
有&:&3Z[%3,>!63"\P8+3#其中#%为风险加成系数#P为成本加成系数%

由于#0:
&
3

063%$
#0

#:&3
06#3

*$#说明随着63 的降低#银行收取的利息增加#同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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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幅度越来越大’0:
&
3

083*
$#0

#:&3
08#3

*$#说明随着监管水平的提高#银行的利

息收入增加#但是随着监管水平的提升#银行的监管成本增加越来越快%由

此可知#贷款监 管 水 平 与 银 行 的 利 润 水 平 成 正 比#借 款 人 的 风 险 水 平 越 大#
银行的收益越大%

#(存款者行为描述

因为存款者为风险规避者#银行未加入H8L‘Q时#存款者面临银行的投

资风险’存款者对其承担的风险收取一定的风险报酬%本模型假定存款者要

求的存款利率为无风险利率:$ 和相对于银行特殊风险的风险报酬之和’又由

于存款者在进行存款时#只能观察到银行本期以前的投资风险水平#故假定

本期存款者所要求的风险报酬水平为银行本期以前风险报酬水平的加权平均

值:3B与无风险利率:$ 的差!:3[:$"’!:3[:$"取决于存款者对风险的厌恶程

度和银行前期的投资风险水平’银行前期的投资风险水平越大#!:3[:$"值越

大%同时#由于银行本期投资风险取决于本期的银行贷款监管水平83"#假定

在未实行H8L‘Q下#存款者的收益水平为&

:3" #:$+!"’83""!:3’:$"( !#"

该式表明在未实行H8L‘Q下#银行本期的贷款监管水平越高#存款者要

求的存款利率越低’同时#银行前期的投资风险水平越大#存款者要求的风

险报酬水平越高%

B:"Z!"[":"["\!"[#:"[#\!"[O:"[O\8\!":"’其中!服从?!""分 布#?!""描 述 存 款 人 对 各 期 银 行 风 险

与当期银行风险的相关性#相关性越高#!越大%

在实行非完全的H8L‘Q下#存款分为投保的存款数量!" 和未投保存款数

量 !"[!""%投保存款因为其不再承担任何风险#故银行支付的存款利息为无

风险利率:$’但是#未投保存款则仍然面对银行投资的不确定性#其要求的

存款利率为:3"Z:$\!"[83""!:3[:$"%

O(基于银行自身风险的最优存款保险覆盖范围

本文假定存款保险费率在当期保持不变#银行为加入H8L‘Q付的保险费

用为投保存款的一定比例#设为’"%则在实行H8L‘Q下#银行的净收益为&

X3" #83"!"’63"""3"K3"+63"K3"!"’%3,>!63""+P8+3""’K3"8+3"
’K3"!"’!""/"+:$+!"’83""!:3"’:$"0

’K3"!!"+:$"’!"’"K3"# !O"

对X3 求最大化#由一阶条件
0X3"
083"

Z$#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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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 !"’63"""3"+!"’!""!:3"’:$"

+!"’63"P ""

"
+’"

( !M"

在实行H8L‘Q下#银行最优的贷款监管水平取决于银行投资的风险水平

63(不良贷款 的 清 算 收 益"3(存 款 保 险 的 范 围!和 存 款 者 索 取 的 风 险 报 酬

!:3[:$"%不良贷款的清算收益越大#银行最优的贷款监管水平越大’银行投

资的风险与银行 的 贷 款 监 管 水 平 成 正 比’存 款 者 要 求 的 风 险 报 酬 水 平 越 大#
银行越会提升自己的贷款监管水平#以增加自己的利润%单个银行的存款保

险覆盖范围 越 大#银 行 的 贷 款 监 管 水 平 越 低’这 反 映 了 实 施H8L‘Q的 机 会

成本%
由前文知#银行倒闭的概率为&

-3" ## " !’ !"’63"""+!"’!""!:3"’:$"
+!"’63"P ""

"
+’ $" !"’63""# !C"

则银行的倒闭概率是银行投资的风险水平63"(不良贷款的清算收益"3"(存款

保险的范围!" 和存款者索取的风险报酬!:3"[:$"的函数%

D 2"/630为存款保险公司在"["期对"期银行的风险水平的预测结果%

存款保险机构每隔一段时期将调整对不同银行保险覆盖范围的设定’在

调整时刻#存款保险公司对银行下一期的投资风险做出预测#为2"/630D#同

时根据预测对银行的存款保险的总量范围做出调整%同时#公众受信息搜集

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限制#对银行的投资行为无预期#只能根据以往银行的投

资行为来判断风险的报酬水平!:3[:$"的大小%所以#非完全的H8L‘Q不能

完全消除银行倒闭的风险#而只能将银行的倒闭风险降低到一定范围内%本

文假定银行3加入H8L‘Q#使自身倒闭的概率降为33%则&

33"# !"’83""!"’2"/630"

## " !’ !"’2"/630""+!"’!""!:3"’:$"
+!"’2"/630P ""

"
+’ $" !"’2"/630"#!!"

从而#

!" #"
!

’
" #’ 33"

"’2"/63 $"0

!+’""

+!"’2"/630P"’!"’2"/630""

!:3"’:$"
#!B"

因此#最优H8L‘Q的投保范围与银行本期投资风险2"/630(银行累积的风险

水平!:3"[:$"及银行对加入H8L‘Q后的倒闭风险的预期33"有关%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关于H8L‘Q的存款保险范围的三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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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B!H8L‘Q覆盖范围对贷款监管水平的敏感性不大#但H8L‘Q覆盖

范围和银行的贷款监管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负相关关系%

取"Z$#有&

3(83" #
"

+’ !" 3(!"’!""+ #3( :3"’:$
+!"’63"P $"" # !D"

故有&

03(83"
03(!"’!""

# "
+’"

# !"$"

即&H8L‘Q覆盖 范 围 的 贷 款 监 管 成 本 弹 性 为 "
+["

%一 般 而 言#+/##故 有

03(83"
03(!"[!""

%"#H8L‘Q覆盖范围对贷款监管水平的敏感性取决于监管的成本

弹性+的大小#且总体敏感性不大%但H8L‘Q覆盖范围和银行的贷款监管水

平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负相关关系%这说明H8L‘Q的覆盖范围越大#由于

H8L‘Q对银行 监 管 水 平 的 弱 化 越 大#此 时 银 行 的 道 德 风 险 也 就 越 大%尽 管

H8L‘Q在制度设计上#对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规避#但是仍

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银行内部道德风险的增加%这就需要在H8L‘Q的实施过

程中#政府需要针对不同的银行加强监管#尽量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

命题C!是否应该实施完全的H8L‘Q#主要取决于 存 款 保 险 机 构 对 银 行

未来期投资经营风险的预期#而与银行过去期的投资经营风险无关%是否退

出H8L‘Q#主要取决于银行投资的前期风险和下期的投资风险#任何一期投

资风险过大都会导致H8L‘Q的失效’

为便于分析#简化模型#取+Z##PZ"#则

f!#"’
!#’""!"’2"/630"’#33"

!:3"’:$"
#
!#’""!2"/630’""+#33"

!:3"’:$"
+"(

!"""

由上式知#银行 可 以 容 忍 的 倒 闭 概 率 越 大#最 优 的H8L‘Q覆 盖 范 围 越

大%这主要是因为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的约束力有限#H8L‘Q没有显著地将

银行倒闭概率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H8L‘Q若达到预期效果#必然会

加大存款保险的覆盖范围%下一期银行经营的风险越大#H8L‘Q的覆盖范围

越小’但前期银行的经营风险与下一期银行存款保险的覆盖范围成反比%

当2"/630Z
#!"[33""["
#["

时#f!Z"#此时实行的为完全的H8L‘Q#H8L‘Q

保护银行体系内的所有存款%由此可知#"$$E的H8L‘Q并不取决于银行前期的

经营风险#只与银行下期的投资风险有关#因此#"$$E的H8L‘Q是 ,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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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3 往往取值很小#所以只有在存款保险机构预期银行的投资风险相当稳定

时#才能够 采 取 完 全 的H8L‘Q%当2"!63"Z
#!"[33""["[!:[:$"

#["
时#H8L‘Q

无效%而是否应该采取H8L‘Q则主要取决于银行投资的前期风险和下期的投资

风险#任何一期的投资风险过大#都会造成H8L‘Q的失效%因此#银行投资风

险的平稳性对于H8L‘Q的实施有重要意义%

命题D!最优的H8L‘Q的覆盖范围取决于过去期银行风险和未来期银行

风险’与过去期银行的投资风险呈正相关关系#与未来期银行的风险呈负相

关关系’但为保证H8L‘Q的有效性#过去期银行的风险和未来期银行的风险

差异不能太大%

本模型的外生 变 量 基 于 经 验#取 如 下 的 基 准 参 数 值&33"Z$($C#+Z##

PZ"($C#"3"Z$(C#:$Z$’此时#不同的未来期和过去期风险下#H8L‘Q的

最优覆盖范围见表"%

表"!存款保险制度的最优覆盖范围表

2"/630
!:3[:$"! !

$6A$ $6DC $6D$ $6BC $6B$ $6!C $6!$

$6"$ AC6$$E O"6B$E 7J 7J 7J 7J 7J

$6"C A!6B$E CM6MBE !6!BE 7J 7J 7J 7J

$6#$ AB6C$E !C6DCE O$6$$E 7J 7J 7J 7J

$6#C AD6$$E B#6!DE MM6$$E "M6$$E 7J 7J 7J

$6O$ AD6O$E BB6#OE CO6O$E #D6O$E #6BBE 7J 7J

$6OC AD6CBE D$6M$E !$6$$E OD6!$E "!6!!E 7J 7J

$6M$ AD6BCE D#6AOE !C6$$E M!6#CE #B6BCE B6BCE 7J

$6MC AD6DAE DM6D"E !D6DAE C#6#$E OC6"AE "B6AME $6C!E

$6C$ AA6$$E D!6OME B#6$$E CB6$$E M"6!!E #!6#$E "$6C$E

通过表"可以看出#每一期银行的最优的保险覆盖范围是上期银行风险

水平的增函数#与本期的风险水平呈负相关%本期较上期银行风险有所改善

会大幅度提高存款保险可承保的范围’但是本期较上期的投资风险恶化则会

大幅度降低可承保的范围%此结论与前边的分析相符%表"中 7J表示前期

风险和风险预期相差较大#此时存款保险制度失效%

!三"H8L‘Q最优存款保险费率决定

对于风险调节的存款保险费率的计算方法#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得出 了 一 系 列 的 计 算 方 法 !]201,(#"ABB’J+&)04))(<L024G/R#"ADA’

:20G0’<2()(<=,+&21#"AAO’5)2?@K)<2&21)36##$$#"’本文基于8?4’3<’0’-
!#$$C"的模型#对基于银行效用的存款保险费率进行最优化求解%

为了公平和避免银行间的交叉补贴#保险费必须是经过风险调 节 的%但



第"期 范小云(曹元涛&银行导向的存款保险体系 "DO!!

是银行的资产的风险状况一般难以测算#H8L‘Q主张使用非保险存款的存款

利率与贷款 利 率 的 差 来 作 为 测 度 银 行 风 险 状 况 的 指 标’此 指 标 易 于 测 算 和

观察%
在存款保险制 度 建 立 后#为 了 银 行 增 加 其 资 产 风 险 所 带 来 的 有 害 影 响#

必须对银行 的 保 险 费 率 做 出 定 期 的 调 整%H8L‘Q中 存 款 保 险 费 率 的 决 定 公

式为&

’
3
"+" #’+5"!)

3
""+5#!2

3
""# !"#"

其中&

)3" #4)3"+!"’83""!"’63""#

23" #>3&"’>3K"(

)3"3/$#"0表示在"期#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4)3" 代表独立于借贷过程的

银行贷款损失率’!"[83""!"[63""则表示"期由于银行行为而导致的银行贷款

的损失概率%05"
0)3"
*$表示"期 银 行 的 不 良 贷 款 数 目 增 加#则 风 险 程 度 增 加#

"\"期的存款保险费率增加%23"Z>3&"[>3K"#表示3银行未来期的银行风险状

况#!>3&"[>3K""越大则表示未来期的银行风 险 状 况 增 加#"\"期 的 存 款 保 险

费率增加#即&05#
023"
*$%

为什么存贷利差可以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这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和证明&

=,h)R@Q/)02?!#$$""的研究表 明 存 款 利 率(贷 款 利 率 和 贷 款 的 增 长 率 能 很

好地预测银行问题’],0>)()(<JR&+0)G1!#$$O"给 出 了 如 何 使 用 贷 款 利 率

来估测银行未来风险%这些文献都为使用存贷利差来估测银行的未来期风险

从而决定银行的风险费率提供了理论支持%一般认为#如果银行的竞争程度

增加#必然会带来存款利率的上升#其次#如果保持存贷利差不变#则 此 时

的贷款利率也增加相同比例#但此时的贷款利率所面对的风险就会增大#为

保持银行风险与收益等价的原则#贷款利率上升#存贷利差自然增大#银行

的未来贷款损失率加大#从而预测了银行的风险状况%由于本文假定受保险

的存款对银 行 无 谈 判 权#其 在 存 款 保 险 费 率 的 决 定 上#这 部 分 费 率 并 没 有

反应%
这样"期的变量就可以决定"\"期的银行保险费率#从而进一步可以得

出银行"\"期的最优保险范围#依此循环#实现银行导向的存款保险制度的

延续%

!四"投保存款保险种类安排的经验性研究

在确定了最优H8L‘Q覆盖范围后#投保存款有一个最优的总量水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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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就需要在最优的总量水平下设定H8L‘Q存款的

种类和投保额度%如何确定各类存款的投保比例涉及三个问题&投保存款种

类的确定(投保存款限额的确定和投保存款承保额度的确定%

H8L‘Q目标之一就是保护中小存款者的利益#因此自然人一定额度的存

款和公司一定额度的存款都将包括其中’同时#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储蓄

存款的全部#公司存款的大部都将包括其中%但流动速度快的银行同业间存

款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款以及存在不可预期风险的以外币计价的存款往往被排

除在投保存款的范围#政府存款也因其特殊性被排除在外%投保存款种类的

重要性在于银行挤兑风险的发生很大部分取决于 ,羊群效应-#中小存款者复

制大存款者或者 其 他 中 小 存 款 者 的 行 动#是 造 成 挤 兑 风 潮 迅 速 扩 展 的 原 因%
割断中小存款者和大存款 者 之 间 的 联 系#防 止 ,羊 群 效 应-的 发 生#一 个 重

要的方式就是增加中小存款者的存款安全程度%中小存款者的存款方式的多

样化导致H8L‘Q也必须扩大投保存款的种类’同时#H8L‘Q的另一目标就是

保护信息缺乏者和 ,劣势存 款 者-的 利 益#因 此 作 为 ,优 势 存 款 者-的 政 府

存款和金融机构存款往往被排除在外%
中小存款者的存款额度较小决定了H8L‘Q的承保限额也将较小#这将有

助于在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和由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产生的银行道德风险

的增加之间达成平衡%投保存款承保额度的确定则是在对投保种类和保险限

额的改进#以在适当降低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的情况下#更大程度地降低

存款保险实施的负面效应%对于H8L‘Q存款保险的具体限额水平及种类安排

上#应根据传统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经验来确定%各国在制定存款保险的

保险范围时#多参考其他国家对保险范围和结合本国的经济(金融状况进行

设定%A受保的存款保险种类一般包括&本币活期存款(储蓄存款(定期存款#
有些国家会将外币存款包括其中%但一般而言#各国的保险制度都至少将个

人储蓄存款包括在其中%

A 欧洲国家所有的存款保险计划都将银行同业间存款排除在外’对于其他金融机构存款#"#个国家将其

全部排除在外#"个将除公共投资机构存款以外的存款排除在外#O个将除养老金存款(存款保险公 司 和

共同投资存款以外的存款排除在外’公共部门存款则有将近一半的国家将其排除在外#部分国家将以 非

欧洲经济区国家计价的存款排除在外%奥地利(比利时和德国将一部分大中型公司存款排除在存款保险

范围之外%受保的存款限额方面差异性较小#大部分国家依据经验将其设定为#$$$$欧元%

H8L‘Q不同于传统的存款保险制度在于强调在存款保险范围总量确定后

再来设定存款保险的种类安排和限额%这样可以在保障银行的行为不发生异

化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护中小存款者的利益#发挥优势存款者的监督功能%

四!结!!论

H8L‘Q在保障银行利益的前提下#来完成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银行的



第"期 范小云(曹元涛&银行导向的存款保险体系 "DC!!

道德风险得到了 有 效 的 约 束#对 中 小 存 款 者 的 保 护 也 得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实 现%
但是H8L‘Q的首要目标不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决定了其只能作为一种

向传统的存款保险制度过渡的制度安排%在过渡期间内#H8L‘Q可以有效地

保障银行体系的有效运行#避免直接实施传统的存款保险制度带来的银行功

能的弱化%
同时#H8L‘Q也是为欠发达国家量身定做的一种存款保险体系#一方面

它照顾到了银行 体 系 对 于 这 些 国 家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作 用#银 行 的 地 位 较 高#
重在监管的传统存款保险体系可能会抑制银行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结合

这些国家存款人的特性#H8L‘Q提出了特色的存款保险计划安排#初步构建

了H8L‘Q的实施框架%
总体而言#H8L‘Q兼具传统的存款 保 险 体 系 与 ]8L‘Q的 特 点#作 为 一

种新型的存款保险 计 划#是 在 解 决 道 德 风 险 和 保 护 存 款 者 利 益 冲 突 的 基 础

上#对构建适合欠发 达 国 家 政 府(银 行 和 存 款 人 特 征 的 存 款 保 险 制 度 的 一

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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