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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银行合作竞争的意义及策略选择

      黄燕君，应
(浙江大学金融学系，浙江 310027

    〔摘 要〕合作竞争作为一种新的竞争方式，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意义不像其他国际银行那样是获取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而主要是增强竞争有效性，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从而提升我国银行

整体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进而提高银行经营效益。选择适当的国际战略合作伙伴以及力争在合作竞

争组织中获取最大经济利益，是我国银行合作竞争的策略选择重点。前者可以在“3C”原则基础上运用

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比较确定，后者可以综合考虑现有理论提出的多劳多得、风险补偿和效用最大三

个原则及其模型，运用改进的群体重心模型来确定体现公平原则的最优收益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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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市场竞争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消灭竞争对手

为目的的传统对抗性竞争的缺陷日渐明显，由此推动了竞争理论与实践钓创新。20世纪90年代

中期以来，合作竞争的思想在西方理论文献中大量出现，并很快被包括银行在内的众多企业付诸实

践。至今方兴未艾的以“强强联合”、“跨国兼并”为显著特征的国际银行业新一轮的购并、重组，便

是国际银行业变对抗性竞争为合作性竞争的重大战略性调整。

    中国作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WTO成员国，已完全置身于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大潮之中。根据

加人WTO的有关协议，到2006年年底，中国银行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将在中国享受国民待

遇。我国银行业不仅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竞争形势，而且将直接面对外资银行在国内金融市

场上的竞争。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如何应对国内外竞争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以在更加激烈复杂的

世界金融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合作竞争对提升我

国银行整体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选择适当的合作竞争策略则能提高合作竞
争的效力。

一、我国商业银行进行合作竞争的意义

    合作竞争是合作与竞争的动态结合，有别于传统竞争非赢即输的零和博弈，甚至两败俱伤的负

和博弈，合作竞争是企业为了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而在业务、技术、组织制度等方面与竞争对手合

作，形成正和博弈，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结果。也即是说，传统竞争是多家企业争抢一块“蛋糕”，合作

竞争是多家企业共同想方设法将“蛋糕”做大后再进行分割〔11(P.3) [2](P.2)。做大“蛋糕”恰是合作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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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意义所在。那么，合作竞争何以能做大“蛋糕”呢?理论界分析较多的是，合作竞争可以通过组织

边界的衍生，在短时期内迅速扩大银行规模，突破银行自身在经济实力、资本积累速度和经营范围等方面

的制约，有效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对国际银行业的并购研究表明[[3][41(pp.103 - 105,pp.135 - 194)r
银行通过并购所实现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有效增强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当一家

银行资产规模达到100-250亿美元时，可获得相当于其20%成本的规模经济效益。尤其是中小银

行，由于其远在相对经济的规模以下，市场份额开拓空间较大，规模扩张后的收益增加更为明显。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已具相当规模，且在2003年均进人按核心资本额排列的世界前40家最大

银行。而且我国银行业的集中程度相当高，从表1可见，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

及总资产都占据着绝对多数的市场份额。但四家国有银行的规模经济优势并不明显，其资本回报

率、资产回报率及人均利润率等各项效益指标不仅远落后于世界同等规模银行，甚至远在规模比其

小得多的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下。究其原因，主要是银行垄断所导致的竞争与市场激励不足，抵

减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因此，我国银行进行合作竞争的意义主要不是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而是通过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来增进效益。

表1 我国商业银行市场集中率 CRn指数 单位:%)

年 份
1999

项 目
86.58

63.73

61.32

2000

82.77

63.68

59.20

2001 2003

76.57

60.93

57.57

2002

70.33

65.05

66.87

52.03

48.40

44.36

产

款

款

资

存

贷

(D"CRn指数”:指行业中前几家最大企业的有关数值的行业比重，指标数值越高，说明行业垄断性也越高。其计算方法如下:
                                    ， 全部

          CRn =名X;/艺X;，这里。为四家国有银行，全部银行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
                                          i=1 ‘二1

              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邮政储汇局。
②资料来源:据2000-2002年《中国金融年鉴》及四家国有银行网站上公布的2002年和2003年年报相关数据整理，其中2003

年的数据只包括除中国农业银行外的3家国有银行。

    合作竞争重新塑造了市场竞争主体，改变了银行竞争的结构和范围，从而促进竞争并提高了竞

争的有效性。首先，由于选择银行联盟较大的自由度以及建立联盟的相对较低的进入成本，各银行

对合作伙伴的争夺会相当激烈。欲参与国际银行业的合作竞争，我国各家银行既要想方设法寻找

满意的合作伙伴，又要积极努力改善自身经营状况，树立良好形象，以增强对合作伙伴的吸引力。

这将有效激活我国银行间的市场竞争，打破原有的银行垄断格局;其次，银行合作伙伴之间也存在

着很强的竞争关系，如对合作组织领导权的争夺以及扩大自己在合作组织中的影响力的竞争，并呈

现出动态发展态势，各银行的相对地位在竞争中不断发生变化，促使各银行以始终不懈的精神参与

竞争。而这一点正是目前中国的银行十分缺乏但又相当需要的;最后，即使在成功的合作竞争组织

中，也存在着利益分配方面的矛盾和竞争，而谈判能力和要价能力的高低与银行自身的资源察赋、

核心竞争优势等密切相关，这也促使我国银行在合作竞争中不断改革创新，以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和

谈判筹码，获取更多的合作利益。

    合作竞争还可以通过建立介于企业与市场间的准市场组织降低银行经营成本，提高银行经营

效率。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分析中，将纯粹市场和科层企业看作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相互竞争

和替代的两种制度安排。威廉姆森(Williamson )认为，当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较低时，

市场是有效的协调手段。当这三个变量较高时，企业就会出现。而拉尔森(Picard Larsson)采用新制

度经济学的现代分析方法，建议用“市场、组织间协调和科层企业”的三级制度分析框架来取代“市

场与科层企业”两级制度分析框架。理由是市场交易的外部成本较高，内部化的管理成本较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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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间合作竞争组织作为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准市场组织，通过跨组织的协调和管理，提高

了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较好地克服了纯粹市场形式较高的外部交易成本和纯粹企业科层较高的内

部组织成本之缺陷，从而享受专业化分工和长期合作的收益〔5](P.2)。新制度经济学的现代分析方
法成为现代企业战略合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并得到了实证检验的支撑。鉴于此，银行合作竞争组织

作为一种准市场组织，也能综合利用市场和组织两种机制来协调银行间的交易行为，降低交易费用

和组织管理成本。我国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普遍存在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经营

单位成本较高的问题。通过建立银行间合作竞争的准市场组织，一方面可以将市场组织化，以协议

的方式确定联盟银行间的信用关系、交易程序与交易规则，既规范了银行交易行为，又可使各家银

行在不扩大组织机构、不增加管理成本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业务代理、合作协议、全方位战略合作安

排等组织化确定性优势，节约纯粹市场交易中的相关费用与成本。另一方面，银行通过合作竞争可

以将组织市场化，保持各联盟银行的相对独立性，避免银行一体化组织的激励失灵、信息扭曲和缺

乏竞争等问题，利用市场机制来提高交易效率，从而较好地适应信息化时代将市场竞争和组织管理

一体化运作的要求。此外，随着银行合作竞争的不断深化，合作银行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将不断增

强，从而使合作组织的监督成本下降，合作效率提高。

    合作竞争对于我国银行的意义还在于能增强银行整体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银行的经营过程

是一个多环节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的价值创造过程，是一个价值链。金融资源和金融产品的异质

性，银行的创新能力、管理与市场营销能力的不可交易性等特点，决定了各银行不同的核心竞争

力，任何银行都只是在价值链的某些环节上拥有优势。对于我国多样化的银行体系来说，各银行

之间的资源票赋、关键技术、能力优势等差别较大。国有银行具有资产规模大、经营网点多、客

户资源丰富、业务范围广泛等优点，但经营机制与治理结构较为僵化。股份制银行基本建立了现

代公司治理架构，经营机制相对灵活，历史包袱较轻、资产质量较好，但其资产总量小、业务网

点不足、对国家宏观金融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的研究薄弱。城市商业银行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

规模较小，业务范围受到地域限制，但其熟悉地方经济状况和客户信誉状况，有利于和客户保持

良好的业务关系。中外资银行的互补性则更加明显。中资银行熟悉中国的政策、历史、民俗、文

化，有着相对稳定的客户群和相对垄断的本币业务基础，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和较高的公众信任

度;外资银行则熟悉国际银行业运作规律和国际金融惯例，拥有全新的经营理念和先进的金融技

术，经营管理效率高，风险控制能力较强。这种资源、能力上的差异性强化了合作竞争的可行性

和互利性。通过不同性质的中资银行间及中外资银行间的合作竞争，不仅可以通过资源共享、组

织与业务协整、优势互补、能力范围延伸来提高银行整体竞争力，而且合作伙伴之间通过共同研

发，还可能创造出无法各自独立完成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成果，以此促进银行整个

经营价值链的最大增值。另一方面，中资银行在与外资银行的合作 (如建立知识联盟等)中，在

近距离学习合作伙伴新型经营理念、先进管理模式、优秀企业文化和创新意识等隐性知识的同

时，仍然可以保持相对独立性，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最具相对竞争力的价值创造环节中

集中精力发展核心业务，提高核心竞争力。

二、我国商业银行进行合作竞争的策略选择

    (一)银行战略合作伙伴的选择

    在银行合作竞争中，合作伙伴的选择至关重要。选择适当的合作伙伴，能够促进合作成功，实

现双赢目标，否则可能导致银行丧失关键技术或市场，弱化银行核心竞争优势。国际经验表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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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合作伙伴既要与自身发展战略具有兼容性，又要在业务、产品方面具有异质性，并在资源、技

术、管理与创新能力方面拥有独特优势。我国国有银行在体制、治理结构与运作模式上具有顽固的

同质性，相互组成合作联盟难以起到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之效果。股份制银行相互间组成合作联盟

虽然对提高其自身竞争力及促进金融市场竞争具有积极意义，但毕竟规模太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中国银行的格局与经营状况。今后，我国应将促进中外资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与国际大银行间的

高层次合作作为策略重点，通过国有银行与著名国际银行以资本为纽带的高层次联盟，能够较好地

发挥如前所述的银行合作竞争的各项作用。

    那么，国有银行应该如何选择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呢?根据国际上选择合作伙伴常用的兼容

(compatibility)、能力(capability)和投人(commitment)的“3C”原则(笔者将之作为一级指标)，笔者设计
了若干二级指标，具体构成如表2所示:

表2 选择合作伙伴的指标设计

总体目标 一级指标

兼容性(A)

单排序权重 二级指标 单排序权重

能力(B)

投人(C)

(ID)

  战略目标(Al)

  地域分布(A2)

  经营规模(A3)

  经营理念(A4)

  管理风格(A5)

  企业文化(A6)

银行财务状况(BI)

金融营销能力(B2)

  研发能力 (B3)

经营管理能力(B4)

金融技术优势(B5)

金融人才优势(B6)

  核心资产(C1)

  人力资源(C2)

  合作热情(C3)

  合作时间(C4)

  退出难度(C5)

WA1

WA2

WA3

WA4

WA5

WA6

WB1

WB2

WB3

WB4

WB5

WB6

WC1

WC2

WO

WC4

WC5

合

作

伙

伴

选

择

的

衡

量

指

标

    为了较为准确地反映各项指标对于合作伙伴选择的影响，笔者采用德尔菲法 (即专家咨询

法)来确定各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再根据层次分析法 (AHP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具体

做法如下:根据指标体系递阶层次结构，对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并给出一个计分标准，经专家

分析判断，确定各指标相对重要性比值，建立比较判断矩阵。通过矩阵运算和一致性检验，得到

各指标对上层指标的重要性权值，即层次单排序。计算出各指标的单排序权值后，按照层次结构

自上而下逐层与所对应的上层指标权值进行加权，计算出各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即层次总

排序，进而确定出各指标的权重。下面笔者以此法来确立第一层次 (A, B, C)的权重WA, WB

和WC,假设根据专家咨询结果，可以得到有关A(兼容性)、B(能力)、C(投人)的相对重要

性描述与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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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专家咨询指标相对重要性描述 图2 批标判断矩阵

    根据对角线元素为1、右上三角和左下三角对应元素互为倒数、元素优先次序的传递关系(即:

xii = xik/xik , i小k = 1,2,3且ioj)的三个判断条件可知，该判断矩阵满足完全一致性条件。通过
和积法计算出该判断矩阵的特征根为(0.545,0.273,0.182)，因此，该特征根就是指标A,B,C的权

重，分别记为WA二0. 545, WB = 0. 273, WC二0.182。采用相同的方法，笔者确定二级指标相互间的

权重大小，进而求得二级指标对于总体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二级指标Wii对于总体目标的权重为
IDii = Wi x叭,i= A, B,C,j二1一6(i=A,B时),j=1一5(i=C时)。设立指标体系后，我们就可
以对潜在合作伙伴进行评估。为了使评估更加科学有效，可分为专家评价、董事评价、经理评价和

本单位合作管理部门评价等四个评价小组;对于不同评价小组赋予不同权重;然后对各评价小组的

等级评价赋值量化，从而计算出每个小组的评价分值，进而通过加权求得此合作伙伴的最终评价分

值。在众多潜在的合作伙伴中，得分最高者即是较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二)银行合作竞争中的收益分配方案选择

    银行合作竞争的实质是在金融活动过程中合力把“蛋糕”做大后再进行分割。在做大“蛋糕”的

过程中，合作各方基本上是齐心协力的。但在分割“蛋糕”时，合作各方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和激烈的

竞争。因此，选择合理、公平的收益分配方案，对调动合作各方积极性、保证合作成功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对于缺少国际合作经验的中国银行来说，更要努力探索适当的收益分配方案，争取在合作

竞争中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1.现有合作伙伴收益分配模型比较

    根据合作伙伴各自投人合作组织的资源及其资源的独特性进行收益分配，是最为常见的收益

分配方法，称为基于多劳多得的收益分配模型[61(p.13)，即:
      aili

xi=

    艺aiii
(1)

    (1)式中x‘为银行i的收益，Ii为其投人合作的各种资源，。￡代表资源的贡献系数，其大小取
决于银行核心能力的独特性和相对重要性。a iIi即为经过评估后银行投人合作的实际有效资源。
n为参与合作的银行数，此模型基于多劳多得进行分配，较好地体现了公平原则，但却没有考虑风

险因素和不同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

    为了更好地激励合作积极性，实践中发展了基于风险补偿的收益分配模型L7](p.5)0

    即:xl/R1=x2/R2二一 x,/ R� , R=Aal=(pa)aI,“为风险损失率。和风险发生概率p的乘积，
其数值可由分析相关历史数据和市场预测得出，合作伙伴承担的最大损失即为其投人合作的全部有

效资源，则有:

久is iIi
xi= V(V为合作整体收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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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理性个体参与合作，是为了获取比单干更大的利益。因而收益分配实则为各理性主体利

益争夺的博弈过程，其间需要各成员相互协商或谈判来解决。而且银行对合作收益的预期不同，导

致各利益主体产生效用差异，而满意度差异会极大地影响合作成功与否。基于效用最大的Nash谈

判模型分析了理性人的博弈过程，设U‘为伙伴i的效用函数，谈判起点d=(dl,d2,...dn)，表示各

利益主体愿意接受的分配下限值(即银行运用同样资源单干时所获取的收益)。谈判模型的惟一理

性解是下列规划问题的最优解〔81(P.94)

Max Z=11 (Ui(xi)一Ui (di)) (3)

(3)式必须满足的条件是:参与合作的各银行收益之和既定，i银行参与合作所获得的收益x‘要大

于其运用同样资源单平时所获得的收益di o Nash模型使各利益主体达到最大的满意度，这更加符

合收益分配的现实情况。

    为了实践操作的方便，笔者进一步构建效用函数。假设参与银行风险中立，通过对参与行的标

准测问可得:当收益为二m时，U(X.) =1;当收益为0时，U(0)二0，则其效用函数为:U(x) = x/xm

    2.对基于综合化原则的群体重心模型的改进设计

    上述三个模型虽然各有内在合理性，但却都只考虑了影响收益分配的单一因素，未能注意到合

作伙伴关系的复杂性和具体差异。实际上，不同规模、实力的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是不同的，完全

按照投人资源进行收益分配，会逆向刺激合作伙伴尽量规避风险，产生各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

合作中各种创新活动受阻，合作效益低下。此外，由于不同银行的价值观及其对投资收益效用的评

价存在着较大差异，即使公平的分配方案也会带来各个利益主体的效用差异。收益分配决策影响

因素的多元化，决定了科学合理的收益分配方案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因此，笔者寻求用改

进的群体重心模型来解决上述单一模型的内在缺陷，以为我国银行提供更为合理有效的合作竞争

收益分配选择方案。

    群体重心模型是把上述几种利益分配方案集结成各参与银行可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9](P.11)，这主

要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寻找一种距理想分配方案最近的分配方案集，记为分配向量P=(PI， P21... IPn) I

存在m种利益分配方案，其中第i种方案为Xi=(xil}xi2,...，  Xi.)，1蕊        '-- --Mo

    我们引人效用函数，即用分配方案p与Xi的距离量表示为方案Xi的损失:

              di(p)二[(p，一xi 1 )2十(P2一xi2 )2+·一 (尸。一xin )2,1/2                        (4)
定义群体损失函数为:f(p) = d子(p)+d呈(p)十⋯... + d叙(P). f(妇是个体损失函数平方和，表明

群体对方案P的不满意度。群体决策是选择一个p，使f(川达到最小，即min f(p)o
    群体重心模型综合考虑了影响收益分配的多种因素，结合了单一模型的优势。但对于银行合

作中收益分配考虑的相关因素，如资源、风险和效用，传统群体重心模型赋予了同等的权重，即认为

这些因素对于收益分配的影响程度是完全一样的，而这与现实明显不符。因此，笔者对原有群体重

心模型加以改进，对不同的收益分配方案赋予不同的权重，引人重要度系数。*来体现上述资源、风

险和效用在不同情况下的相对重要性，即。1+c2+c3=1，并结合使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来确

定。、的具体数值。
    改进的群体重心模型使各参与银行的收益分配额与基于资源、风险和效用三原则确定的收益

分配额的差额的平方和最小，而且满足了三原则重要度不同的要求。即:

min f(p)=。;E(，‘一二li)2+c2 (，‘一二2i)2+。。艺(，‘一x3i)2 (5)

(5)式中

分配额。

:p‘表示合作伙伴L在最优分配方案中的分配额，xy表示合作伙伴i在第L种分配方案中的
于是，P‘的求解就变成了求解方程:af/api = 0。解该方程得:Pi = Clxli + C2x2i + C3x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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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合作伙伴收益分配模型的运用

    下面笔者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述合作伙伴收益分配模型的实用意义。假设某合作项目

由3家银行组成，经过专家、3家银行高级管理层等共同评估商议确认，银行 1投人的实际有效资

源折合资金 100万，银行2投人的实际有效资源折合资金80万元，银行3投人的实际有效资源折

合资金70万元。合作后各种有形收益和无形收益总计折合为500万元。

    按照基于多劳多得原则的收益分配方案(1)式得:v 1 = 200万，::二160万，v3=140万
    运用基于风险补偿原则的收益分配方案，并假设通过分析相关历史数据和科学预测，确定3个

伙伴的A值分别为0.7,0.5,0.4，根据(2)式得:VI二254万，::=145万，v3 = 101万
    运用基于效用最大原则的收益分配方案(3)式，并假设3家银行以同样的资源进行单干的收益

为d二(d, , d2, d3)二(165,120,95)，通过进行标准测定法的提问求得3个合作伙伴的二。分别为
(2 d1 ,1. 8d2, 1. 8d3) = (330,216, 171)。则3个伙伴的效用函数分别为:Ul ( x1 ) = x1/330,
U2( x2)=x2/216,   U3(x3)=x3/171，根据(4)式建立模型得:

    max, Z=[(x，一165)/330] x[(x:一120)/216] x[(x3一95)/171]

    XI+x2+x3二500 (di -:‘鉴V, i二1.2.3)

    利用动态规划求得此分式的最优解为:二，二205,x2=160,x3二135
    根据改进的群体重心模型分配方案，结合使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上述三原则的判断

矩阵，然后对矩阵进行求解，可得到上述三原则的重要度系数。假设重要度系数为:

    。=(C,，C2，C3)二(0.59,0.25,0.16)

    则根据上述分析有最优分配方案为:p, = 214万，P:二156万，P3二130万
    可见，改进的群体重心模型分配方案通过确定重要度系数，较好地兼顾了多劳多得、风险补偿

和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体现了合作组织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可供我国银行借鉴运用。需要

强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作伙伴的核心能力及资源独特性会发生变化，加之各参与银行在合

作中的努力程度不同，改进的群体重心模型中的合作整体收益的贡献系数必须进行动态调整。此

外，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合作中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风险承担能力、参与银行的效用满意程

度等也会发生重大改变，在实际运用中，还需要结合外部形势与环境的变化情况，对改进的群体重

心模型进行灵活调整，这样才能保持其合理性。

三、小 结

    综上所述，合作竞争是我国商业银行应对复杂多变的金融形势与竞争环境的重要战略选择。当

前，我国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垄断所导致的竞争与市场激励不足，经营效益低下，因此，我国银行

进行合作竞争的意义，主要不是诸如其他国际银行那样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而是促进竞

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进而增进经营效益。从微观经济主体角度来看，我国银行合作竞争的策略选

择可以按市场原则自主决定是否要进行合作竞争及如何选择合作伙伴。而从提高我国银行整体竞争

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宏观决策角度出发，则应将促进中外资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与国际大银行间的高

层次合作作为合作竞争的重点。在中外资银行合作竞争中，至关重要的是如何选择适当的国际战略

合作伙伴和在合作竞争组织中获取最大经济利益。前者较好的方法是:根据国际上常用的兼容、能力

和投人的“3C”原则细分设计若干二级指标，然后运用德尔菲法来确定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运用层次

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最后通过加权求得合作伙伴的最终评价分值，得分最高者即为较为理想的

合作伙伴。后者可以在综合考虑多劳多得、风险补偿和效用最大三原则的基础上，采用改进的群体重

心模型来确定体现公平原则的银行合作伙伴间的最优收益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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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opetition

                Significance

in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and Strategies

HUANG Yan-jun，YING

(Department of Finance，Zhejiang University，

Juan

Hangzhou 310027，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90s，co-operative competi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industry.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should also take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strategies into serious consideration to meet with challenges of the ever-chang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environment and competition.The significance of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lies in-. changing the

competition pattern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thus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competition by changing the

structure and scope of competition among banks;reducing administrative cost and enhancing banks’operating

efficiency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uasi-market organization; upgrad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through resource sharing,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synergism,  advantage complementing and

capability extending; then at the same time fully exer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individual banks，

concentrating on the core business in which they have the most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value-creation，and

enhanc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As to the strategy of co-operative competi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icroeconomic participant，

each bank is free to decide on whether to apply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strategies and how to choose partners

by following market principles，while from the view of the macroeconomic decision of improving the whole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banks，especially on high level cooperation between state-owned banks and foreign banks.In the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banks，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choose the

appropriat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artners and to gain as much economic benefit as possible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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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competition.The method developed for the former is to design, first of all, some subdivision and，

secondly, some rate indexes according to the three commonly used principles，i.e.compatibility，capability

and commitment.Then decid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ach index by adopting DELPHI method，and work

out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through using AHP method.Finally，figure out the partner’s final evaluation

score，the one with the highest score being the most suitable.As to the latter, an improved group weight model

is developed for benefit allocation，which combines the advantag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more pains more

gains, risk compensation and utility maximization.By using this benefit allocation model，the problem of

distributing the revenue fairly and reasonably among different members of the bank’s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an be solved efficiently.

Key words: co-operative competition;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significance;partner choosing; benefit

                allocation

改进和创新高校办公室工作的几点思考

    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深人和办学自主权的增大，要求高校必须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办公室作为高校的管理

中枢，在新时期不能墨守成规，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办公室工作的整体水平，使办公室从传统的执行型、操作

型、事务型向研究型、参谋型、开拓型转变，以适应时代、社会和学校发展的新要求。

    (一)增强服务意识和开放意识.实现工作思路创新

    高校办公室人员应积极提高管理水平，对内由被动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向自觉主动服务、搞好超前服务转变。为领导

服务不仅要做到“想领导所想，急领导所急，办领导之所需”，还要结合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发展动态、学校的建设大局和工作

重点，努力做到“想领导之应想而未想，急领导之应急而未急”，力求服务在领导决策之前，工作在领导举措之前，谋划在领

导思想之前，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外则由被动接待来访向主动加强对外联络，充分发挥窗口作用及公关作用转

变。办公室应牢固树立公关意识，主动加强对外联系，发挥好桥梁和中介作用，拓展和改善学校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对外

协调工作中，办公室要与上级部门和地方政府、兄弟高校等有关部门建立密切联系，在积极维护学校权益和形象的同时，为

学校的发展带来更多的间接效益。

    (二)健全和完替各项规章制度，实现制度创新

    学校要依法治校就必须及时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并与时俱进地及时修订和完善，实现制度创新。办公室处在管理

中枢，应在学校党政领导的支持下，及时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当前的形势和国家有关法规，分析已有规章、制度存在的缺

陷和弊端，及时修订有关规章制度，完善有关机制，充分发挥制度的约束力，提高办学效益和办学水平。近年来，不断有学

生诉学校教育行政案见诸报端，且已有部分名校在这类案例中败诉。这些案例提醒我们，必须根据国家最新颁布、修订的

法律法规及时修订校内有关的规章制度，使学校管理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使各项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三)树立现代愈识，实现管理手段创新

    要树立现代化的教育观念、价值观念、效益观念和信息观念，在工作实践中实现管理手段的创新。一方面，要及时购置

和更新办公设备，大力推进无纸化办公，充分利用投影仪等现代办公设备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减少时间、精力和纸张的

浪费。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校园网络等有利条件，建立、健全办公自动化网络系统。要结合办公室的行政、文件、督查等

方面的工作需要，开发和提升有关软件系统，建立适应学校发展所需的数据库、信息系统和有关的工作主页，真正实现办公

的自动化和信息化。这就要求办公室每一位成员既要熟悉业务，又要懂得熟练操作计算机，并灵活运用系统工程、决策科

学、行政管理等现代科学知识，向事务处理信息化、咨询决策智能化、指挥调控现代化的管理目标迈进。

    (四)增强参谋助手作用，实现工作职能创新

    长期以来，高校办公室普遍停留在办文、办事、办会的“交办型”事务上，参谋助手作用发挥得很不够。在专家治校的新

形势下，办公室要树立全局观念，强化出谋献策职能。办公室要时刻把自己置于学校改革和发展的高度，紧紧围绕学校中

心任务、阶段性工作重点和领导关注的热点问题，主动抓好信息、调研、协调和督查工作，协助领导抓大事，为领导决策提供

参考依据和建议。只有这样，才能由办好具体事务向抓大事、谋全局、当高参转变，使办公室不仅成为精干高效的办事机

构，而且能充分发挥参谋咨询的智囊作用，真正提高高效办公室工作的层次和水平。

(童晓明，斯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