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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测度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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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选取14家上市商业银行3年的指标数据�采用因子
分析法对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排序。基于因子分析的结果�对影响商业银行可
持续发展的指标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
表明：2007－2009年�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水平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的可持续发展水平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
展水平逐渐上升�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先上升后下降�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可持续
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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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是指银行在不断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环境变化的前提下�把握好规模与效
率、质量与速度、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协调问题�从而实现全面、持续、均
衡、稳定、健康发展。银行是否能够在较长时间内
保持稳健经营�主要取决于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
高低。因此�对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
度和比较�对于了解和掌握商业银行现在和未来
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相继提

出了一系列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理论�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提出的
“金融结构”理论［1］�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
肖提出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2－4］以
及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和约瑟夫·斯蒂
格利茨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5］�以上理论对金
融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只重“量”的扩张�不重“质”的提升的局限性。
我国学者白钦先教授开创性地提出了以金融资源

学说为核心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他认为金融

资源的配置效率是金融质和量的统一�其评价标
准是金融资源开发的协调程度以及金融发展与经

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资产的金融化不能以牺牲现
时和未来的实际生产和服务为代价［6］。金融可
持续发展理论既注重发展也强调可持续�无疑对
研究新形势下的金融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目前�对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

处于初级阶段�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商业银行可持
续发展的概念和内涵还没有确切的、权威的界定。
彭茂吾认为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应在遵循商业银

行发展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
协调各地区、各部门、各业务发展的关系�在内部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7］。邱
伟通过分析金融资源价值理论与可持续发展之间

的关系�引出金融资源理论在我国商业银行可持
续发展中的运用［8］。徐加胜认为商业银行可持
续发展要综合考虑商业银行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

要�不能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来满足眼前利
益［9］。张霆认为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是通过优
化内部运行机制�科学、合理、有效、集约地开发和
使用金融资源�创造出良好的再发展环境［10］。杜
晓荣、张玲认为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应具有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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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效性、稳定性和协调性四个特征［11］。在可
持续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价方面�一些学者也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刘仁伍通过利用金融结构、宏
观金融调控、金融风险控制和金融制度环境安排
等要素�构建了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的量化评估标
准［12］。何昌利用实际银行信贷供给增长率和实
际银行信贷需求增长率之间的比较来衡量银行发

展的可持续性［13］。卫娴、周怡直接利用商业银行
效率评价方法中的经济（财务）指标测度法分析商
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14－15］。Jeucken 分阶
段论述了银行对待可持续发展的态度［16］�并进行
了评价。本文将构建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水平测
度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14家上市商业银
行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排序�并通过深入
分析影响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因素�对不
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比较。

二、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测度
1．样本及数据来源
为了反映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

状况�本文选取5家国有大型上市商业银行（中国
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和交通银行）�7家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招商
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发银行、深圳发
展银行、兴业银行和中信银行）和2家上市城市商
业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作为样本。为了动
态了解我国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变化情况�选
取了2007年、2008年、2009年三年的数据进行分
析。数据来源于各家商业银行在互联网上发布的
年报信息和各年度《中国金融年鉴》。
2．测度指标的选取
根据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各家商业银行数

据的完备性�本文选取资产总额、收入利润率、资
产增长率、不良贷款率等24个指标构成商业银行
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
3．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法由 Karl Pearson ＆ Charles

Spearmen等学者于20世纪初首创。其基本原理
是以相关性为基础�将众多的原有变量综合成较
少几个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即为公共因子。最后
再根据方差贡献率确定权重�计算出综合得分。
因子分析法反映了一种降维的思想�降低了需要
分析的变量数目和问题分析的复杂性。以下首先
根据2009年数据进行计算。

表1　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变
量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X1 资产总额／亿元 资产资源
X2 人均资产／亿元 资产资源
X3 本科以上员工占比／％ 人力资源
X4 员工总数／人 人力资源
X5 资产利润率／％ 盈利能力
X6 资本收益率／％ 盈利能力
X7 收入利润率／％ 盈利能力
X8 人均利润率／％ 盈利能力
X9 营业收入／亿元 盈利能力、规模效益
X10 净利润／亿元 盈利能力、规模效益
X11 流动性比率／％ 流动性管理能力
X12 存贷款比率／％ 资产配置、流动性管理能力

变
量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X13 利润增长率／％ 发展能力
X14 资产增长率／％ 发展能力
X15 存款余额增长率／％ 发展能力
X16 贷款余额增长率／％ 发展能力
X17 非利息收入占比／％ 创新能力、经营效益
X18 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风险控制能力
X19 不良贷款率／％ 风险控制能力
X20 拨备覆盖率／％ 风险控制能力
X21 核心资本充足率／％ 风险防范能力
X22 资本充足率／％ 风险防范能力
X23 资产利用率／％ 经营管理能力
X24 成本收入比率／％ 成本控制能力

（1） 提取公共因子
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 SPSS17∙0

软件的因子分析功能进行分析�计算标准化数据
的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特征向量、累计方差贡
献率�得到前5个特征值分别为λ1＝8∙781、λ2＝
6∙397、λ3＝2∙836、λ4＝1∙893、λ5＝1∙231�其累计
贡献率达到88％。根据公共因子提取的原则（特

征值大于1且累计贡献率大于85％）�可以认为
前5个因子已经基本上包括了所有测度指标所要
反映的内容�足够描述各类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
展水平。
（2） 建立因子载荷矩阵及因子命名
根据样本数据的特征向量矩阵�建立初始因

子载荷矩阵并进行旋转�通过观察旋转后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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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矩阵确定每个因子的实际含义。由于因子1
在不良贷款率（X19）、拨备覆盖率（ X20）上的载荷
较大�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反映了银行的风险
控制能力�故将因子1定义为风险控制因子；因子
2在非利息收入占比（ X17）、资产利用率（ X23）和
资产总额（X1）的载荷较高�资产总额反映了银行
的规模�资产利用率与规模直接相关�非利息收入
占比与银行的网点分布、市场份额和经营效益有
一定关系�故将因子2定义为规模与效益因子；因
子3在收入利润率（ X7）、成本收入比率（ X24）上
的载荷较高�收入利润率反映了银行的盈利能力�
成本收入比率反映了银行的成本控制能力�故将
因子3定义为盈利性因子；因子4在资产增长率
（X14）、贷款余额增长率（ X16）、存款余额增长率
（X15）上的载荷较高�资产增长率、存贷款余额增

长率反映了银行的发展能力�故将因子4定义为
成长性因子；因子5在流动性比率（ X11）上的载
荷较高�故将因子5定义为流动性因子。

三、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可持续
发展水平多角度分析

1．风险控制因子分析
风险控制因子综合反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控

制和防范能力。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
得出�因子1与本科以上员工占比、存贷款比率、
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4个指标的相关性最强�
表明这4个指标对因子1分值高低具有重要影
响。因子1的具体指标值见表2。

表2　因子1和因子2中载荷较大的测度指标对比

样本名称

因子1中载荷较大的测度指标
本科以上
员工占比

％
存贷款
比率

％
不良
贷款率

％
拨备
覆盖率

％

因子2中载荷较大的测度指标
资产
总额

亿元

人均
资产

亿元

营业
收入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非利息
收入占比

％
资产
利用率

％
工商银行 39．80 59．50 1．54 164．41 117850．50 0．30 3094．54 1293．50 20．56 2．63
农业银行 29．60 50．19 2．91 105．37 88825．88 0．20 2223．00 650．02 18．29 2．50
中国银行 50．93 70．30 1．52 151．17 87519．43 0．33 2321．98 853．49 31．58 2．65
建设银行 41．70 60．24 1．50 175．77 96233．55 0．32 2671．84 1068．40 20．70 2．78
交通银行 56．44 71．97 1．36 151．05 33091．37 0．42 809．37 300．75 17．76 2．45
招商银行 74．31 74．45 0．82 244．66 20679．41 0．51 514．46 182．35 21．54 2．49
民生银行 72．00 76．31 0．84 206．04 14263．92 0．55 420．60 121．04 23．35 2．95
华夏银行 73．19 72．74 1．61 156．64 8454．56 0．69 171．30 37．60 7．72 2．03
浦发银行 63．83 74．42 0．80 245．93 16227．18 0．74 368．24 132．17 5．99 2．27
深圳发展 71．10 79．14 0．68 161．84 5878．11 0．59 151．14 50．31 14．10 2．57
兴业银行 72．59 71．90 0．54 254．93 13321．62 0．61 316．79 132．82 14．13 2．38
中信银行 70．98 79．62 0．95 149．36 17750．31 0．73 408．01 143．20 11．81 2．30
南京银行 58．31 62．25 1．32 170．52 1495．66 0．59 36．27 15．44 12．68 2．43
北京银行 54．20 58．94 1．02 215．69 5334．69 0．94 118．94 56．34 7．90 2．23
国有大型
商业银行

43．69 62．44 1．77 149．55 84704．15 0．31 2224．15 833．22 21．78 2．60
股 份 制
商业银行

71．14 75．51 0．89 202．77 13796．44 0．63 335．79 114．21 14．09 2．43
上市城市
商业银行

56．26 60．60 1．17 193．11 3415．18 0．77 77．61 35．89 10．29 2．33

在不良贷款率方面�兴业银行、深圳发展银
行、浦发银行最低�农业银行、华夏银行、工商银行
最高。从总体上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
低于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平
均水平低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究其原因是：国
有大型商业银行依然存在不良贷款的历史包袱�
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则可以轻

装上阵�并能够集中精力控制好新增贷款的不良
率。

在拨备覆盖率方面�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招
商银行排在前三名�中信银行和农业银行排在最
后两位。从总体上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水
平高于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

状况�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风险的防范意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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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要强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上市城市商业银

行。
综合4个主要指标�因子1得分前三位的是

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和浦发银行�得分后两位的是
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总体上看股份制商业银行
得分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上市城市商业银

行�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风险控制方面具有比
较优势。
2．规模与效益因子分析
规模与效益因子综合反映了商业银行的市场

占有能力、业务拓展能力、客户资源争夺能力以及
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
荷矩阵可以得出�因子2与资产总额、人均资产、
营业收入、净利润、非利息收入占比、资产利用率
6个指标的相关性最强�表明这6个指标对因子2
分值高低具有重要影响。因子2的具体指标值见
表2。

在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利润方面�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排在前四位�
南京银行、北京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华夏银行排
在后四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业中处
于主导地位�在规模上已经跻身于世界大型银行
之列�拥有其他银行无法比拟的网点、客户资源和
市场份额优势�所以单从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

利润方面看远远超过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上市城市

商业银行。
从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看�排在

前三位的是中国银行、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排在
后两位的是华夏银行和浦发银行�总体上看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
银行高于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由于中间业务收入
与银行网点分布、开展业务时间早晚、客户熟悉程
度有很大关系�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开展业务较
早�在机构网点规模上占据优势�客户资源丰富�
所以此项指标领先。

综合6个主要指标�因子2得分前三位的是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民生银行�得分后两位的是
北京银行和华夏银行。总体上看�国有大型商业
银行得分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得分高于上市城市商业银行�表明国有大型商业
银行在规模与效益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3．盈利性因子分析
盈利性因子综合反映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和成本控制能力。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
以得出�因子3与收入利润率、成本收入比率、资
产利润率3个指标的相关性最强�表明这3个指
标对因子3分值高低具有重要影响。因子3的具
体指标值见表3。

表3　因子3、因子4及因子5中载荷较大的测度指标对比

样本名称

因子3中载荷较大的测度指标
资产
利润率

％
收入
利润率

％
成本收入
比率

％

因子4中载荷较大的测度指标
资产
增长率

％
存款余额
增长率

％
贷款余额
增长率

％

因子5中载荷较大的测度指标
资本
收益率

％
流动性
比率

％
利润
增长率

％
工商银行 1．20 41．80 32．87 20．78 18．82 25．30 20．14 30．70 16．37
农业银行 0．82 29．24 43．11 26．63 22．96 33．05 20．53 40．99 26．33
中国银行 1．09 36．76 37．15 25．82 29．22 48．97 16．48 45．30 31．16
建设银行 1．24 39．99 32．90 27．37 25．49 26．88 20．87 49．63 15．32
交通银行 1．01 37．16 38．87 23．56 27．13 38．44 19．26 27．83 5．81
招商银行 1．00 35．44 44．86 31．57 28．59 35．62 21．18 34．47 －12．94
民生银行 0．98 28．78 42．17 35．29 43．54 34．12 20．19 40．04 53．51
华夏银行 0．44 21．95 43．97 15．56 19．85 21．03 11．52 38．60 22．48
浦发银行 0．90 35．89 35．99 23．93 36．74 33．16 19．45 47．95 5．60
深圳发展 0．95 33．29 41．76 23．90 26．11 26．71 26．59 27．81 719．38
兴业银行 1．13 41．93 36．69 30．49 42．45 40．49 24．54 32．07 16．66
中信银行 0．94 35．10 39．95 34．55 30．62 45．90 12．71 48．12 7．98
南京银行 1．43 42．57 27．39 62．73 62．80 66．82 13．91 45．35 6．04
北京银行 1．19 47．37 26．27 27．92 41．51 41．65 16．00 46．99 4．01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1．07 36．99 36．98 24．83 24．73 34．53 19．46 38．89 19．00
股份制商业银行 0．91 33．20 40．77 27．90 32．56 33．86 19．45 38．44 116．09
上市城市商业银行 1．31 44．97 26．83 45．33 52．15 54．23 14．96 46．17 5．02

在资产利润率方面�南京银行、建设银行、工
商银行排在前三位�农业银行和华夏银行排在后

两位。在收入利润率方面�北京银行、南京银行、
兴业银行和工商银行都超过了40％�农业银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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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30％�华夏银行刚刚超过20％�差距较大。总
体上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和收入
利润率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这说明经过股份制
改革�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明显改善�已
经赶上并超越了股份制商业银行。

在成本收入比率方面�北京银行、南京银行、
工商银行成本收入比率最低�华夏银行和招商银
行最高�总体上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收入比
率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高
于上市城市商业银行。这说明上市城市商业银行
的业务及管理费支出控制较严�成本控制能力较
强。

综合3个主要指标�因子3得分前三位是北
京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得分后两位是民生
银行和华夏银行。总体上看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得
分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得
分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表明上市城市商业银行
盈利能力最强�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
业银行相比�前者在盈利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4．成长性因子分析
成长性因子综合反映了商业银行的未来发展

能力。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得出�因
子4与资产增长率、存款余额增长率、贷款余额增
长率3个指标的相关性最强�表明这3个指标对
因子4分值高低具有重要影响。因子4的具体指
标值见表3。

在资产增长率、存贷款余额增长率方面�南京
银行最高�均超过60％�显示了其正处于高速增
长阶段；华夏银行最低�资产增长率在15％左右�
存贷款余额增长率在20％左右�显示其发展相对
较为缓慢。总体上看�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三项
指标均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

行�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增长率、存款余额增
长率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的贷款余额增长率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究其原
因：一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存款余额
基数大�因此增长率被拉低；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
吸收存款策略奏效�存款逐渐从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向股份制商业银行转移；三是近几年�国有大型
商业银行投向大型基础设施、大企业、大项目的贷
款大幅增加�拉高了贷款余额增长率。

综合3个主要指标�因子4得分前三位的是
南京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得分后两位的是
工商银行和浦发银行。总体上看�上市城市商业

银行得分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得分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表明上市城市商业
银行的发展能力最强�而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在成长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5．流动性因子分析
流动性因子综合反映了商业银行在平衡当前

盈利与未来发展情况下的流动性管理能力。根据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得出�因子5与资本
收益率、流动性比率、利润增长率3个指标的相关
性最强�表明这3个指标对因子5的分值高低具
有重要影响。因子5的具体指标值见表3。

在流动性比率方面�建设银行、中信银行、浦
发银行排在前三位�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排在
后两位。总体上看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
率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而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率略高于股份制商

业银行。
综合3个主要指标�因子5得分前三位的是

中信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得分后两位的是
交通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总体上看�上市城市
商业银行得分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大型
商业银行得分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表明上市城
市商业银行将流行性、盈利性和成长性平衡得最
好�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
在流动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四、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可持续
发展水平总体比较

根据以上因子分析�得出各类商业银行可持
续发展水平的总体状况�见表4。
2009年�在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

排序中�南京银行、民生银行、中国银行排在前三
位�农业银行和华夏银行排在最后两位。按商业
银行类别划分�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的
可持续发展水平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排在前三

位�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和招商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水平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排在前三位。
2007－2009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的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
步很快�中国银行由2007年的第11位上升到
2009年的第3位�建设银行由2007年的第12位
上升到2009年的第6位�工商银行由2007年的
第13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8位。这充分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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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后

对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交通银行的可持续发
展水平出现下降趋势�农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水
平一直较低。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民生银行可持
续发展水平进步较快�从2007年的第8位上升到
2009年的第2位。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的可持

续发展水平表现得比较稳定�基本保持在第2～5
位。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华夏银
行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上市城市商
业银行中的南京银行可持续发展水平最高�且一
直稳定在第1～2位�北京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呈现下降趋势。

表4　2007—2009年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综合因子得分和排序

样本名称
2007年

综合得分 排序

2008年
综合得分 排序

2009年
综合得分 排序

工商银行 －0．5069 13 －0．3876 11 0．0015 8
农业银行 －0．7914 14 －0．8206 14 －0．6310 13
中国银行 －0．3845 11 －0．4585 13 0．3422 3
建设银行 －0．3973 12 －0．2973 10 0．2592 6
交通银行 －0．1550 9 －0．0568 8 －0．1866 11
招商银行 0．2420 5 0．4737 2 0．2688 5
民生银行 －0．0959 8 －0．0896 9 0．4198 2
华夏银行 －0．1597 10 －0．4234 12 －0．8502 14
浦发银行 0．0616 6 0．2606 6 －0．0168 10
深圳发展 －0．0560 7 －0．0283 7 －0．4624 12
兴业银行 0．4619 3 0．3524 4 0．3130 4
中信银行 0．3706 4 0．4002 3 －0．0047 9
南京银行 0．5801 2 0．7644 1 0．4608 1
北京银行 0．8305 1 0．3107 5 0．0865 7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0．4470 Ⅲ －0．4042 Ⅲ －0．0429 Ⅱ
股份制商业银行 0．1178 Ⅱ 0．1351 Ⅱ －0．0475 Ⅲ
上市城市商业银行 0．7053 Ⅰ 0．5376 Ⅰ 0．2736 Ⅰ

总体上看�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水平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可持
续发展水平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随着股份制改革的完成�资本市场的公开
上市�公司治理越来越规范�规模效益逐渐显现�
盈利能力逐渐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与上市城市
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差距越来越小�特
别是在2009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平均可持续
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可持

续发展水平�并呈现出继续增长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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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students’entrepreneurial process and the triggers and obstacles involved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and factor analysis�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triggers
and obstacle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It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triggers
involved are self-actualization�physical and spiritual rewards�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and external
support while the obstacles include fear of risk�lack of confidence and shortage of resources．On the whole�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s that trigger or hinder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innovative undertaking are
internal rather than external．Finally�the paper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on facilitating university
students’entrepreneuri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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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of finance�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collects three
years’data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14listed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and then estimates the overall rankings by means of a factor analysis．On this basis�the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makes a comparis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commercial banks．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uring
the three-year period from 2007to 2009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listed city commercial
banks is overall higher than that of 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s�whil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of
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s is overall higher than that of larg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However�
with time going by�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of larg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is gradually on
the rise�that of 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s is first increasing and then decreasing�and that of listed city
commercial banks tends to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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