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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银行存在及发展的经济学解释

彭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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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银行的发展实践证明
,

纯粹的商业动因不足 以解释 网络银行存在及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

本文以网络经济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

从边际效用
、

外部性
、

价值链三个不 同角度分析了网络银行的经济学

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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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
,

传统银行业并没有象比尔
·

盖茨

所预言的那样成为
“

即将灭绝的大恐龙
” ,

现实中诸

多媒体对网络银行的描述充满了过多的
“

浪漫主义
”

情怀
。

网络银行在发展过程表现出了这样的悖论
:

一方面
,

网络银行的直接经济效益并不理想
,

近年来

网络银行并购
、

整合的案例比比皆是 (全球第一家纯

网络银行 S F N B 已被加拿大皇家银行并购 ) ; 另一方

面
,

全球范围内网络银行总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

特别

在亚太一些经济较发达国家和地 区表现尤为明显
,

发展网络银行已是大势所趋— 这说明纯粹的商业

动因并没有揭示网络银行存在和发展深层次的原因

—
必须找到其发展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

网络银行

本质上是银行业在网络环境下一次组织制度的内部

创新
,

从传统银行到网络银行是继承和发展的关

系
。

本文从网络经济环境下出发
,

给出了网络银行

存在和发展内在经济学解释
,

指出网络银行是银行

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

以网络银行为代表的网络金融的出现为传统经

济学理论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新的范例
,

也对经济学

理论在网络经济环境下的深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

战
。

传统经济学理论
,

特别是涉及微观经济主体的

现代企业理论
、

交易成本理论
、

竞争优势理论都由于

网络银行和电子货币的出现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

在

网络经济时代
,

网络银行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经济理

论有
:
边际效用递增理论

、

外部性理论和基于价值链

的价值分配与转移理论
。

1 边际效用递增理论

传统经济学边际理论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新

古典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方式的出发点
,

在新

古典经济学中起支柱作用
。

传统基于基数或序数效

用论的经济学理论都认为
:
对生产者而言

,

投人要素

的产出数量是边际递减的
,

即随着投入的劳动力
、

资

本的增加
,

这些要素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
。

但 以上边际效用递减理论的基本前提— 完全

竞争市场
,

只是一种理想的存在假设
。

同时
,

在制度
、

技术
、

信息传播方式等客观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革

的网络经济时代
,

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已不再适用于

解释属于网络型基础产业的网络银行业
。

一般说来
,

网络边际效用递增特性产生必须具

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
:

其一
,

互补性与相容性誉对于网络不同的连接和

节点
,

它与其它连接部分和节点必须相互连通和传

输
.

不同的连接和节点之间必须是相容的
。

其二
,

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
:
一个用户对网络资

琳的使用并不排斥其他用户同时使用
,

用户间不存

在竞争资源的关系
。

条件一可以视为对网络的物理要求
,

条件二是

对网络使用者的要求
。

以 nI et m et 为运营基础的网络

银行显然满足条件一
。

同时
,

对网络银行而言
,

目前

nI et rn et 网络的物理承载能力远远超过用户使用的

极限
,

即网络银行的用户间不存在竞争性和排他性

关系
,

满足了条件二
。

在建设初期一次性大规模沉淀性投资完成后
,

网络银行就具备了相当的运营能力
。

前期一次性投

资引发的平均固定成本 A FC 在平均总成本 AT C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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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绝对份额
,

而平均 变动成本 A V C 所占份额极

小
。

所以
,

在网络银行的客户规模达到盈亏平衡点

以后
,

新增
一

个客户的边际成本 M C 几乎为零
,

从而

汁致其边际效用将不断增大— 网络银行表现出明

显的边际效用递增的规模经济效益
,

这就从理论上

说明 r 网络银行拥有巨大的盈利潜力与空间
, “

钱
”

途美好
〕

问时
,

网络经济时代的网络价值遵循梅特卡夫

法则 ( M et 阳 lfe
’ s
肠 w )— 网络的价值与网络节点

数的平方成正 比
,

网络带来的效益将随着用户数的

增加 叭指数形式增长 由于网络银行的运营基础

nI t o
nr

e

)t 听固有的内在扩张性
,

在网络规模呈几何级

数增大的今天
,

为网络银行客户数不断增大奠定了

物质基础
,

同时带来巨大的网络正反馈效益
,

从而提

升整个网络银行业的价值
。

另一方面
,

银行业固有

的进入壁垒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比较优势使得网络银

行业终有
一

定的自然垄断特性
。

这就是各大金融机

构大力发展网络银行
,

争相抢占 21 世纪网络金融制

高点的根本原因
、

性表现在
: 网上信息的共享性 ;网上信息的交互性有

利于效用最大化
,

降低交易成本
,

增加社会福利 ; 网

络银行提供的服务具有明显的互 补性商品的特性
,

如在一社区内安放 A T M 机的数量与发卡数量
。

网络银行的直接经济效益很难在短期内补偿前

期的巨额投资
,

网银的收益在于其外部性带来的巨

大网络正反馈效益和由此产生可以预见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

比如
,

招商银行的网银主打产品
“

一网通
”

的巨额投资不可能通过经营
“

一网通
”

本身短期内进

行回收
,

但
“

一网通
”

给招行带来的外部性— 使其

树立起中国第一
“

高科技银行
”

的形象
,

正是靠着这

种品牌形象使招行成为中国网银市场的领跑者
。

因此
,

对发展网络银行应具有全新的价值取向
:

不仅仅在于其在短时间内为银行所带来的直接经济

效益
,

而更应看重其在不远的将来对整个社会公共

福利的贡献以及对人们生活方式的积极改变
。

3 价值链理论

2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沦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兴起的环境

经济学理论
,

其基本观点是外部性观点
: 一个经济主

体的行为对另
一

个经济主体的福利产生影响
,

而这

种影响并没有通过货币或市场交易反映出来
。

外部

性有正外部性 (外部经济 )和负外部性 (外部不经济 )

之分
,

正外部性表现为一经济主体对其他经济主体

带来收益时
,

获益方勿需付费 ;负外部性表现为一经

济主体对其他经济主体造成损害时
,

受损方也得不

到下干何补偿
L

关囚麻省理
_

L学院媒体实验室 创始人之 一

N i《
1

}1
. ,

l。, 、 E` 、
. , n 、 》 , , 110

15
教授在 《 Th e E。·

o n o m i e s 。
f N e t

-

w ()r k办
`朴

,

对网络产 业中 J“ 泛存在的外部性进行 了

深人的探 讨
.

总结 了网络银行的外部性特征
:

消费中

的溢出
,

表现为网 上某个客户接受网络银行所提供

的虚拟 金融服务效用的大小
,

依赖于接受该虚拟服

务的其他客户的数量 ;生产中的溢出
,

表现为网络银

行通过提供虚拟金融服务所获得的效益的大小
,

依

赖于其他网络银行的数量 和行为
、

因此
,

网络银行

的外部性特征汁致其提供虚拟金融服务的生产成本
’ J消费者分享服务的规模呈现出弱相关或近似 无 友

的关系 终体 l衍
,
’

;
` ,

网络银行在运营中的外部经 济

价值链理论历来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

早期的重商主义强调贸易创造财富
,

认为价

值决定于流通领域 ;而重农主义则坚持
,

土地是一切

财富产生的源泉
,

价值决定于农业劳动
。

从 17 世纪

中叶开始
,

以威廉
·

配第
、

大卫
·

李嘉图为代表的古

典经济学派对劳动决定价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亚

当
·

斯密第一次宣称任何一个社会部门的劳动都是

国民财富的源泉
,

从而明确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19

世纪 70 年代
,

以瓦尔拉斯
、

杰文斯和门格尔为代表

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把边际分析工具引人经济分析的

范式
,

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
,

认为商品价值不是取

决于劳动的消耗量
,

而是取决于主观评价
。

但时至今

日
,

无论是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还是新占典学派

的边际效用价值论
,

在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问题上

都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
。

19 8 5 年
,

哈佛商学院的迈 克尔
·

波特教授在其

所著的 《竟争优势》一 书中首次提出价值链的概念
。

波特指出
,

从价值形成过程看
,

企业从开始创建到投

产经营所经历的一系列环节中
,

都有各项投人
,

同时

又显示价值的增加
,

从而使这一 系列环节连接成
-

条活动成本链 从本质 卜分析
,

波特以社会系统的微

观经济主体— 单个企业为出发点研究得出的价值

链理论并不属于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基本范畴
,

但它

可以作为对价值分析方法的一个有益补充
,

同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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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论研究提供可供选择的分析工具
。

传统价值链理论以制造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时

代作为研究背景
,

将企业的生产活动看作是从原材

料采购到产品出库一个全过程的价值创造与增值过

程
。

在网络经济时代
,

价值链理论被赋予了新的内

涵— 在传统的价值链以外
,

还存在一条与其并行

的虚拟价值链
。

虚拟价值链应用了传统实物形态价

值链各阶段使价值增值
,

实体价值链和虚拟价值链

同时存在于企业经营活动中
,

并为最大化企业价值

和利润服务
。

这样
,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可 以分

为两个操作平台
:
一是传统的实体生产厂房和流水

线 ;二是借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种信息设施
,

从而

实现网上业务流程
。

对银行业务而言
,

一个是传统

以柜台面对面交易为特征的实体银行
,

另一个就是

虚拟的网络银行
。

基于价值链理论的价值分析与业务流程再造为

网络银行的出现和发展 (特别是分支型网络银行 )提

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

网络银行突破了传统银行业

务的时空局限性
,

丰富了传统银行的价值增值方式
,

实现了空间上的业务流程再造
,

是传统银行实体价

值链的延伸
。

除上述三种网络银行基本理论基础外
,

以网络

银行和电子货币为代表的网络金融的发展
,

对传统

货币理论
,

特别是货币供求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

电

子货币的出现
,

使传统关于货币层次的划分和计量

出现了问题
,

而且由于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的

影响
,

使得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中介 目标
、

货币政

策工具以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变

化
。

在网络经济时代
,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传统经济理

论成为一个新的挑战
。

4 结束语

透过网络银行发展的商业表象
,

从经济学理论

角度说明其存在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

有助于解释

网络银行发展中的问题并预见其发展态势
。

可以预

见
,

社会持续变革和网络信息技术超高速发展的外

部压力
,

加上银行业内部自身的发展动力
,

大力发展

网络银行是 21 世纪银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

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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