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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率市场化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环节，对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有深远影响。文章基于2013~2023
年48家农村商业银行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其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显

著提升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但通过增加资金成本波动和存款不稳定性，降低流动性比率，对盈利能

力有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所有制及上市状态银行受益程度存在差异，上市和非国有银行受

益更多。基于此，文章提出对应政策建议，为农村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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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financial reform,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This paper uses panel data from 48 rural commercial 
banks from 2013 to 2023 to build a fixed effects model and analyze its impact and mechanis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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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hows that rate liberaliz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profitability, but it also increases the 
volatility of funding costs and deposit instability, thereby lowering the liquidity ratio, which has a 
negative impac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bank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and listing sta-
tuses benefit to varying degrees, with listed and non-state-owned banks benefiting more. Based on 
this,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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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利率市场化是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关键环节。1996 年之前，我国对利率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

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中更多地扮演类似财政部门的角色，缺乏独立的定价能力，利润空间有限，市场竞

争力不足，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制约了金融市场活力的释放。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政

府当局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1996 年 6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

施商业银行间利率和同业拆借存单利率的市场化改革。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中国金融业进入了相对集

中和垄断的发展阶段，逐步学习并借鉴了西方金融体系的经验，通过与国家政策的融合积极融入全球金

融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性，明确指出要坚持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在 2024 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关键在

于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明确责任，加强协作配合。[1]”这一重要论述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的方向。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2]。这一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农

村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盈利能力的关键路径，为推动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政策基调和实践框架。 
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鄢祖容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及其辅助分

析手段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因素进行一次深入、细致、系统的梳理，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前六

大因素依次为净息差、资产质量、成本收入比、风险承受能力、金融创新及存贷比，而银行资产规模对

盈利能力的贡献度最低[3]。朱军等选取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排名靠前的 10 家城商行面板数据进行

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并未显著提升城商行单位资产经营获利能力[4]。许坤

等基于民营资本向城市商业银行扩张的基本事实与制度梳理，系统总结了民营资本向城市商业银行扩张

的中国经验。民营资本扩张动机的演变，即从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便利转向追求银行超额利润，提高了

城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而监管套利和“友好型”公司治理则会导致民营资本持股的城市商业银行盈

利波动性上升[5]。徐斌等进一步指出，影响银行业盈利的因素包括净利差、成本收入比、资本充足率等，

宏观经济增长对盈利的影响相对较小，且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6]。在

利率市场化方面，刘妍等选取 2016~2020 年 164 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通过 PSM 对数据进行处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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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方法研究 LPR 机制改革对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LPR 机制改革

的实施将会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升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LPR 机制改革可以通过竞争和信贷

两个渠道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LPR 机制改革对农村商业银行的影响较大，能显著提升农村商业

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承担水平，而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影响较小[7]。谢新非等通过动态 GMM 模型发现，

利率市场化反向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加大其面临的风险[8]。彭建刚等研究了 2003~2014 年 45 家

大型商业银行，发现利率市场化缩小了银行的利差[9]。张伟等从利差角度探讨了其对中小银行的影响，

表明利差缩小在降低银行利润的同时，有助于多元化收入结构[10]。王灿等认为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盈

利能力具有利差效应和再配置效应双重影响，最终效应取决于二者的相对强度[11]。在农村商业银行的发

展建议研究方面，郭妍等建议其保持适度资产规模以巩固支农目标[12]。邓晓娜则强调加强区域合作及金

融技术应用[13]。刘朝阳等发现农村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股权管理分散、治理结构落后及激励机制缺乏等问

题，影响其长远发展。因而农村商业银行应向普惠银行、数字银行方向发展，以服务中小企业和社区为

重点[14]。肖文东提出，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利息收入，发展潜力有限，应重视非利息收

入，以提高盈利能力[15]。葛红民等以农商行不良贷款风险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

面分析风险成因，阐述各风险因素对不良贷款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尝试自上而下的金融审计

项目组织方式、强化国家审计对农商行系统内部审计的指导与监督、深化新型审计方式方法的具体运用、

探索农商行审计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途径等建议，最终实现审计“一盘棋”格局，全方位提升审计监

督效能[16]。 
现有关于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研究指出，宏观经济波动、利率政策、中间业务收

入及非利息收入等因素对银行盈利能力具有显著作用，然而，当前研究较少深入分析利率市场化对银行

盈利能力的长期和最终效应，此外，大多数研究基于上市银行数据，对农村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背景

下的动态调整策略及其长期适应性尚缺乏系统性探讨。本文采用 2013 至 2023 年 48 家农村商业银行的面

板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对相关假设进行验证，深入分析农村商业银行如何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调整其盈

利模式及风险管理策略，对于支持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设 

2.1. 影响机制 

2.1.1. 直接效应 
利率市场化通过赋予农村商业银行更大的利率自主定价权，促使其依据风险水平和资金成本优化利

率策略，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本使用效益。基于市场化定价机制，银行能够更加灵活地调整利率，

以更好地匹配资金供需和风险特征，从而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利率市场化加剧的市场竞争

压力推动农村商业银行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农村地区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逐步推动收入结

构从单一依赖利息收入向非利息收入多元化拓展。这种收入结构的转变不仅降低了银行对传统利差的依

赖，还优化了客户结构进而影响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此外，利率市场化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倒逼银行

加强内部管理水平，特别是在风险控制与资产负债管理方面，以应对利率波动带来的潜在不确定性。这

一过程中，银行逐步构建了更为稳健的风险防控体系，从而实现盈利能力的提升，并增强其在市场竞争

中的韧性与适应能力。 

2.1.2. 中介效应 
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定价增加了存款来源的不确定性，使得农村商业银行需

要保持更高的流动性储备以应对突发的资金流动风险。较高的流动性比率虽然提升了银行的短期偿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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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也意味着银行需要将更多资金以低收益的形式保留为流动性资产，减少了高收益贷款或投资的配

置比例，从而压缩了盈利空间。与此同时，存款利率的上浮可能导致银行融资成本上升，而贷款利率的

市场化使得其调整贷款利率的空间受限，进一步放大了利差收窄的负面影响，迫使银行保持高流动性以

防范潜在风险。此外，流动性比率的增加还可能导致农村商业银行在业务结构优化上受限，使其无法充

分将资金配置到更具收益性的贷款或投资领域。例如，银行为满足监管要求或增强流动性缓冲，可能不

得不减少对高收益但风险较高的贷款项目的投放，转而偏向低风险、低回报的资产配置。根据金融中介

理论，流动性比率的提高加剧了银行在风险防范与收益获取之间的权衡，这种权衡在农村商业银行中尤

为显著，因为其在资金来源和风险控制能力上相较于大型商业银行处于劣势。因此，利率市场化通过流

动性比率的中介效应，显著削弱了农村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使其在市场竞争中面临更大挑战。 
通过综上理论分析，得出利率市场化对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机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on the profita-
bility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图 1. 利率市场化对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作用机理图 

2.2. 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的影响机制提出相对应的假设。 
假设 1：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水平的提升 
假设 2：流动性比率在利率市场化影响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利率市场化通

过增加资金成本波动和存款不稳定性，降低银行流动性比例，进而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 

文章变量选取及具体解释见表 1。 
 

Table 1. Selection of empirical analysis variables 
表 1. 实证分析变量选取 

变量类型 指标类型(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计算公式 变量符号 

因变量 商业银行盈利 
能力指标 

总资产收益率 100%∗
净利润

资产总额
 ROA 

净资产收益率 100%∗
净利润

所有者收益
 ROE 

自变量 利率市场化影响指标 净利差 ( ) 100%
−

∗
利息净收入 利息收入 利息支出

总资产
 NIS 

控制变量 反映一家银行 
资金充足状况 资本充足率 100%∗

资本

风险资产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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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反映一家银行 
业务结构 非利息收入占比 100%∗

非利息收入

总营业收入
 NIIR 

反映一家银行风险 
管理能力 不良贷款率 100%∗

不良贷款余额

贷款总额
 NPL 

 

反映银行资本结构稳

健性和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100%∗
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
 DAR 

反映银行经营效率和

成本管理能力 成本收入比 100%∗
业务与管理费

营业净收入
 CIR 

中介变量 
衡量银行的短期偿债

能力和流动性管理 
水平 

流动性比率 100%∗
贷款资产

存款负债
 LDR 

3.2. 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了 48 家农村商业银行 2013~2023 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利率市场化对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

力的影响。 
为验证假设 1，构建面板数据模型： 

 1 1 2 3 4 5 6it it it it it it it itROA NIS CAR NIIR NPL DAR CIRα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1) 

模型中， 1,2,3, ,52i =  ，t 表示以年份为单位的时间， 2013,2014, ,2023t =  年。其中， itROA 表示 i
银行在第 t 年的资产回报率， 1α 表示常数项， itNIS 表示 i 银行在第 t 年的净利差数据， itCAR 表示第 t 年
时第 i 家银行的资产充足率数据， itNIIR 表示 i 银行在第 t 年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数据， itNPL 表示第 t 年时

第 i 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数据， itNPL 表示 i 银行在第 t 年的不良贷款率， itCIR 表示 i 银行在第 t 年的成

本收入比， itε 是随机扰动项。 
为验证假设 2，考察流动性比率的中介效应，基于式(1)，引入中介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 

 1 1 2 3 4 5 6it it it it it it it itLDR NIS CAR NIIR NPL DAR CIRα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2) 

 1 1 2 3 4 5 6 7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ROA NIS LDR CAR NIIR NPL DAR CIRα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3) 

3.3.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东方财富网，wind 数据库以及农村商业银行每年的年度报告。 

3.4.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从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各变量均具有 528 个观测值。ROA 的均值为

0.984，标准差为 0.374，表明大多数银行的资产回报率较为集中，波动性较小；ROE 均值为 12.07，范围

从 0.046 到 25.04，差异较大，反映出部分银行的股本回报水平较高，而少数银行的回报较低。NIS 的均

值为 2.241，范围较窄，显示大多数银行的利差处于稳定区间；LDR 均值为 71.536，标准差为 10.955，表

明在贷款与存款分配策略上差异较大。CIR 的均值为 35.184，表明银行在运营成本控制上较为集中；资

本充足率 CAR 的均值为 14.617，显示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普遍健康。NIIR 均值为 19.744，但存在负值，

可能表明部分银行非利息收入亏损；NPL 均值为 1.675，波动性较小，显示大多数银行的不良贷款水平较

低；DAR 均值为 91.608，表明银行债务管理较为稳定。总体而言，各变量在样本中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离

散性和异质性，为进一步分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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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whole sample 
表 2.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roa 528 0.984 0.374 0.007 2.28 

roe 528 12.07 4.147 0.046 25.04 

nis 528 2.241 0.759 0.35 5.577 

ldr 528 71.536 10.955 37.62 129.51 

cir 528 35.184 7.263 19.67 74.041 

car 528 14.617 2.187 6.78 27.08 

niir 528 19.744 14.605 −13.142 84.867 

npl 528 1.675 1.034 0.32 11.54 

dar 528 91.608 1.636 82.445 95.634 

3.5.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3，从整个相关系数矩阵来看，各个变量之间普遍具有相关性，能够满足回归需

要。 
 
Table 3. Variable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3. 变量相关性分析 

Variables (1) (2) (3) (4) (5) (6) (7) (8) 

(1) roa 1.000        

(2) nis 0.624* 1.000       

 (0.000)        

(3) ldr −0.161* −0.030 1.000      

 (0.000) (0.487)       

(4) car 0.296* 0.058 0.077 1.000     

 (0.000) (0.183) (0.078)      

(5) niir −0.018 −0.526* 0.017 −0.005 1.000    

 (0.680) (0.000) (0.694) (0.900)     

(6) npl −0.391* −0.040 0.123* −0.268* −0.002 1.000   

 (0.000) (0.364) (0.005) (0.000) (0.957)    

(7) dar −0.452* −0.371* −0.235* −0.591* −0.024 0.111*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576) (0.011)   

(8) cir −0.385* −0.129* 0.063 −0.062 −0.140* 0.334* 0.002 1.000 

 (0.000) (0.003) (0.151) (0.157) (0.001) (0.000) (0.964)  

***p < 0.01，**p < 0.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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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多重共线性检验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见表 4，VIF 结果均小于 10，则说明模型中的自变量之间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

性问题。 
Table 4. Multiple ollinearity tests 
表 4. 多重共线性检验 

Variable VIF 1/VIF 

dar 2.37 0.421860 

nis 2.15 0.465764 

car 1.82 0.549520 

niir 1.73 0.579110 

cir 1.27 0.788391 

npl 1.24 0.807553 

ldr 1.12 0.891951 

Mean VIF 1.67  

4. 实证研究 

4.1. 模型选择 

本文所使用数据 N = 48，t = 11，N > t 所以不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本章一共选取了 48
家农村商业银行 2013~2023 年 11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是

否要建立随机效应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经 F 检验后，发现 p 小于 0.05，通过 F 检验，再对其进行豪斯

曼检验，其中原假设：“如果个体效应和回归变量无关，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 
 

Table 5. Results of the Houseman test 
表 5. 豪斯曼检验结果 

Test Summary Chi-Sq.Statistic Chi-Sq.d.f. Prob 

Cross-section random 18.38 6 0.0054 

 
豪斯曼检验结果见表 5，可以看出，检验结果显示的 p 值为 0.0054，明显小于 0.05，即拒绝原假设，

最终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4.2. 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6。模型(1)仅包含自变量净利差(NIS)对资产回报率(ROA)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

净利差(NIS)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系数范围为 0.308 至 0.471, 1%水平显著)，表明净利差的提升能够

显著促进资产回报率(ROA)，且这一影响在不同模型规格下保持稳健。资本充足率(CAR)在模型(1)至模型

(5)中显著为正(系数范围为 0.012 至 0.030, 1%或 5%水平显著)，但在模型(6)中不显著，表明资本充足率对

ROA 的促进作用在控制更多变量后有所减弱。净利息收入(NIIR)在所有模型中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系数范围为 0.010 至 0.013, 1%水平显著)，表明其增加对资产回报率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不良贷款率

(NPL)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负(系数范围为−0.104 至−0.105，1%水平显著)，表明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会显

著抑制企业的资产回报率。资产负债率(DAR)在所有模型中均未表现出显著影响，说明其对资产回报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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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有限。成本收入比(CIR)仅在模型(6)中显著为负(系数为−0.009, 1%水平显著)，反映出高成本对企业

盈利能力的抑制作用。模型的拟合优度(R²)范围为 0.323 至 0.349，F 统计量均显著，表明模型整体具有

较强的解释力。这些结果进一步表明，净利差和净利息收入是提升企业资产回报率的重要因素，而不良

贷款率和成本收入比则对企业盈利能力构成重要制约。 
 
Table 6. Model regression and results 
表 6. 模型回归与结果 

 (1) (2) (3) (4) (5) (6) 

 roa roa roa roa roa roa 

nis 0.308*** 0.309*** 0.471*** 0.452*** 0.445*** 0.407*** 

 (15.122) (15.461) (23.889) (24.645) (22.209) (19.209) 

car  0.030*** 0.028*** 0.015*** 0.012* 0.010 

  (4.370) (4.979) (2.737) (1.877) (1.547) 

niir   0.013*** 0.012*** 0.012*** 0.010*** 

   (15.000) (15.068) (14.295) (11.548) 

npl    −0.104*** −0.105*** −0.095*** 

    (−9.182) (−9.215) (−8.375) 

dar     −0.008 −0.010 

     (−0.823) (−1.016) 

cir      −0.009*** 

      (−4.752) 

_cons 0.293*** −0.143 −0.739*** −0.311*** 0.519 1.140 

 (6.235) (−1.298) (−7.465) (−3.030) (0.512) (1.140)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28 528 528 528 528 528 

R2 0.323 0.349 0.558 0.624 0.625 0.642 

F 228.665 128.203 200.525 197.740 158.220 141.603 

***p < 0.01，**p < 0.05，*p < 0.10。 

4.3. 异质性分析 

本节从国有、非国有以及上市、非上市两个方面分析利率市场化对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异

质性，结果见表 7。第一列为非国有银行，第二列为国有银行，第三列为非上市银行，第四列为上市银行。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类型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ROA)受关键因素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净利

差(NIS)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1%水平显著)，系数范围为 0.394 至 0.517，说明净利差的提升对银行盈

利能力具有普遍且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上市银行的受益程度最高。非利息收入占比(NIIR)同样在所有模型

中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1%水平显著)，表明其增加对各类银行盈利能力具有稳定的推动作用。不良贷

款率(NPL)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负(1%水平显著)，抑制作用在国有银行(系数为−0.208)和上市银行(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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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336)中尤为明显，表明其是制约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成本收入比(CIR)亦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1%
水平显著)，反映出高成本对银行盈利能力的普遍抑制。相比之下，资本充足率(CAR)和资产负债率(DAR)
对 ROA 的直接影响均不显著。模型的拟合度较高(R2 范围为 0.645 至 0.737)，特别是国有银行和上市银

行的模型拟合效果最佳。这些结果表明，不同类型银行在盈利能力的关键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上具有一

定差异，其中上市银行和国有银行对净利差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尤为敏感。 
 
Table 7. Analysis of heterogeneity 
表 7. 异质性分析 

 (1) (2) (3) (4) 

 roa roa roa roa 

nis 0.400*** 0.398*** 0.394*** 0.517*** 

 (0.049) (0.042) (0.048) (0.059) 

car 0.012 −0.005 0.010 0.005 

 (0.011) (0.008) (0.009) (0.024) 

niir 0.010*** 0.011*** 0.010*** 0.014*** 

 (0.002) (0.001) (0.001) (0.004) 

npl −0.084*** −0.208*** −0.084*** −0.336*** 

 (0.029) (0.056) (0.028) (0.043) 

dar −0.016 0.023 −0.016 0.036 

 (0.017) (0.017) (0.017) (0.029) 

cir −0.013*** 0.000 −0.010*** −0.005 

 (0.003) (0.002) (0.003) (0.007) 

_cons 1.792 −1.871 1.738 −3.211 

 (1.809) (1.680) (1.750) (2.978)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N 407.000 121.000 407.000 121.000 

r2 0.650 0.737 0.656 0.695 

r2_a 0.645 0.723 0.651 0.679 

*p < 0.1，**p < 0.05，***p < 0.01。 

4.4.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8，结果表明，在以 ROE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各主要解释变量的影响方

向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以 ROA 为被解释变量)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其中，净利

差(NIS)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1%水平显著)，表明其对盈利能力的积极作用具有一致性；净利息收入

(NIIR)同样显著为正(1%水平显著)，说明其对企业盈利能力的稳定促进作用；不良贷款率(NPL)在所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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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均显著为负(1%水平显著)，反映出其抑制作用在不同盈利指标下保持一致。此外，资本充足率(CAR)
和成本收入比(CIR)的影响在不同模型中的显著性和方向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总体来看，稳健性检验支持

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Table 8. The robustness test 
表 8.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roe roe roe roe roe roe 

nis 2.828*** 2.831*** 4.327*** 4.548*** 5.600*** 5.164*** 

 (11.950) (11.938) (16.633) (17.469) (21.659) (18.800) 

car  0.040 0.022 −0.153** 0.286*** 0.260*** 

  (0.487) (0.300) (−2.011) (3.496) (3.223) 

niir   0.125*** 0.128*** 0.157*** 0.138*** 

   (10.292) (10.990) (14.350) (11.756) 

npl    −1.490*** −1.376*** −1.262*** 

    (−9.254) (−9.384) (−8.602) 

dar     1.328*** 1.308*** 

     (10.079) (10.092) 

cir      −0.106*** 

      (−4.179) 

_cons 5.733*** 5.149*** −0.421 4.096*** −127.096*** −120.012*** 

 (9.580) (3.895) (−0.315) (2.810) (−9.714) (−9.250)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28 528 528 528 528 528 

R2    0.480 0.572 0.587 

F    110.029 126.941 112.363 

***p < 0.01，**p < 0.05，*p < 0.10。 

5. 进一步研究 

结合前面的理论分析，利率市场化可以通过增加资金成本波动和存款不稳定性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

本节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此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9。 
 

Table 9. Mediation effect regression and results 
表 9. 中介效应回归与结果 

 (1) (2) 

 ldr roa 

nis −6.491*** 0.382*** 

 (−6.228) (1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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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ar −0.578* 0.007 

 (−1.887) (1.207) 

niir −0.172*** 0.010*** 

 (−3.879) (10.833) 

npl 0.483 −0.093*** 

 (0.868) (−8.345) 

dar −2.302*** −0.019* 

 (−4.681) (−1.886) 

cir 0.040 −0.009*** 

 (0.422) (−4.751) 

ldr  −0.004*** 

  (−4.166) 

_cons 306.557*** 2.312** 

 (6.228) (2.261) 

个体固定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N 528 528 

R2 0.106 0.655 

F 9.402 128.042 
***p < 0.01，**p < 0.05，*p < 0.10。 

 
模型(1)的结果显示，利率市场化指数(NIS)与流动性比率(LDR)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系数为

−6.491, p 值小于 0.01)，表明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农村商业银行可能面临流动性管理的挑战，流动性

的减少可能会对银行的运营效率和风险控制产生不利影响。进一步地，模型(2)通过引入流动性比率(LDR)
作为中介变量，分析了利率市场化指数(NIS)对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ROA)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结果显

示，利率市场化指数(NIS)对盈利能力(ROA)的直接影响从 0.407 降低到 0.382，即 NIS 对 ROA 的直接正

向影响部分被 LDR 的负面效应所削弱。虽然利率市场化为农村商业银行提供了提高盈利的潜在机会，但

也通过增加资金成本波动和存款不稳定性，降低银行流动性比例，进而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背景，基于 2013 至 2023 年 48 家农村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

效应模型，深入分析利率市场化对农村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利率市场化改革显著

提高了农村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但同时也通过增加资金成本波动和存款不稳定性，降低银行流动性比

例，进而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利率市场化对不同类型的银行影响存在差异：上市银行和非国有银行受

益显著高于非上市银行和国有银行，显示出不同所有制和治理结构的银行在适应市场化改革中的表现差

异。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优化存贷款利率机制以平抑资金成本波动 
监管部门应推动农村商业银行构建基于市场化的存贷款利率动态调节机制，针对资金成本波动较大

的农村商业银行，建议制定利率区间管理政策，允许其在市场利率基础上灵活设定合理的上下浮动范围，

以平滑利率波动对存贷款稳定性的影响。此外，应鼓励农村商业银行设计并推广长期存款产品，通过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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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存款期限增强存款来源的稳定性，缓解流动性比率下降对盈利能力的抑制作用。 
2) 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以缓解流动性比率压力 
针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发的流动性管理挑战，建议在存款来源不稳定的区域引入区域性流动性互助

机制，支持农村商业银行之间设立流动性互助基金以增强应对突发性流动性需求的能力。同时，推动现

代化流动性管理工具的研发与应用，通过金融科技手段加强流动性风险的实时监测与预警，提升流动性

管理的精准性和效率，从而减少流动性比率下降对银行盈利能力的负面影响。 
3) 差异化扶持不同类型银行以提升市场适应性 
基于研究发现的银行类型差异性影响，建议监管部门实施差异化扶持政策，提升国有和非上市农村

商业银行的市场适应能力。对于国有银行，可适当调整政策目标，将盈利能力作为评价重点之一，鼓励

其更多参与高收益业务以提升市场竞争力；对于非上市银行，可通过拓展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或引入政策

性担保机制增强其资本实力，降低资金成本和风险暴露水平，从而缩小与上市银行在盈利能力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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