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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内容。选取我国 13 家上市商业银行 2008－2017 年的经营数

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机制。结

果发现，利率市场化使银行间竞争加大，显著提高信用风险水平和流动性风险水平。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信用风险的

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对小型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对银行流动性风险

的影响在银行异质性方面并不显著。此外，银行规模大小不是导致其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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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完善、政府干预市场

的程度高低、国家的市场化水平能够充分反映该国

金融市场的情况。1996 年，我国放开了同业拆借利

率，这是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 2007 年，上海实行

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将改革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市

场基准利率得以确定; 2013 年 7 月央行全面放开金

融机构等贷款利率的浮动下限，表明我国贷款利率

的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1］; 2015 年 5 月到 8 月，央

行先后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并于 2015

年 10 月正式取消了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标志着我

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但部分银

行实质上仍旧不能自主定价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

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尚未成熟，改革任重道远。利率

市场化导致的存贷利差收窄、市场竞争加剧和银行

的盈利水平下降等市场反应会引起银行业风险频发，

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较常面临

的风险有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我

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与银行风险的发生有着密切的

关联，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验证。

一、文献综述

针对利率市场化、银行风险等，已经有很多专

家学者进行过相关探究，并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

Ｒanciere 等［2］研究证明，金融自由化在促进宏观经

济增长和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会加大银行的风险;

盛松成等［3］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应该稳健进行，存

贷款净利差应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肖欣荣

等［4］在研究美国的金融深化时发现，利率市场化既

增大了存贷款利率变动的幅度、缩小了存贷款利差，

又导致银行成本增加; 王耀青、金洪飞［5］通过构建

古诺模型，证明了取消银行贷款利率上限会导致商

业银行为吸引客户、实现盈利而加大市场竞争，提

高银行风险水平，另一方面也会促进银行承担风险

的能力有所提升。此外，研究发现银行规模越大，

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弱。吴诗伟、朱业等［6］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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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面板 GMM 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缩

小了存贷利差，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破产风险和不良

资产风险; 李成、杨礼等［7］研究利率市场化改革下

的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结果显示，银行对于风险的

承受能力具有异质性，不同银行的风险抵抗力不同，

大型上市银行的风险抵抗能力要比小型上市银行的

风险抵抗能力弱; 戴振华等［8］应用模糊数学法和主

成分法评价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承受能

力，发现银行规模大小不是引起流动性风险增加的

主要原因，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越高，银行发生流动

性风险的可能性越低; 巫卫专［9］分析利率市场化与

银行异质性，发现净利差的变化对国有商业银行经

营风险的影响要大于对其他股份制银行的影响; 宋

惠、周昭雄［10］研究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在利率市

场化改革下的表现，发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宽

松的货币政策均会加重银行的风险承担，也会提高

风险水平; 唐齐鸣、马丽［11］同样在对银行风险承担

的研究中发现，利率市场化改革会弱化银行规模对

于银行风险抵抗能力的影响。

二、利率市场化内涵及其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

的影响

利率市场化改革最先开始于美国，美国为了放

松因应对 30 年代的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利率管制，在

80 年初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放开利率管制的同

时，确定基准利率，让金融机构有一个利率选择标

准。因此，基准利率是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它

能够衡量金融机构取得资金的批发成本，及时体现

资金供求变动［12］。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政府将

利率水平的主要调整权交由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根

据市场价格竞争和市场供求来确定投融资利率水平，

而中央放开对存贷款利率的管制，起到宏观调控的

作用［13］。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我国实体经济更加健

康地发展，使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增强，信用贷款

质量提高，更多闲置资金能够更好地投进金融市场，

促进市场自由化发展，催化市场更加成熟。然而，

利率市场化改革也使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压力增大，

面临的风险也大大提高。利率市场化改革对银行信

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体现在: 利率市场化会

导致贷款利率上升，提高信贷成本，导致低风险贷

款人无法承担高信贷成本而退出信贷市场，寻求其

他融资渠道，高风险借款人为了融得资金，依旧留

在信贷市场，但存在很大的违约风险，使得银行的

信用风险增加［14］; 利率市场化会引起存贷利差缩

小，银行的利息收入减少，利润空间被挤压，可用

资金减少，银行容易无法满足客户的资金需求，从

而引发流动性风险; 利率市场化会引起市场利率的

波动更加频繁，加大银行的利率和汇率风险，也会

提高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 一)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研究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的信用风险和

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机制。选取不良贷款率 ( Ｒisk1 )

来表示银行的信用风险，是指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

比重，不良贷款率越高，银行面临的由于不良贷款

导致的信用风险就越高; 选取存贷比 ( Ｒisk2 ) 来表

示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是指贷款与存款的比值，存

贷比越大，银行的流动性越低，流动性风险越高。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即用来衡量利率市场化的指标。通过

相关论文的研究，发现存贷款净利差能够反映利率

市场化，因 此 采 用 净 利 差 ( IGAP ) 来 作 为 解 释

变量。

3. 控制变量

衡量银行自身特征的变量主要有银行规模、成

本收入比，银行业变量有行业竞争度、宏观影响因

素等。用银行总资产表示银行规模 ( LNSize) ，为了

消除单位不同带来的误差影响，取其对数; 成本收

入比 ( CＲＲ) 是指营业成本与营业净收入的比值，

用来衡量银行的盈利效率; 行业集中度 ( CＲ5 ) 是

指银行业总资产规模最大的五家银行占所有银行资

产的比值，来表示银行之间竞争力的大小; 用 GDP

增长率 ( GDPG ) 表 示 对 应 时 期 国 家 的 经 济 发 展

水平。

( 二) 样本选取

选择 13 家上市银行 2008－2017 年的数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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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银行包括 5 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分别为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8

家小型非国有商业银行，分别为民生银行、浦发银

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

华夏银行以及平安银行。选择的这 13 家银行既包括

国有银行，也包括非国有银行，可分析银行异质性

的影响。选择 2008－2017 年 10 年的时间，一方面能

够更加准确反映近几年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

另一方面是因为时间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能够更

好地研究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效果。此外，13 家银行

大部分集中在 2006、2007 年上市，数据获取比较准

确，也比较具有代表性。

( 三) 研究思路

通过分别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建立相应的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如模型 ( 1) 所示，分

析净利差对不良贷款率 ( Ｒisk1 ) 、存贷比 ( Ｒisk2 )

的影响效果。由于银行之间存在异质性，需分析利

率市场化在银行异质性下对银行这两种风险的影响。

通过在模型 ( 1) 中加入银行类型这一虚拟变量与

解释变量利率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即加入交互项

IGAP×TYPE，如模型 ( 2) 所示。TYPE 取值为 0 或

1: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取值为 0，小型非国有商业银

行取值为 1。模型 ( 1) 、模型 ( 2) 如下:

Ｒiskit =β0 +β1IGAPit +β2LNSizeit +β3CＲＲit +β4CＲ5 it

+β5GDPGit +εit ( 1)

Ｒiskit =β0 +β1IGAPit +β2LNSizeit +β3CＲＲit +β4CＲ5 it

+β5GDPGit +β6IGAPit ×TYPE+εit ( 2)

其中，i 代表不同银行，t 代表年份，Ｒiskit 代表银

行风险类别，IGAPit 代表净利差，LNSizeit 代表银行

规模大小，CＲＲit 代表成本收入比，GDPGit 代表经济

增长水平，εit 代表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研究及结果

( 一)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使用 Excel 对数据进行初始处理，利用 Stata12

进行实证。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统计特征如表

1 所示。从表 1 可以看出，13 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期望为 1. 27%，最高为 4. 32%，最低为 0. 38%。13

家银行的存贷比期望为 72. 74%，最高为 98. 23%，

最低为 49. 45%，且标准差为 8. 58%，说明不同银行

存贷比差距明显。净利差的期望为 2. 34%，最大值

为 3. 24%，最小值为 1. 32%。从表 1 中也可以看出，

不同银行规模、成本收入比均存在显著差异。随着

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GDP 增长

率也保持平稳增长。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 量 变量表示 观测个数 期望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isk1 不良贷款率 /% 130 1. 27 0. 561 7 0. 38 4. 32

Ｒisk2 存贷比 /% 130 72. 74 8. 577 7 49. 45 98. 23

IGAP 净利差 /% 130 2. 34 0. 362 2 1. 32 3. 24

LNSize 银行规模 /百万 130 15. 30 0. 989 1 12. 66 17. 08

CＲＲ 成本收入比 /% 130 32. 38 5. 356 1 20. 11 44. 88

CＲ5 行业集中度 /% 130 44. 07 5. 363 2 36. 77 51. 00

GDPG GDP 增长率 /% 130 8. 27 1. 338 6 6. 70 10. 60

( 二) 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相关

系数检验。选用 Spearman 相关系数检验，相关系数

矩阵见表 2。可以看出，只有变量 CＲ5与 GDPG 的相

关系数为 0. 917 9，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至少在 0. 6

以下，说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低。而鉴于

CＲ5和 GDPG 分别代表的是行业集中度与 GDP 增长

率，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行业竞争度和经济增长水

平，而且这两个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较低，因

此，依旧将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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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相关系数矩阵

Tab.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变量 Ｒisk1 Ｒisk2 IGAP LNSize CＲＲ CＲ5 GDPG

Ｒisk1 1

Ｒisk2 0. 096 3 1

IGAP －0. 261 8 －0. 413 8 1

LNSize 0. 443 7 －0. 162 3 －0. 230 7 1

CＲＲ －0. 226 1 －0. 145 6 0. 329 7 －0. 550 1 1

CＲ5 －0. 377 6 －0. 372 6 0. 551 1 －0. 461 1 0. 586 8 1

GDPG －0. 474 9 －0. 373 7 0. 555 4 －0. 425 2 0. 559 3 0. 917 9 1

( 三)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建立回归模型，要求变量序列是平稳的，或者

是同阶差分平稳的序列，以避免非平稳序列导致的

虚假回归、建立的模型不理想、存在较大误差等问

题。采用 LLC 检验和 Fisher － ADF 检验来验证数据

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LLC

和 Fisher － ADF 两种检验方法的结果表明，所有变

量的显著性 P 值都明显小于 0. 05，面板数据是平

稳的。

表 3 单位根检验

Tab. 3 Unit root test

变量
统计量 ( P 值)

LLC Fisher－ADF

Ｒisk1 －6. 757 1 ( 0. 001 5) 108. 430 0 ( 0. 000 0)

Ｒisk2 －4. 427 5 ( 0. 016 6) 60. 083 9 ( 0. 000 2)

IGAP －7. 215 1 ( 0. 000 0) 43. 907 7 ( 0. 015 5)

LNSize －14. 587 2 ( 0. 000 0) 51. 249 0 ( 0. 002 2)

CＲＲ －4. 581 4 ( 0. 006 1) 48. 066 8 ( 0. 005 3)

注: 括号中为 P 值。

( 四) 豪斯曼 ( Hausman) 检验

通过上述的相关检验，可以建立回归模型。本

文选择 13 家银行 10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存在着银

行个体效应，不能采用简单的混合回归。个体效应

有两种类型: 一个是固定效应，另一个是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模型使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 ( LSDV)

估计原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可以使用广义最小二乘

法 ( FGLS) 来估计原模型。本文主要研究商业银行

的信用风险 ( Ｒisk1 ) 和流动性风险 ( Ｒisk2 ) ，需要

分别 建 立 模 型。Ｒisk1 的 Hausman 检 验 的 P 值 为

0. 016 1，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Ｒisk2的 Hausman 检验

的 P 值为 0. 578 3，选用随机效应模型。

( 五) 实证结果及分析

运用以上模型选择的检验结果，对 Ｒisk1建立固

定效应模型，对 Ｒisk2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如表 4。

1. 解释变量的影响

净利差对信用风险为负向影响。由表 4 的检验

结果可以看出，IGAP 对 Ｒisk1 的作用为－ 0. 408 2，

在 5%水平上显著，说明净利差越小，不良贷款率越

高。净 利 差 对 流 动 性 风 险 为 负 向 影 响。 IGAP 对

Ｒisk2的作用为－6. 452 2，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

净利差越小，存贷比越高。

2. 控制变量的影响

第一，LNSize 和 CＲＲ 对 Ｒisk1、Ｒisk2 的影响并

不显著，说明银行规模大小并不是银行风险发生与

否的衡量标准。CＲＲ 对 Ｒisk1 的回归系数为负，对

Ｒisk2的回归系数为正，可能的解释是银行成本的增

速小于银行收入的增速，上市银行的主要收入是利

息，说明银行的信贷规模可能扩张速度较快，加大

银行的信用风险。此外，在此模型中 CＲＲ 对流动性

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影响均不显著，并不能有效解释

对银行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影响。第二，CＲ5

对 Ｒisk1的影响作用为 0. 036 5，在 5% 水平上显著;

对 Ｒisk2的影响作用为－1. 058 1，在 1% 水平上显著。

行业竞争使银行的收益水平下降，加大流动性风险

和信用风险，同时，为了使净利润稳定增长，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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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贷款增多，存贷比增加，流动性风险增加。第三，

GDPG 对 Ｒisk1的影响作用为－0. 113 2，在 1% 水平

上显著; 对 Ｒisk2的影响作用为 1. 177 7，在 5% 水平

上显著。表明经济增长较快时，国内整体经济发展

向好，信用风险会降低; 另一方面，银行的逐利性

会加强，导致贷款增加，流动性风险增加。

表 4 整体样本的回归模型

Tab. 4 Ｒegression model of the overall sample

注: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 水平上

显著。

( 六) 银行风险的异质性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小型非国有商业银行在银

行规模、盈利能力、经营水平以及国家政策支持等

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对风险的影响效果也不同。

用模型 ( 2) 对 Ｒisk1、Ｒisk2 分别重新建立固定效

应、随机效应模型来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不同类型银

行的风险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

IGAP×TYPE 项的系数在模型 3 中显著为负，说明大

型国有商业银行与小型非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影响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当 TYPE = 0 时，交叉项

IGAP×TYPE = 0，IGAP 变量的系数仅代表对大型国

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从结果中可以看出，

影响并不显著; 当 TYPE = 1 时，交叉项 IGAP ×

TYPE = 1，IGAP 变量的系数代表利率市场化对小型

非国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影响效果可以看

作两项系数的加总，为－0. 452 0，说明利率市场化

会提高小型非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另外，

交叉项 IGAP × TYPE 在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并不显

著，说明利率市场化改革对银行流动性风险在不同

类别银行中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5 加入交互项后的回归模型

Tab. 5 Ｒegression model after adding an interaction term

注: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 水平上

显著。

更直观地，图 1 显示的是 2008－2017 年我国大

型国有商业银行与小型非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

率，可以看出，小型非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普遍增长点是在 2013 年，这

也与 2013 年利率市场化改革放开对金融机构的贷款

利率限制有关。这一数据也与实证结果一致，利率

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影响具有银行异质性。

图 1 不良贷款率的变化趋势

Fig. 1 Trends in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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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的稳健性检验的方法是加入更多的控

制变量，在原有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净利差

( IGAP) 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

的影响机制是否与之前的实证结果保持一致。考虑

到指标的相关性，主要增加的控制变量为资本充足

率 ( CAＲ ) 、拨 备 覆 盖 率 ( PC ) 和 M2 增 长 率

( GM2) 。选取的依据是不良贷款与资本充足率相互

影响，另外资本充足率反映商业银行能以自有资本

承担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损失的程度，那就与银

行资金流动性有关，即与流动性风险有关。拨备覆

盖率作为银行贷款可能发生的呆、坏账准备金的使

用比率，与银行的不良贷款有关。我国主要以间接

投资为主，银行信贷业务是资本市场资金流转的重

要手段，与银行信贷有关的指标与银行的信用风险、

流动性风险也有很大关联。此外，稳健性检验再加

入一个宏观经济指标，M2 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不同，M2 增长率是一国货币

政策变动的最直接的反映，与银行业务息息相关。

表 6 是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两个模型的稳

健性检验。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净利差对信用风

险和流动性风险都是负向作用，且对流动性风险的

负向作用是显著的。这与第五部分的实证结果一致，

说明模型稳健。在原控制变量中，除了银行规模

( LNSize) 这一个变量分别对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的影响效果由负转为正、由正转为负且均不显著之

外，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效果均没有发生变化，这

也从侧面验证了银行规模不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和

流动性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对银行风险的异质性研究的稳健性检验中，

从表 7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 7 与模型 8 中，

IGAP 项的系数、IGAP×TYPE 项的系数以及其显著

性都与本文银行风险异质性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利

率市场化对不同性质的银行的信用风险的影响效果

不同，存在异质性问题。表现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对

小型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对大型国有

商业银行的影响; 但是利率市场化对不同性质的银

行的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效果没有显著差别，不存在

异质性。

表 6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Tab. 6 Model robustness test

注: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 水平上

显著。

表 7 银行异质性的稳健性检验

Tab. 7 Bank heterogeneity robustness test

注: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 水平上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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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实证结果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净利

差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呈现显著负

相关关系，即利率市场化改革会显著提高银行信用

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水平; 利率市场化对不同银行信

用风险的影响效果不同，存在异质性问题; 利率市

场化改革加剧了银行间竞争，表现为行业集中度的

逐年下降，银行的竞争加剧显著提高了银行的流动

性风险水平，降低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 银行规模

大小对其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都不显著，

银行规模不是其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重要衡量

标准。

既要实现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完成，又

要避免商业银行非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结合本文实

证结论，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应稳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有效配合

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货币政策的稳定，将银行净利

差控制在合理区间［15］。利率市场化会缩小净利差，

提高银行的存贷比，显著提高银行的信用风险和流

动性风险水平，这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必经之路。我

国银行之间竞争不断增强，小型非国有商业银行总

资产比重逐年增加，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比重逐渐下

降，这是金融市场逐渐自由化的表现，这一成果表

明，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有效率的，应稳健推进。

第二，银行应注重自身健康向上发展，在利率市

场化改革背景加持下创新性调整业务结构。首先，商

业银行应该转变现有盈利模式，以存贷款为盈利主要

模式的传统要改变，努力创新，不断开发新的中间业

务，并注重风险控制。其次，银行业务的发展对象也

要发生转变。我国商业银行倾向于向规模大的公司、

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对于中小企业与个人

贷款限制较大。一方面，面对大客户，银行议价能力

处于劣势地位; 另一方面，对个人和小的企业存在逆

向选择以及信用风险问题，这导致资金过多流向大客

户，资金流动效率低。最后，为避免银行信用风险和

流动性风险的发生，银行应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密

切关注国家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于经济环境有敏感的

预测和深入的分析。

第三，由于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

异质性，不同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也存在差异，为

了提高商业银行有效应对风险的能力，国家应加强

对各层次银行的资本监管，采取监管措施对号入座

的有效管理方式，鼓励银行业促进资本结构改革。

同时，给予商业银行一定的政策支持并允许其扩大

经营范围，鼓励银行金融产品创新，提高产品竞争

力。在金融产品创新过程中，应建立健全合理的资

产定价机制，增加专业机构投资者，同时加强金融

监管，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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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ment
Centralization and Cost Behavior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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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power in different levels of managers will affect the management
mod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behavior，thus having an impact on the enterprise cost management behavior. With the
help of the phenomenon of cost stickiness，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st stickines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and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the degree of centralization on the cost stickiness of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cost stickiness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and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centralization of enterprises，the weaker the cost stickiness; in non－state－owned listed enterprises，the reverse effect of
the degree of centralization on cost stickiness is more obvious. The conclusion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mode on manufacturing cost behavior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to
choose appropriate decision － making mod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ost management and enhance the cost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cost stickiness; centralization degree; cos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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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terest Ｒate Liberalization on
Credit Ｒisk and Liquidity Ｒisk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ZHENG Xinjing
( School of Economic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financial reform. This paper selects the
operating data of 13 listed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7，and uses the fixed effects and random
effects models of panel data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on commercial banks’
credit risk and liquidity risk. It was found that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increased inter－bank competi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of credit risk and liquidity risk. The impact of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on the credit risk of banks is
heterogeneous，whose performance in the credit risk of 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s is bigger than that on state－
owned banks. The impact on banks’liquidity risk is not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bank heterogeneity. In addition，the
size of banks is not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credit risk and liquidity risk.
Key words: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commercial banks; credit risk; liquidity risk; bank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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