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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民营银行建设与未来”课题组

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

等金融机构，引导民间资本参股、投资金融机构及融资中介服务机构。”银监会

加快了对民营银行的审批，目前我国已经审批通过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

天津金城银行、网商银行、瑞华银行等 5 家民营银行。

各界对民营银行非常关注，也存在一些分歧。在我国大金融体系中，银行业

占主导地位，而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整体创新不足，发展民营银行可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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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间资金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加快银行业的转型升级，促进我国金融创新，

并为大金融体系改革和建设积累经验。

一、对民营银行的认识存在误区

第一个误区，发展民营银行是为了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我国五大国有银行取得巨大成绩，规模均已居于世界前列，民营银行不可能在近

期内超越他们。同时，我国的前五大银行占整个银行业的比重，相对于一些发达

国家来说，比重并不高，不存在所谓打破垄断问题。所以，发展民营银行并不是

为了消弱国有银行的实力或者打破垄断。

第二个误区，发展民营银行可以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小微

企业大都具有经营风险高、信息不透明以及治理差的特点，银行在提高贷款量时

必然考虑这些因素；另一方面民营银行的吸收存款的能力一般弱于大银行，所以

民营银行很难为小微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贷款。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应该依

靠发展直接融资，而不是把解决方案的宝押在民营银行。

第三个误区，希望通过创办银行获得暴利或者短期经济效益。在我国，银行

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某些地方银行的产能已经过剩，整体收益相对其他行业高

一些，但不可能获得暴利；目前我国银行业格局相对稳定，民营银行的设立需要

长期的投入，很难获得短期经济效益。

第四个误区，民营银行不需要政府干预。银行业的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稳

定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银行产品具有半公益性质，政府必须确保银行经

营稳定，尽可能使所有人获得银行服务，所以完全没有党委或者政府对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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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是不现实的。

二、发展民营银行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

我国正处在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银行业还存在着布局不合理、缺乏创新动

力和业务不适应当前新技术发展等问题。发挥民营银行的创造性，形成鲶鱼效应，

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促进整个银行业的结构优化。

——有利于金融产品的创新。由于约束机制、激励机制不到位，国有商业银

行大多不愿意在金融创新方面冒更多的风险。民营银行由于机制灵活，可以在创

新金融产品、发掘客户需求、发展普惠金融以及利用互联网新技术等方面，充分

发挥创造性，避免跟现有银行的同质化竞争，大力开展在现有银行体系无法服务

到地区的业务，并促进整个银行业的金融创新。

——有利于银行治理的创新。在我国，国有控股的银行是占主导地位的，国

有股比例偏高，存在权责不分、行政干预、大股东一股独大等问题。通过发展民

营银行，梳理党委、董事会以及股东之间关系，充分发挥民营资本的积极性，提

高企业经营的效率，增强企业风险观念，适度增加银行业的竞争，从而发挥市场

的作用，推进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实现。

——有利于银行监管的创新。民营银行大都具有规模比较小、区域化经营、

产品创新多的特点，监管部门一方面要鼓励民营银行金融创新，从而为更多人提

供更好的服务，另外也要监控民营银行的经营风险，避免由于经营不善对实体经

济造成的冲击，所以民营银行的出现能起到改善监管体制和监管手段，促进监管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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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途径促进民营银行的发展

民营银行的发展土壤比想象中的要好，发展民营银行并不只有新发牌照一种，

而应该多管齐下：

——改善现有中小银行的管理机制。从产权关系上来讲，现在存在的很多中

小银行已经是民营银行。在日常经营中，往往因为政府介入比较多，股东并没有

充分发挥其作用。通过改造它的管理机制，让股东可以独立发挥更多的作用，增

强其经营的独立性，减少与政府之间的关联交易，就可以出现更多实质意义上的

民营银行。所以，现有的银行机制改善是发展民营银行的重要方式。

——降低中小银行牌照的申请门槛。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都对申请民营银行

比较积极，监管部门应该适当降低民营银行的申请门槛，对于区域性经营的民营

银行，其设立申请的审批权可以下放到当地政府，增加审批效率；同时也要更加

关注它的经营特色，避免与现有银行的同质化竞争。

——推进国有银行的混合制改革。国有银行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发展混合所

有制，减少目前存在的权责不清的情况，发挥民间资本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积极性，

促使国有银行在放贷时更加关注风险，并提高经营效率，重视对股东的回报率，

也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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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民营银行的政策建议

发展民营银行，需要构建适合民营银行的金融政策环境，同时要符合我国的

国情，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建设积累经验。

——民营银行需要设立党委。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很多带有准公益性质，

银行经营需要符合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所以民营银行需要设立党委，确保企业在

党委的指导下运行，所经营的业务符合国家和当地长远的发展规划和利益。同时

需要明确党委、董事会以及股东会之间的分工，确定相互的权力界限，避免党委

过多过滥干涉企业正常经营。

——对民营银行进行分级管理和多极监管。监管部门对民营银行进行分级，

并制定统一的监管框架。对于国际性和全国性经营的民营银行，由银监会监管。

对于区域性的民营银行，可以把权力下放给省级金融办部门，根据银监会的监管

框架，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对本地的民营银行负责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做到

监管下沉，促使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真正负起监管的责任。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一方面，让政府对国有银行的这种隐形信用担保逐

渐消退，促使银行重视风险，另一方面，促使储户把存款分散，客观上促进中小

银行的发展。现在的大银行由于有政府信用担保，不存在破产风险，对存款保证

金制度的开展缺乏兴趣，所以存款保险制度要顶层设计，高层推动。

——推进政策性金融担保体系。当经济下行时，中小企业经营会比较困难，

往往连带中小银行的破产。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设立金融担保机构，在经济不景

气的时候为中小企业担保，让这些企业能够经营下去，避免提供融资的中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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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确保经济的稳定运行。

——限制银行的过度竞争。银行的稳定对国家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银行过

度竞争，会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并波及到实体产业。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在这

方面的经验，通过地方立法，限制银行之间的过度竞争，鼓励银行之间的差异化

服务，保证当地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