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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李颖超

12月 21日，南京银行发布公告称，

该行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当日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审议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其中，谢宁被提名为该行

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董事任

职资格尚需获得监管部门核准。

稍早前，《证券时报》已独家报道，

根据南京市委决定，在 12月 14日召开

的南京银行干部大会上，谢宁已新任南

京银行党委书记，胡昇荣因年龄原因不

再担任党委书记一职。

依照惯例，在履行相关程序并报监

管核准后，谢宁有望接任南京银行董事

长一职。据了解，南京银行将于2024年

1月8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相关议案。

深耕江苏本地金融

公开信息显示，谢宁出生于 1976
年，在江苏本地的金融监管领域长期供

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工作多年，

履职经历横跨多个部门，先后担任过中

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办公室主任、副行

长，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

长，工作经验丰富。

“谢宁熟悉国家金融政策和方针，

工作站位高，大局意识强，视野开阔、思

路清晰、作风务实，也善于统筹协调，待

人真诚。”有熟悉谢宁的人士告诉记者。

此前，谢宁还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南

京分行货币信贷处工作，一度出任中国

人民银行泰州市中心支行行长一职，深

度参与泰州市创建全国首家、江苏唯一

的国家级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改革

创新试验区，打造了“泰州金改”样本。

在金融市场司任职期间，谢宁还参

与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以及

政策规划的制定和市场监管等工作。

截至12月初，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

分行的“机构领导”信息栏显示，谢宁任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按惯例，在履行相关程序并报监

管核准后，谢宁有望接任南京银行董事

长一职。

政策与市场敏感度高

南京银行此次重大人事调整前夕，恰

逢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陆续召开，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要坚

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金融

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

江苏本地金融领域某资深人士向

记者表示，“金融管理部门出身的谢宁，

对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实体经济、

强化支持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发展、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

领导等要求应早已熟稔于心。同时，多

年参与政策制定的经历，为其专业性、

敏感性等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2019年，彼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南

京分行副行长的谢宁在公开发言中表

示，中小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要加强

和科技公司的合作，银行的核心风控是

不能外包的，“要坚持守牢底线，首先要

提高对安全可控的认识。要共同夯实

金融基础设施，国家提出要推动形成布

局合理、治理有效、富有弹性的金融基

础设施体系，我们是共同的参与者、推

动者和建设者。”

“他具有很强的研究、学习和分析

能力，熟悉货币信贷政策。”“他很了解

金融市场业务，对政策变化和市场动向

非常敏感，可以说年富力强、能力突

出。”多位熟悉谢宁的人士向记者表示。

现董事长即将卸任

与此同时，南京银行董事长胡昇荣

也即将卸任，他将在今年到龄休任。在

他任期上，南京银行资产规模突破 2万

亿元大关。

胡昇荣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金融老

兵，职业生涯 40 余年均在金融系统度

过，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多个部门、南京

市地方金融办担任要职。1963年出生

的胡昇荣，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江浦县支

行计划信贷股办事员，中国工商银行江

浦县支行副股长、股长、副行长，中国人

民银行江浦县支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

南京分行营管部副处长、处长、副主任、

党委委员，南京市金融办副主任、主任、

党组书记。

自 2013年 6月起，胡昇荣担任南京

银行行长。2017年4月20日，中共南京

市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时任南

京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董事的胡昇

荣拟接任该行董事长、党委书记。2017
年6月，胡昇荣担任南京银行董事长，全

面执掌这家头部城商行。

根据2023年三季度报告数据，南京

银行资产总额 2.2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超 1800亿元，增幅 8.80%；截至 9月末，

该行存贷款规模分别为 1.34 万亿元、

1.08万亿元，分别是十年前的6.3倍、8.7
倍；员工总人数超16000人。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开展 2023年度我国系统重

要性银行评估，认定了20家国内系统重

要性银行，南京银行首次入选该名单，

成为第五家入选的城市商业银行，也是

江苏省内第二家入选的法人银行。

董事会换届选举进行时
南京银行新帅即将揭晓 证券时报记者 邓雄鹰

岁末已临近，险企年内的债权

融资规模明显增长。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20
家保险公司合计发行债券 1089亿

元，同比大幅增长 385%。12月至

今，就已有6家险企发行规模达370
亿元的债券，超过了去年全年的

224.5亿元。

具体来看，今年险企发行的债

券主要为资本补充债券和无固定

期限资本债券（以下简称“永续

债”），其中保险公司发行永续债为

今年首次开闸。11月 7日，泰康人

寿发行了首只保险公司永续债，截

至目前已有5家保险公司累计发行

永续债325亿元。

从债券发行票面利率来看，今

年险企发行资本补充债的票面利

率最低为3.24%，最高为4.7%；永续

债的票面利率最低为 3.30%，最高

为 3.70%。相较而言，整体发行利

率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另外，发

行主体评级不同，发行利率的差异

也很大。总体上，债券发行时险企

主体评级和债券评级大多较好，20
家公司中有 16家的主体评级和债

券评级均为AAA级。

险企纷纷发债的动力，主要源

于资本补充需求。2022年，“偿二

代”二期规则开始实施，针对寿险

公司核心资本的认定趋严，保险公

司偿付能力尤其是核心偿付能力

出现大幅下滑。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 9月末，保险公司核心偿付

能力充足率从2021年末的220%大

幅下降至126%，其中人身险公司该

项指标从212%下降至109%。

尽管距离监管关于核心偿付

能力充足率不低于50%的要求仍有

一定安全空间，但保险公司补充核

心资本的压力开始不断上升。

国泰君安非银首席分析师刘

欣琦等发表的研究观点认为，保险

公司主要以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

两大方式补充资本，受制于寿险业

务转型进度，近几年行业增长承

压，不利于权益资产定价和获取回

报，因此保险公司通过股权融资补

充资本的难度较大。相比之下，债

权融资具有约束少、发行周期短、

发行成本低等优势，在监管政策放

开的背景下，预计保险公司的债权

融资需求将大幅提升。

目前，保险公司用于资本补充

的债券主要有次级定期债务、资本

补充债券以及永续债等几类。而

最受险企欢迎的是资本补充债和

永续债，两者都能采用公募发行，

满足险企的资本补充需求，提升险

企的偿付能力充足率。

除了资本补充需求，有的保险

公司还出于其他需求发行债券。

例如，紫金财险偿付能力十分充

足，但今年还是发行了25亿元资本

补充债券。

紫金财险彼时回复记者称，

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紫金财险

具有前瞻性补充资本的传统，常

年较高水平地保持偿付能力，为

公司的平稳发展奠定基础；二是

公司战略规划要求未来进入行业

前列，实现价值上市目标，这客观

上也要求公司未来能够及时补充

资本，以应对战略性投资布局的需

要；三是履行国有企业职责，公司

偿付能力需保持在较高水平；四

是市场环境因素和时机选择，也

是发债的原因之一。

考 虑 到 2022 年 至 2024 年 为

“偿二代”二期实行的过渡期，保险

公司债权融资需求在未来两年或

继续扩张。刘欣琦认为，随着过渡

期结束，预计大量保险公司会选择

通过发债融资的方式缓解资本压

力。在资本监管趋严以及行业转

型的双重压力下，保险公司短期面

临资本压力，但大部分公司仍然具

有极强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

债权融资需求集中释放
险企年内发债规模已超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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