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条件 参股银行 民营股东 持股占比

参股国有商业银行占比

１％

以上 中

、

农

、

工

、

建

、

交

０ ０

参股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比

３％

以上

民生银行

新希望投资

４．９９％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３％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

３．０２％

兴业银行 新政泰达有限公司

３．０７％

华夏银行 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８％

深发展

中国平安集团

４２．１６％

平安人寿

７．４１％

渤海银行 天津商汇投资

（

控股

）

８．００％

参股城商行占比

５％

以上

宁波银行

华茂集团

８．６５％

雅戈尔

７．６２％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

７．１０％

宁波杉杉股份

６．２１％

杭州银行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２％

温州银行

大自然房地产开发集团

８．６２％

昌泰控股集团

６．３９％

温州嘉鸿房地产开发公司

５．１７％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７％

包商银行

包头市大安投资

５．５１％

包头市太平商贸集团

５．４３％

包头市精工科技

５．３１％

齐鲁银行 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２２％

沧州银行

沧州建新房地产开发

５．０３％

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

５．０３％

汉口银行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公司

５．００％

福信集团有限公司

５．６９％

辽阳银行

辽宁程程塑料公司

２３．１３％

辽宁辽鞍工程机械公司

７．５２％

辽宁北方钢管公司

５．７８％

银行业一周重要新闻·微评

� � � �中行和工行没有放松贷款的计

划。 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

5

月

30

日

在中行股东大会上表示， 中行今年

信贷增长可能略逊去年， 但目前没

有接到国务院要求增加信贷投放的

通知， 也不会有放松贷款的计划。

另外， 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在该

行股东大会上也表示， 工行没有增

加信贷的计划， 年初定下增长目标

不变， 另外今年处于审慎考虑， 将

不良贷款率定为

1.2%

。

微评： 近期市场对新一轮刺激政

策的憧憬， 被行长们的一泼冷水浇灭

了。 银行信贷放缓是大环境下的既成

事实， 各家银行的情况大同小异。 但

相比贷款放缓， 行长们似乎更关注坏

账——前两年建房子砌砖太快， 眼

看就要下大雨， 大家都担心砖缝儿

会漏水。

信贷资产证券化已悄然重启。 多

位银行业知情人士

5

月

31

日透露，

监管层已于近日下发内部通知， 要求

各商业银行申报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项

目方案， 首期额度为

500

亿元。

微评： 传闻已久的银行信贷资产

证券化靴子落地无声， 但业界的掌声

显然没有预期般响亮———有银行投行

高管表示， 现在因为信贷需求低迷，

资产证券化的急迫性已经没有去年那

么高了。

信贷政策调整要看经济 “脸色”。

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

5

月

31

日表示，

信贷一直是为稳增长服务， 是否增加放

贷规模、 调整放贷节奏， 要看经济的变

化， 不能固守任何一个东西。 另外， 他

回应房贷政策将放松的传言时表示： 现

在都在看变化， 还没有结论， 需要看经

济变化和需求。

微评： 从监管层近期的表态来看，

信贷政策是 “稳” 字当头， 因为每个部

门都知道 “

4

万亿

2.0

版” 只会重蹈资产

泡沫和通胀的覆辙。 另外， 今年中国经

济放缓已普遍被市场所接受， 同时政府

对经济放缓的容忍度也比

3

年前提高。

工行中信招行违规放贷

189

亿。

审计署

6

月

1

日发布对

2010

年度央企

资产负债损益的审计结果。 审计署发

现， 工行、 招行、 中信银行分别存在违

规放贷、 违规办理票据、 少计固定资产

等问题， 三家银行违规放贷合计

188.64

亿元。 但截至目前， 三家银行的整改工

作已取得明显成效。

微评： 银行的盘子那么大， 难免偶

尔出问题。 我国商业银行从改制上市至

今不过六七年时间， 在贷款合规和账目

管理上与发达国家的银行肯定还存在一

定差距， 仍有很多进步空间。 监管只会

越来越严， 侥幸心理不可取， 这是每家

银行都必须要懂的一个道理。

(

蔡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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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民资入股银行样本：控股梦难圆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通过设立村镇银行实现回归银行

系统， 这是从人民银行系统出来南下

创业、 目前已年过五旬的李思聪最大

的愿望。

但即便是李思聪跟银行打了一辈

子交道， 并且一手创立了广东省内规

模最大的担保集团银达担保， 他也很

难想象以民间资本控股一家村镇银行

会遇到怎样的阻力。 在一路参与发起

并组建多家村镇银行之后， 李思聪坦言

自己 “很受伤”： “没有经营权， 没有

话语权，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积极性了。”

实际上， 自

2003

年起第二轮国

有商业银行改制至今， 像李思聪这样

有先知先觉的民间资本力量已经不止

一次试图叩开壁垒森严的商业银行系

统大门。 他们曾经付出的努力， 以及

进退维谷的现状， 恐怕并非个案。

控股心愿难了

“有没有放开控股权？ 能控股就

有积极性， 不能控股就没积极性。”

对于银监会

5

月

26

日正式印发

的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

行业的实施意见》， 在外地出差的李

思聪第一反应就是控股权。 由于受这

一硬性制约， 已经先后入股四家村镇

银行的银达担保至今基本无权干涉旗

下村镇银行的具体经营事宜。

根据证券时报记者的统计，

2010

年底之前银达担保先后参股了

4

家村

镇银行， 分别是番禺大岗新华村镇银

行、 安徽青阳九华村镇银行、 石家庄

汇融农村合作银行和天津东丽村镇银

行。 在这四家村镇银行中， 作为发起

人的银达担保参股比例分别为

13%

、

10%

、

4.9%

、

10%

。 由于此后曾经陆

续增资扩股， 银达担保在这四家村镇

银行中的持股比例也略有提高。 据李

思聪介绍， 目前该公司持有番禺大岗

新华村镇银行股份

16%

左右、 安徽

青阳九华村镇银行

10%

、 石家庄汇

融农村合作银行

6%

、 天津东丽村镇

银行

10%

。

记者注意到， 以这四家村镇银行

目前的注册资本分别为

2.56

亿元、

5369

万元、

2.35

亿元、

1

亿计算， 银

达担保在其中投入的总金额应超过

6000

万元。

尽管目前最多只能算是财务投资，

银达担保却不是没有机会控股其中一

家村镇银行。 在发起设立番禺大岗新

华村镇银行之初， 银达担保曾经得到

了当地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推动。 但根

据 《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 第二十

五条的规定， 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

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 为满

足这一条件， 番禺村镇银行引进了安

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作为主发起人。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加起来是

第一大股东。” 李思聪称。 不过他随

后发现， 由于受到村镇银行主发起人

必须是商业银行的硬门槛约束， 这一

心愿很快就成了镜花水月。 随着主发

起银行的引入和发起条件的逐步成

熟， 监管部门对于村镇银行合法合规

的相关要求， 最终让牵头此事的银达

担保不得不退居第二大股东。

游离于日常经营之外

由于番禺大岗新华村镇银行第

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也仅达到

20%

左右， 按照常理， 持股比例与其接

近的银达担保应该在银行后续的经营

决策中享有相应的话语权。 但李思聪

很快发现， 身为二股东的银达担保在

银行的日常经营中几乎无法起到任何

作用。

“我们按照程序有派驻董事进入

董事会， 但对董事长和总经理人选的

确定， 我们都无法发表意见。” 讲起

“二当家” 在参与银行中的地位， 李

思聪颇感 “受伤”。 实际上， 管理权

的旁落， 让银达担保等出资人的参股

变成了一次纯粹的财务投资。

“如果银行经营得好， 我们也没

有意见， 但问题是第一年亏本， 第二

年持平， 第三年的状况也不好。” 李

思聪称， 在这种状况下原发起股东对

于村镇银行的热情正在逐步减少。

“一些小股东想将股权转让给我。 我

没有兴趣， 我也当不了第一大股东。”

李思聪很坦率地对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 在银达担保目前持

股的四家村镇银行中， 除安徽青阳九

华村镇银行有分红之外， 番禺、 天津、

石家庄三家村镇银行至今没有分红。

“既然要放开民营资本进入银行

业， 就应该在政策上旗帜鲜明地讲清

楚怎么控股、 谁是第一大股东的问

题， 不应该存在模糊地带， 否则没有

办法推进这个事。” 李思聪表示。

其实， 民资进入银行后无法掌握

实权的案例不止银达担保一家。 比如

早在

2002

年力诺集团就成为济南市商

业银行 （现齐鲁银行） 的第一大股东，

持股累计达到

15%

， 但在随后的很多

年里都无法进入银行董事会。 贵阳市商

业银行 （现贵阳银行） 在

2001

年完成

民营参股的工作， 贵州神奇集团、 西洋

肥业等几家民营资本背景的企业分别持

股近

10%

， 但当时董事会

6

名组成人

员中， 也没有一名民营股东的代表。

海通证券金融组高级分析师董乐表

示， 今年初在参与小银行直投项目时，

与一些民营资金交流发现， 民资更多的

是希望控制或参与银行管理， 而不仅是

作为财务投资者。 大中型银行和多数城

商行背后是政府或国企， 在高盈利背景

下， 民资其实并没有太多资金能力和意

愿参与。

记者也注意到， 在银监会

5

月

26

日正式下发的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

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 中， 虽然明

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发起设立

或增资扩股， 并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

最低持股比例由

20%

降低到

15%

。 民营

企业参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处置的， 持

股比例可以适当放宽至

20%

以上。

但让李思聪感到遗憾的是， 他最关

切的核心问题———民资能不能控股一家

商业银行仍没有被提及。

政策掀开一道缝 民资加快入股中小银行

证券时报记者 唐曜华

今年初温州商人林春平声称收购

美国一家银行的消息一度闹得沸沸扬

扬， 虽然最终查实并非银行， 但民营

资本投资银行业的迫切心情已然显

现。 近期由温州商会牵头、 联合境内

外商会拟筹办的温商银行更代表了民

营企业设立银行的梦想。

近期银监会发布的 《关于鼓励和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

见》 首次明确， 民营企业参与城商行

风险处置的， 持股比例可以适当放宽

至

20%

以上。 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

参与农信社、 农村商业银行风险处置

的， 单个企业及其关联方阶段性持股

比例可超过

20%

。 这为民营企业大

比例持股银行开了一道门缝。 “预计

未来民营资本介入微小银行的速度会

加快。” 海通证券研究报告称。

民资加快渗透

去年以来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而

银行业却一枝独秀， 实现利润高增

长。 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可观回报

对民营企业构成较大的吸引力。 今年

以来已有

30

家左右上市公司设立、

收购或者参股小额贷款公司。 此外，

对于融资需求旺盛、 不受国字号银行

待见的中小民营企业而言， 拥有一家

民营银行也可方便民营企业融资。

实际上， 自

2010

年国家发布鼓

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36

条意

见以来， 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银行明显

增加， 并且参股比例有所提高， 有的

达到了

10%～20%

。

银监会的公开信息显示， 在

2010

年之前， 银监会的批复股权变更信息

大多以地方财政局增持城商行、 外资

银行入股城商行为主； 但

2010

年以

来， 投资入股或者增持城商行的企业

中， 民营企业的身影频繁出现。

不仅如此， 民营企业大比例持有

城商行股份的行为也得到了银监会批

准。 比如

2010

年底， 人和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新蓝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双双获得批准入股铁岭市商业银行

4

亿股股份， 均占铁岭市商业银行总

股本的

19.94%

。

数据显示， 截至

2011

年末， 在股

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总股本

中， 民间资本 （含境内法人股、 自然人

股和其他社会公众股） 占比分别为

42%

和

54%

。 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总股

本中， 民间资本占比达

92%

。 江浙地

区民间资本占比更高， 江苏

4

家城市商

业银行、 浙江 （不含宁波）

10

家城市

商业银行的民间资本占总股本比例分别

达到

54%

、

76%

。 尽管民营资本总体占

比越来越高， 但民营企业控股银行仍仅

限于少数银行。

亟待制度配套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认为，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

业， 国家应出台清晰、 透明的准入标

准； 否则会使民间资本看得见、 摸不

着， 满心期盼准备进入却被玻璃门、 弹

簧门挡住、 弹回。

就监管而言， 监管部门最不愿意看

到的是， 城商行沦为地方政府的提款

机， 或是民营企业的抽水机。 因此， 在

每一份批复城商行股权变更的文件中，

银监会都会提示 “严格控制关联交易”。

除了关联交易的风险外， 国内储户

大多迷信国家信用作保障才安全的定律，

这对民营控股银行而言也是挑战。 民营

控股银行因缺少国资背景和国家信用的

隐性保障， 在

2001

年左右曾一度发生挤

兑风波， 后来在地方政府的施援下公众

才逐步恢复对民营控股银行的信心。

目前， 国外大多通过实施存款保险

制度来保障存款人权益。 而国内存款保

险制度也已渐行渐近。 今年初， 央行行

长周小川称， 存款保险制度将择机推出。

除了存款保险制度之外， 降低银

行业准入门槛、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

行业还需要配套的改革措施。 郭田勇

认为， 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应和推动

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同步进行。 理由是，

如果在利率市场化之前降低银行业准

入门槛， 则高利差必然导致大量民间

资本蜂拥而入； 而若在降低银行业准

入门槛之前推进利率市场化， 则在银

行业相对垄断的现状下， 银行业利差

可能不降反升。

编者按

：

在经济环境整体低迷的

2012

年

，

民间资本进入银行的大门因为各部委落实

《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

而再度徐徐拉开

。

纵观监管部门给出的各项优惠政策

，

其相关条件确实已经放松

，

其中最为明显的

变化是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从

20%

降低到

15%

。

以国内商业银行受到政策保护的息差水平而论

，

进一步放开民间资本准入限制意味着民间资本将能够分享到更多的

银行业发展成果

。

但是

，

当前中国银行业向民间资本放开的速度和力度是否足够

？

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未来能否有机会

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

？

民间资本对银行业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

带着这些疑问

，

证券时报记者日前通过

调查和采访

，

力图为读者梳理一份当下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完整图谱

，

以期能给更多具有能力进入银行领域的民间资本

带来启迪

。

民资控股金融机构路径管窥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参股———控股———掌握经营

权” 是多数民资参与金融机构时规划

出的路线。 但在实践中， 受法律法

规、 现实条件的制约， 民资股东能够

公开控股金融机构的案例并不多。 记

者了解到， 借鉴多种股权结构形态，

通过复杂设计、 绕过监管难题， 民资

可尝试通过多种路径控股金融机构。

一位研究公司股权结构的人士承

认， 要成为一家金融机构的实际控股

股东， 常规路径是参与金融机构增资

扩股、 洽购原股东股份， 同时通过比

较隐蔽的关联方控制一部分股权， 多

方加总之后成为第一大股东。

另一种途径是通过控制金融机构

的第一大股东达到目的。 秘诀是 “把

结构做复杂”， 方法包括成立集团控

股公司、 在海外成立特殊目的公司、

引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通过看似无

关联的自然人持股等方式。

在成立集团控股公司的模式上，

中国平安是典型案例之一。 平安在多

年的探索中构建了一个介于混业经营

和分业经营之间的一种金融控股模

型。 子公司逐个求取金融牌照， 保持

分业经营； 母公司则高度控股各子公

司， 协调资源。 不过， 中国平安的金控

模式是在 “试点特批” 之下进行的探

索， 难以被复制。 目前生命人寿、 阳光

保险等保险集团也希望走集团化金控之

路， 均没有太大突破。

相比之下， 以明天控股有限公司为

核心的 “明天系” 模式更具有操作性。

明天控股是通过旗下数家上市公司发起

收购， 参股、 控股了多家证券、 银行、

信托公司， 实现了跨越实业和金融业的

控股集团目标。

为了绕过监管或者是寻求更有利的

控股地位， 一些隐蔽的操作也被民资灵

活运用。 比如， 通过有限合伙制的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参股金融机构， 其背后的

投资人往往被隐藏了起来。 一名投资公

司人士告诉记者，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

合伙人为

2

人到

50

人， 但具体某个项

目上， 合伙人可以决定跟投或者不跟

投， 只有跟投的合伙人能按投资比例拥

有投资标的股权。 因此， 某一合伙人在

金融机构中的股权占比其实难以判断。

又如， 民资通过控制看似无关联的

自然人股， 也可达到成为某一家公司第

一大股东的目的。 常见的做法之一是控

制方设立另外一家公司， 用这家公司的

业务牵制该自然人的利益， 完成双方利

益的交换。

相关分析

Relative Analysis

银行类别 民间资本占比

股份制商业银行

４２％

城市商业银行

５４％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９２％

村镇银行

（

已批准组建

７２６

家

）

７４％

民资入股中国银行业情况

数据来自银监会，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

民营股东参股银行业机构情况一览

统计数据来自

Wind

、 公开资料 潘玉蓉

／

整理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