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平：中小银行急需处理好

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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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连平 陈洪杰 

 

中国信贷体系具有“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国有大型银行和全国

股份制银行具有较强的信贷能力，多数地方法人银行实力薄弱。中小法人

银行兼并重组后，可以较好地填补金融服务空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十九大确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在安邦系、明天

系等较大的风险事件基本上得到有序处置后，监管者又将目光转向了规模

接近 80 万亿元的中小银行，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已积极推动 20 多家

高风险中小银行合并重组。 

不过，2021 年二季度央行评级结果显示，有 10%的城商行机构为高

风险机构。另外，农合机构和村镇银行的高风险机构数量接近 400 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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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机构资产占比虽然不大，在 5 万亿元左右，但少数中小银行的风险可能

传导至整个金融体系，甚至有可能形成系统性风险。 

近日，《财经》记者就上述话题专访了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

院长连平。目前，连平担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特聘专家，曾担任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

员会主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等职务，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宏观经济运

行与政策、国际金融和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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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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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称，中国信贷体系具有“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国有大型银

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具有较强的信贷能力，而多数地方法人银行实力薄

弱。中小法人银行兼并重组后，可以较好地填补存在的金融服务空白，有

助于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 

中小银行的发展定位、公司治理、人力资源、业务结构、风险化解等

几乎所有方面，都与地方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连平表示，当前中小

银行的出路在于，如何合理、合情、合规地定位和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

系。 

银行合并潮有望改变中国的信贷体系 

《财经》：2020 年以来，已经有 20 多家中小银行合并、即将合并。

当下的合并潮与前些年银行的合并有所不同，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连平：中国地方法人银行为数众多，但长期以来，“小、散、弱”的

现象较为普遍。受资金实力和经营区域限制，统筹配置金融资源、支持经

济社会发展的潜力较为有限。与前些年一些地方法人银行合并主要是在地

方政府主导下追求做大、做强有所不同，新一轮地方法人银行合并具有较

为务实的初衷。 

首先，丰富多层次信贷体系，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中国信贷体系具有

“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一方面，国有大型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具有较强的信贷能力，但对接的多为央企、地方龙头国企和重大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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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而相关客户和项目在地方，特别是中西部省份相对较少。 

另一方面，多数地方法人银行定位于服务本地实体经济，服务“两小”

（小区金融和小微金融）、履行普惠金融和精准扶贫责任，但受资金规模和

经营管理水平等限制，不但难以充分照顾到千千万万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

求，在支持省内、地级市和县域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项目方面

也表现得力不从心。尤其 2022 年是中国的“基建大年”，不少地方都提

出了庞大、超前的基建计划和项目。 

 

中小法人银行兼并重组后，可以围绕大型银行意愿不强、覆盖不到和

一些小型金融机构能力不够的领域着力，可以较好地填补存在的金融服务

空白，有助于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 

其次，增强抗风险能力，防范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相较于国有大行

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地方法人银行在风险管理、内控机制、专业人才储

备和金融科技基础等方面相对薄弱。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一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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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人银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不良率上升、资本补充压力增大等潜在风险。 

因此，地方法人银行兼并重组，既有助于应对市场竞争和外部不确定

性；同时也有利于其增强抗风险能力，降低区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

从地方政府和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角度看，当前推动地方法人银行兼并、

重组具有现实意义。 

再次，顺应监管政策导向，增强竞争能力。例如，资管新规出台后，

2020 年-2021 年，一些规模较大的银行纷纷成立专业理财子公司。而规模

较小的地方法人银行则由于投研能力不足，在申请持牌方面优势不明显，

未来很可能只有往理财产品代销方向转型。从近年来资本补充的情况来看，

规模较大的银行也往往更容易优先获批发行永续债或赴境外上市。在此背

景下，一些中小规模的地方法人银行“抱团取暖”，以增强竞争能力，不

能说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财经》：也就是说，目前地方法人银行合并潮和银行体系结构和功能

的合理性有关？ 

连平：是的。大、中、小银行合理布局是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客观需

要。尤其是地方法人银行通常更多地定位在普惠金融方面，其在有效服务

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天然优势。中国是个特大型经

济体，既需要大型、全国性商业银行整体性地加强服务中小微企业、民营

企业，也需要地方中小银行下沉式地向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针对性地提

供专业化、特色化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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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关注地方法人银行合并潮对银行体系结构及其功能带来

的影响，合理把握其发展方向，避免大批中小银行偏离、改变其原有功能

定位，大面积地转化为地方经济大型建设项目的主要金融服务主体。 

提高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能力 

《财经》：中小银行合并中，不良资产处置是难以绕开的话题。其实，

所有中小银行都或多或少的面临不良资产处置的难题。 

连平：确实。中小银行在不良资产处置上面临一系列制约因素。一是

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单一，重组盘活和可转债的市场化手段有限。 

二是处置部门的资金人力投入不够，操作的专业性水平不高。 

三是不良资产重组过程中，需协调股东、职工、债权人、投资人和监

管部门、中介机构等各方利益，具体实施难度大。 

四是受市场信心、债转股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企业所持股份面临流

动性风险，但股权退出机制尚不完善，影响了处置力度和效果。 

《财经》：已有业内人士建议，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建设不良资产

交易平台等。您的观点是什么？ 

连平：建议从三方面提高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能力。首先，增强中

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紧迫性和敏感性。面临处置不良资产的重要时期，

中小银行应结合发展现状并强化紧迫感，引进并培训专业人才，制定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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