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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的变化给中小银行发展带来了一定压力，部分中小银行陷入

利润下滑和不良率攀升的困境中，在此背景下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本文对中小银行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经营发展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并结

合乡村振兴战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碳”目标和数字经济发展中蕴

含的重要发展机遇，对中小银行深化改革的方向提出了建议。 

 

引言 

中小银行作为服务地方经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主力军，在促进经

济增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实体经济遭到较

大冲击，企业经营陷入困难，中小银行面临资产质量恶化、营业收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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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个别村镇银行发生的风险事件以及近期全国多地出现的房贷断供

事件为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和风险防控敲响了警钟，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

和严峻的经营压力，中小银行要不断深化改革，通过改革提高自身核心竞

争力。中小银行的改革发展应紧密围绕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在普惠金融、

消费金融和绿色金融等方向布局业务发展，坚持深耕本地市场，走差异化

发展道路，要高度重视公司治理和风险防控，扎实推进数字化转型，提高

金融科技应用水平，促进金融产品创新，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当前中小银行经营面临的挑战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的背景下，企业经营状

况不佳会直接影响贷款的偿还，使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居民需求

的收缩会使零售业务的发展受到影响，净息差收窄导致中小银行利润下滑。

此外，中小银行在公司治理和数字化转型上也都面临较大挑战，具体表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疫情冲击下贷款总体需求下降，净息差收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冲击下，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均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人民银行最新

数据显示，2022 年二季度我国贷款总体需求指数出现显著下降。一方面，

企业由于供应链不通畅、市场需求收缩等影响在经营上面临较大困难，在

市场形势没有出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企业投资意愿降低导致贷款需求降

低；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下降导致其消费需求减少，因此也降低了贷款需

求。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贷款总体需求下降，进而对中小银行的营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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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负面影响。此外，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金融向实体经济

让利各项政策的实施，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使得中小银行净息差不断收

窄，给中小银行的盈利能力带来了挑战。 

二是不良贷款风险上升，面临资本补充压力。2022 年二季度以来，全

国多地受到疫情反弹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企业的生产经营陷

入严重困难，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随之上升。为了支持企业恢复正常

经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其中包括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金融政

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短期流动性压力。但由于企业经营状况的

改善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助力，如果企业未能及时扭转不利的经营情况，

就可能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因此中小银行面临的不良贷款风险依旧较大。

在政策宽松的背景下，信贷投放扩大和不良贷款积累都会对银行资本充足

率产生影响。根据人民银行数据，2022 年一季度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

银行资本充足率均出现下降。核心资本是银行经营安全的关键所在，也是

中小银行进行业务扩张的基础。当前中小银行普遍面临着资本补充的压力，

而在经济下行和净息差收窄的冲击下，中小银行的留存收益不足以对资本

进行有效补充，并且由于中小银行中大部分是非上市银行，因此外部融资

渠道也比较受限。 

三是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导致风险事件频发。近期河南多家村镇银

行发生存款无法取出的风险事件，涉及金额高达 400 亿元，反映出中小银

行公司治理严重缺位的问题。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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