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庚南：比名称规范更重要

的是行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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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日前，为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要求，

进一步规范“银行”字样使用，银保监会会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

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关于规范“银行”字样使用有关事

项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明确：未经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批

准，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并明确了不

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的集中情形。 

这一《通知》的出台看似来得有些突兀：还有人敢开“山寨”银行么？

从有关部门对《通知》出台背景的解读看，的确是因为近年来市场上频繁

出现企事业单位、个人甚至政府部门违法使用“银行”字样的情况，对“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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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字样的滥用已经到监管部门不得不出手的时候。 

违法使用“银行”字样的表现形式有哪些？ 

按照《商业银行法》，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

用“银行”字样的规定。尽管《商业银行法》对“银行”的专属性有明确

的规定，但现实中，违法滥用“银行”字样的行为林林总总，其行为动机、

表现形式与危害程度也各异。总体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货真价实的“山寨银行”。即真正意义上的假银行，其实质属于

非法金融机构或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近年来，山寨“银行”的案例并不鲜

见。一些不法分子因为贪慕银行的“躺赚”而利令智昏、铤而走险，擅自

挂上银行的招牌骗取百姓的钱财。如：2014 年 9 月被银监会取缔的“钱塘

银行（筹）”；2015 年 1 月被警方查封的“南京盟信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

作社”；2015 年 7 月山东临沂兰陵县兰陵镇出现的一家能以假乱真的“中

国建设银行”；2021 年 7 月上海银保监局和深圳银保监局分别取缔的“红

旗银行上海分行”和“红旗银行深圳代表处”；2022 年 5 月广东银保监局

曝光的“中国平原银行”。这些“山寨”版的“银行”要么公开“挂牌”

营业，要么在各种微博、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等网络平台上违法使用“银

行”字样，借助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兜揽金融产品。 

二是仿冒银行的涉诈金融 APP。最常见的就是打着银行旗号的钓鱼网

站。一些不法分子通过钓鱼网站，窃取金融消费者的银行卡密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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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消费者蒙受巨大财产损失。一些不法分子假冒银行 APP，以“低利息”、

“秒到账”、“要求低”等为诱饵，诱导受害者点击虚假链接。除了仿冒

银行 APP 外，还存在仿冒消费金融公司等其他金融平台的涉诈 APP。据工

信部反诈专班公布的一批涉诈高风险 App，涉诈类 App 主要包括仿冒银行

类、仿冒金融平台类、虚假贷款类三大类。诈骗分子通过建立仿冒商业银

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平台，推出大量“李鬼”式 App，以“小额返利”等诱

导网民进行访问下载，实施金融诈骗。甚至也有一些非法份子直接推出一

些虚假贷款类 App。由于涉诈 App 成本极低，令人防不胜防；而且打假成

本也较高，监管部门打而难尽。 

三是似是而非的“山寨”银行。实为滥用、借用“银行”招牌搞噱头

的各种营销行为、宣传行为。有的地方政府为博眼球，在推广公共项目平

台时违法使用“银行”字样，并通过公开挂牌、媒体报道等形式进行宣传；

有的在公开印发的工作方案等文件中不规范使用“银行”字样；有的甚至

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使用“银行”字样标识等。如此前一些地方大肆宣传

“两山银行”“粮食银行”“森林生态银行”等以“银行”命名的相关生

态资源经营发展平台，即属于此类。实际上，“两山银行”“粮食银

行”“森林生态银行”只不过是一种经营模式，与银行根本就没关系。这

些贴上“银行”标签的平台，本是地方政府在推动生态资源发展中的值得

推广复制的经验做法，只是宣传的方式剑走偏锋了。实际上，这些模式往

往契合国家发展新战略，具有积极的推广意义，因此对于此类滥用“银行”

字样的行为，监管部门显然表现较为慎重，在处置上也有别于前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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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知》出台的本意看，个人认为其立足点是规范，规范的重点则

是滥用“银行”招牌搞噱头的各种营销、宣传行为。至于真正意义上的假

银行，以及各种仿冒银行的涉诈 App，因其属于非法金融机构、非法从事

金融业务性质，显然并不在规范层面，而是需要依法严厉查处、坚决取缔

的问题。 

规范“银行”名称使用有多重要？ 

或许有人认为，使用“两山银行”“粮食银行”不过是一种比较形象

的表述方式，因为这些名称代表的实体背后所从事的业务与金融业务根本

就不相干，对此规范似有小题大做之嫌。 

其实不然！虽然从实质上，“两山银行”“粮食银行”类的滥用“银

行”字样行为对金融秩序未必直接产生有实质性危害；但“银行”二字被

滥用的结果，会模糊公众的认知，甚至形成误导。如果听任这种滥用“银

行”名称的行为盛行，势必产生不良的溢出效应，轻则是误导公众，重则

是构筑金融陷阱，使老百姓的财产蒙受损失。客观上，违法使用“银行”

字样将淡化使用“银行”名称的监管严肃性，产生不良示范效应，助长不

法之徒开办假银行、仿冒银行的侥幸心理。久而久之，对“银行”二字失

去应有的敬畏，甚至会向“保险”“证券”等领域蔓延。这也将为一些非

法金融机构创造寄生的土壤。因此，对滥用“银行”名称的现象进行整肃

刻不容缓。 

某爱装牛角尖的网民提出：“甘肃白银行为艺术学校”，可以吗？使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97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