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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金融机构如何更好地服务江西经济 

---基于 2011-2015 年间 

江西省银行金融机构新设网点的调查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 

“十二五”是江西省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是金融机构“爆发式”增长的时期，新设机构有效增加了金融供给，强化了市

场竞争，降低了融资成本，改进了金融服务，但与此同时，调查发现，机构的过度扩张也会对经济产生负面作用，且不同类型

的新设机构在存贷比例、信贷偏好、融资方式等方面差异显著。建议按照“总量控制、区域平衡、类型多样、鼓励合作”的原

则，有针对性地制定我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引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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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二五”期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新设情况 

据统计，截至2015年末，全省共有银行类金融机构①17040家，相比2011年初增加920家。不同类型机构的增长情况不尽一致，

表现为： 

一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延伸发展。业务范围从南昌等主要城市纷纷向县域层面延伸，支行及支行以下营业网点由2011年初38

个增至2015年末234个。 

二是城市商业银行快速扩张。在完成城市信用社改制基础上，城商行机构网点快速增长，业务发展进入快车道。机构数由

2011年初的211家增加到2015年末的600家，“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达到23.2%。 

三是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十二五”期间部分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经营自主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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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机构数，包括法人机构、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及支行以下营业网点。 

②以下简称“三类机构”。 

③“十二五”期间，我省贷款年均增速分别为 18.6%、19.1%、18.3%和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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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增强，同时村镇银行作为农村金融机构的重要补充，也在快速发展。“十二五”期间，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从9家

增至36 家，在农村金融机构中占比从8.6%增至27.5%；村镇银行从12家增至44家，在农村金融机构中占比从11.4%增至33.6%。 

四是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新增较少。五年间仅分别新增75 家和2 家，分别增长4.1%和2.1%。 

二、新设金融机构对我省经济作用显著：“两升一降” 

由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②新设机构数量占比81.8%，为便于分析，本文以这三类机构作为新设

机构的代表，并与其他机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新设机构对我省经济的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 

一是提升了经济金融总量。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金融业快速扩张，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年均增长 16.8%。其

中新设机构较多的“三类机构”资产总额年均增长 23.5%，较全省资产总额年均增速高 6.7个百分点；贷款年均增长 23.1%，较

全省贷款年均增速快 4.3 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新设机构的不断加入，进一步激活了我省金融市场，贷款投放总体呈现逐年

加速态势③，进而提升了贷款/GDP 水平。据统计，2015 年末全省贷款/GDP 达到 1.6①2，较 2011 年初大幅提高 0.77②，金融对经

济的贡献度进一步提升。 

二是提升了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由于“十二五”期间我省新设机构大多为中小型银行，业务对象更关注小微、三农等民

生领域，金融服务的触角不断延伸。据统计，至2015年末，“三类机构”小微企业贷款3860.8亿元，占全部公司类贷款73.0%，

较全省金融机构占比高22.7个百分点，较2011年初占比高15.7 个百分点；涉农贷款余额3745.9 亿元，占“三类机构”全部贷

款50.8%，较全省金融机构占比高12.0 个百分点，“ 十二五”期间实现年均增长21.7%，较全省平均增速快3个百分点。 

三是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新设机构在增加金融供给总量的同时，也通过让渡部分利润促进了全社会平均利率水平的降低。

统计显示，2015年末全省金融机构的贷款利润率为4.4%，较2011年初降低0.3个百分点，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分

别较期初降低0.3和2.7个百分点，反映了社会融资“低息化”趋势。以上饶农信社（含农村商业银行、农合行）为例，2015 年，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96%，较2010年下降0.18个百分点，而存款利率由2010年的1.6%上升至2.49%，存贷款利差缩小了1.07个

百分点，仅此一项就每年向社会让利近6亿元③。 

三、不同类型新设机构支持重点和业务方式差异较大：“三个不同” 

一是资金配置效率不同。金融机构主要通过资金配置支持地方经济，但是不同类型新设机构的存贷比差异较大。股份制商

业银行由于新设机构可以优先获得总行信贷计划支持，存贷比相对较高，2015 年末达到 85.1%，较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

构分别高 27.3 和 19.1个百分点，较国有商业银行高 13.4 个百分点。以招商银行为例，该行是我省在地市开设二级分行最多的

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十二五”期间存贷比提升最快的商业银行，2015年末高达 93.6%，较 2011 年初提高 19 个百分点。此

外，“十二五”期间城市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也提升 11.0 个百分点，较全省平均水平快 2.8个百分点，是各类商业银行中存贷比

提升最快的一类机构（见表 1）。 

                                                        
2
 ①2015年全国贷款/GDP为1.39，我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1。 

②“十二五”期间，“三类机构”贷款/GDP由2010年的0.20提升到2015年的0.64，提升幅度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③基于 2015年该行存贷款平均余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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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的信贷偏好不同。从企业类型上看，机构增设不多的政策性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主要偏好大中

型企业，2015 年末这两类金融机构的大中型企业贷款占比分别为 63.7%和 70.3%；股份制银行贷款分布较为均衡，2015 年的大

中小微型企业贷款占比各在 25%左右；城市商业银行尤为偏好小型企业，2015年小型企业贷款占比达到 54.5%；农村合作金融机

构除关注小微企业外，小微企业主等以个人名义发放的经营性贷款也占到贷款总量的 1/3。此外,作为商业银行在县域和农村地

区的补充,村镇银行更加关注县域及社区经济的发展,其 71.7%的贷款集中于县域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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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自中国银监会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 

从行业分布来看，政策性银行更加偏好具有政府背景的平台公司和基建项目，2015 年的基建行业贷款占比为 63.2%；国有

商业银行除了基建行业外，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也占据了较大份额；而增设分支网点较多的三类机构，贷款更多分布于批发零售

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农林牧渔业，对企业和个体经济部门的支持力度更大（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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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综合应用各种融资方式的能力不同。当前，商业银行支持经济建设的方式日趋多元，各类同业业务、表外业务迅猛发

展，贷款在商业银行资产中占比逐年降低，已不能全面反映商业银行对经济的贡献程度。其中，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

行资产更为多元。以上饶银行为例，2016年1季度末的广义信贷余额540.4亿元①3，其中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买入返售资

产三项合计达336.1亿元，较同期贷款多131.7亿元，占广义信贷余额的62.2%。相对而言，农村金融机构仍然主要依赖传统存贷

款业务，同期全省农合机构上述三项资产占比只有28.3%。 

四、金融机构过度扩张会产生负面效应 

一是新设机构过量会加剧金融资源的区域失衡。从本质上看，商业银行与普通企业一样，经营的主要目标就是盈利。其贷

款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找到能够承载信贷资金的优质项目和优质客户。但应该看到，任何一个地区，尤其是在欠发达的地区中，

优质的客户和优质项目是有限的，当这些客户和项目的有效贷款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后，商业银行的资金必然会通过市场业务、

上存资金等方式“出逃”至其他地区寻找载体。此时，商业银行将更多地扮演“抽水机”角色，将落后地区的存款资源吸取后

输送到发达地区使用。以2012年在我省新设立的某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例，当年该行存贷比例为68.2%，比全省平均存贷比高2.4

个百分点，但在随后的几年中，该行存贷比一路下滑，至2015年已跌至59.9%，比全省平均存贷比反而低了14.2个百分点。此外，

从近年在我省县域农村地区设立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业务状况来看，也大多呈现出存贷比持续走低的特征。显然，商业银行的

                                                        
3
 ①按照人民银行即将推出的MPA管理规定，广义信贷=贷款+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买入返售资产+存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

余额。 

②“十二五”期间，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的新增存款占比分别由40.4%、12.3%、18.7%

和18.3%调整为23.4%、9.9%、22.1%和28.9%，新增贷款占比分别由44.9%、15.2%、8.3%和16.7%调整为26.9%、9.8%、15.4%和20.0%。 

③盈亏平衡点计算公式为：营业收入=营业支出，营业收入=预期贷款日均规模×贷款执行利率，营业支出=预期存款日均规模×

存款付息率+预期管理费用。约束条件为存贷比小于等于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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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加剧区域金融资源的失衡，不利于县域农村地区的普惠发展。 

二是新设机构自身发展具有边际效应。当机构发展到一定数量之后，更多是“切分蛋糕”，而非“做大蛋糕”，机构自身

的效益性也难以保证。如股份制商业银行虽然机构增设较多，但新增存款占比和新增贷款占比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贷款新增占

比的降幅远快于存款②。此外，新设机构达到盈亏平衡点所需时间越来越长。通过对上饶银行四家异地分行（抚州分行、鹰潭分

行、南昌分行、宜春分行）进行盈亏平衡点测算③发现，较早开业的三家分行实现盈亏平衡历时较短，其中抚州分行和鹰潭分行

历时1年，南昌分行半年即实现了盈利，而2014年7月成立的宜春分行至今仍未达到平衡点。 

三是新设机构不良贷款上升速度快于其他机构。由于新设机构在开业初期为抢占市场，信贷投放普遍较为激进，导致后期

快速反弹。“十二五”期间，全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了 1.22 个百分点，但新设机构集中的“三类机构”的不良率却呈现

上升趋势，其中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分别增加 0.75 和 0.77 个百分点，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村镇银行分别增

加 1.02、6.54 和 1.22 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的快速上升，既消耗了大量资本，又制约了其发展后劲，使新设机构极易陷入“先

发展，后治理”的怪圈，贷款增长“大起大落”，既不利于其自身的稳健运行，也不利于信贷客户持续健康发展。 

五、立足实际，合理制定金融机构引进设立战略 

一是总量控制。金融机构设置过度会引发社会资源浪费、高度同质竞争等问题，而且单家金融机构分支机构设置过多也可

能引发边际效益下降。因此，应该加强研究和测算，根据经济发展状况、金融服务需求、现有机构分布等情况，确定地区（单

家）金融机构设置的合理数量，控制总量，而不是盲目“扩招”金融机构。 

二是区域平衡。当前金融机构的设置在农村和城市间呈现“马太效应”，城市新设金融机构越来越多，而扎根农村的金融

机构少之又少，要鼓励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法人机构走进农村，发挥其资金运用集中于本地、了解地方情况、审批效率高等优

势，更好地为县域农村经济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缩小农村与城市间的金融资源分配差距。 

三是类型多样。不同的金融机构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点，信贷偏好、服务对象侧重也有所不同，因此引进新设机构时应

尽可能考虑多样化设立，以满足地区企业和个人金融服务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需求，同时减少重复竞争。当前，应重点针对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反弹、避险情绪上升，进而引发的信贷投向“远小脱实”现象，优先发展一批扎根当地社区、服务中小企业

的中小法人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改善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的金融供给，切实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四是鼓励合作。针对当前县域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缺失和网点效益不佳的矛盾，未设置物理网点的商业银行要通过加强行际

合作，突破行际壁垒，充分利用其他银行网点和互联网金融渠道，大力发展委托、代办等跨行业务，满足县域农村地区金融服

务需求；现有网点支行也可通过受理跨行业务、委托业务，在完善网点功能，改进金融服务的同时，达到拓展网点盈利渠道、

提升自身经营效益的目的，实现社会效益与银行自身效益的有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