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烟台台民民营营银银行行最最快快两两年年内内成成立立
注册资金至少30亿元，成最大难题

虽然说办银行的想法在孙
崇 信 这 些 人 的 心 目 中 勾 画 依
旧，但是真正要实现起来，难度
还是很大。“先不说别的，烟台
市现在有二三十家银行，除了
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之外，
各 家 股 份 制 银 行 也 是 资 产 雄
厚 ，并 且 经 营 上 也 是 各 具 特
色。”在业内人士看来，烟台民
营银行发展似乎困难重重。

其实孙崇信也认识到了未
来可能出现的困难。“信任问题
是最主要的，很多市民甚至连
股份制银行都不信任，民营银
行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会认为，
民营银行破产的可能性很大，
怕自己的钱收不回来。这个问
题，我们当初也考虑过解决方
法。”

“第一，依靠服务培养市民
的信誉，我们只要能在烟台的
金融业市场站稳脚跟，几年就
能获得生存的空间——— 当然，
在存款利率上，我们或许能比
股份制银行优惠更多；第二，还
要靠市政府方面的支持，各项
财政资金如果能存储在我们这
家民营银行，会对我们帮助巨
大。”孙崇信说，最主要的一点，
还是做那些现在大银行不做的
业务。

“举例来说，现在小微企业
去银行贷出钱来的可能性基本
为零，我们开业后则会专门做
小微企业这一块的业务，存款
市场的争夺也是，虽然我们也
会去找大企业融资，但是最重
要的还是立足于民间，立足于
市民，立足于农村，把成千上万
的小额资金汇集成为江河湖海
的金融长流。”

本报记者 姜宁 王晏坤

开村镇银行

也是一条路

在谈及烟台民营银行开设
的可能性时，一些银行业内人
士说，如果碍于 3 0亿元的硬性
门槛，可以先尝试着开一家村
镇银行，然后慢慢地过渡为民
营银行。“和民营银行的纯民资
性质不同，村镇银行需要有一
家商业银行来牵头，比方说今
年 在 招 远 开 业 的 建 信 村 镇 银
行，就是由建设银行牵头搞的，
这样一来门槛就降低了很多。”
一家银行的中层领导说。

而据了解，从龙口南山集
团的村镇银行建成以来，烟台
市现在已经有数家此类性质的
村镇银行，各种经营已经迈向
正规。而且，在烟台市金改规划
中，对村镇银行的扶持力度也
很大。

“还是要尽力争取开设民
营银行，如果要往村镇银行上
靠，那这一梦想早就实现了。”
孙崇信说。

本报记者 姜宁 王晏坤

降降低低金金融融风风险险，，老老百百姓姓将将获获益益
专家看民营银行：对银行业有发展刺激作用

本报记者 王晏坤 姜宁

对于民营银行，
业内专家也表达了各
自的看法。总体来说，
专家对此持乐观态
度，认为民间资本开
银行是大势所趋，不
但能降低金融风险，
对百姓也有莫大的好
处。“到时候国有银
行、城市商业银行也
会提高自己的服务水
平，甚至利息利率也
会有变化，对普通老
百姓很有好处。”

民资开银行，是大势所趋
对于民间资本开银行，山

东大学经济学院导师、教授魏
建认为，这在当前金融发展环
境下，是大势所趋。这会促进整
个银行业内部的竞争，会有越
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到银行
建设中来。

“但是，要注意防范民间资
本进入银行业带来的相应风

险。”魏建说，他说的风险，主要
是指从实业转嫁到金融业中的
风险，例如关联交易、家族企业
中的问题。

魏建说，原先国家不允许
民间资本参与到银行建设中，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他们通过
银行这个牌照融来的资本、吸
引的存款，会通过关联交易，不

当地转移到他们控制的公司。
“虽然有风险，但是近几年

国家相关部门对关联交易的监
管规则也越来越清晰，只要风
险可控，民间资本开银行非常
可行。”魏建说，民间资本开银
行，总体来看，时机已经较为成
熟，目前就是等着监管部门部
分或全面放开。

民营银行开起来，对百姓很有好处
针对金融改革中民间资本

可以介入银行业的问题，山东
省政协委员、山东财经大学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华认为，这
堪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企
改革一样，是对银行业改革的
一个重大举措。

“这和当时的国有企业改
革一样，先从增量改革做起。”
陈华说，当时国有企业改革，推
出了一些民营企业、外资企业
等，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些企业

逐渐发展壮大。
有些改制后的国有企业

可能经营不善，甚至到最后破
产倒闭，而这时已经培育起来
的民营企业就会冲进市场，降
低国有企业倒闭带来的市场
风险。

“这种改革思路很好，从
增量开始，除了国有银行、城
市商业银行之外，也培养体制
外的民营银行组织。”陈华说，
这里的民营银行也起到了当

时民营企业的作用，降低金融
风险。

陈华认为，民间资本介入
银行业后，对国有银行、城市
商业银行本身具有发展刺激
作用，类似“鲶鱼效应”。如果
国有银行经营不善，也有可能
破产倒闭，从而被民营银行替
代。“到时候国有银行、城市商
业银行也会提高自己的服务
水平，甚至利息利率也会有变
化，对普通老百姓很有好处。”

民营银行是

撬动改革

的“鲶鱼”

长期以来，银行业内都缺
乏有效的竞争。几大国有银行
是绝不心虚的，而且抱定了一
种心态，有本事别来我这儿存
钱。虽然最近一段时间，各家
股份制银行通过一些新产品
的引入，也开始让国有银行不
得不去俯下身来搞一些产品
的创新，以跟得上时代的发展
脚步。但是，产品创新毕竟是
产品创新，产品创新不能引领
金融改革和金融体制的发展、
进步。

这时候，全国各地掀起的
民营银行申办热潮，就如同一

条鲶鱼，搅动着金融业这盘死
水。如果在两三年、三五年之
后，烟台市真的出现了一条民
营银行这样的“搅局鲶鱼”，
它要从民间资本中揽储，专门
对准原本银行看不上的几千几
百元；那么，大银行就真的能安
坐岿然不动吗？而如果真的出
现几家互相争取小额资本的情
况，那小市民手中的钱就会受
到重视，小市民在银行的地位
就会随之提高。

再说贷款。现在的小微
企业到大银行去融资，别说
贷出钱来了，连领导的面恐

怕都见不到，逼得他们没办
法，恨不能变出钱来。但是民
营银行一旦开设后，会把贷
款对象变成小微企业，这个
风险也只有“小、快、灵”的民
营银行敢冒。

试想一下，如果民营银
行能与小微企业相结合，一
方面民营银行通过放贷赚了
钱，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也通
过融资获得了经营资本；那
么，这种双赢很可能会让大银
行“心动”，从而改变目前小微
企业贷款难的情况。

本报记者 姜宁

民营银行要发展

争取信任是关键

本报10月28日讯(记者 姜
宁 王晏坤) 烟台市金融改革
规划中明确提出，在未来要支持
一批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设立
民营银行。其实，在烟台早已有
这样一批人，在为开设银行做准
备。“其实很久之前就有了一个
想法，就是把现在的小额贷款公
司发展成为民营银行。就在今年
初，我们还去北京相关部门咨询
过相关的政策问题。”烟台市工

商联金融商会会长孙崇信说。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北京，孙崇信得到的回答是：
民营银行主发起人的注册资金
必须在30亿元人民币以上，而且
是无限责任公司法人制。但是，
第一，孙崇信和他的金融商会成
员们没有一个人能拿得出30亿元
来，第二，无限责任公司法人制
的结构预示着，他们即便开了银
行也是一场赌博，因为一旦失

败，他们就可能面临倾家荡产的
危险。

“一腔热血上头后，被浇了
一盆冷水。”孙崇信用这句话来
形容年初的北京之行。“回来之
后我们也想过很多方法，但都难
以达到30亿元的硬标准。”

在烟台市金融改革规划中，
明确提出，在未来要支持一批实
力雄厚的民营企业设立民营银
行。而在山东省内，首家民营资

本银行已经落户淄博。“其实，这
家民营银行的注册资金也没有30

亿元，也是由小额信贷公司发展
起来的。之所以在最低注册资金
方面降低了门槛，主要是要搞一
个试点。如果成功后，可能会在
全省范围内推广。”一位业内人
士说。

听到这一消息后，孙崇信
等怀揣着“开银行梦”的金融业
人士，又燃起了新的希望。“要

真是这样的话，既然淄博那边
能成功，那么，我们也要争取在
2015年拿到一个牌照，开设一家
烟台人自己的民营银行。”孙崇
信说。

据了解，民营银行基本是由
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起来的，而烟
台市的几家小额贷款公司都是
烟台市工商联金融商会的会员
单位。烟台的民营银行，首先得
从这块沃土诞生。

农商银
行是烟台市
金融业由小
到大的代表，
各种经营方
式和理念是
民营银行学
习的榜样。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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