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2 主打 2015年1月16日 星期五 编辑：康鹏 组版：徐凌 今 日 高 新>>>>

““小小银银行行””联联盟盟走走出出““山山东东模模式式””
合作联盟让15家城商行共享统一的后方服务平台

从银行的“钱荒”传闻到P2P网贷业务的兴起；从各大银行的同质化竞争到微众银行的突然出现；
从流行的城商行合并重组到“山东模式”的探索，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可谓高潮迭起。本期《高端
访谈》重点关注对小微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城商行发展中的“山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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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缺大银行，缺小银行，缺社区银行，缺百姓身边触手可及的可提供便捷服务的银行。另外，为弱势群体、小微微企业、
创新创业群体服务的银行太少了。”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后称合作联盟)董事长史跃峰认为，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已经
完成了从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特色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作为特色灵活的“小银行”，为为小微企业发
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也因抵御风险能力不足而遭遇发展“瓶颈”。在围绕诸多城商行发展道路中，“小银行”间的合合作联盟方式
让山东的城商行走上了“第三条道路”。

围绕着齐鲁软件园和联荷大
厦这两大写字楼集聚区周边，分布
着近20家银行的相关营业网点。如
此高密度的银行网点分布，即便是
在一流大城市的发达商业区也不多
见。据了解，除了这一范围里集聚大
量人群外，两大写字楼里的近1500
家中小微企业也是各大银行竞相争
取的目标客户。而细心的市民会发
现，这些银行网点中不仅有工、农、
中、建、交这样的国内大银行，也有
像青岛银行、威海银行、日照银行等
这样的小型城市商业银行。

“中国的金融市场里，工、农、
中、建、交这类大银行大概占有
70%的市场份额。”史跃峰介绍，从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银行业改
革，如今基本完成了从“专业银行”
到“商业银行”的转型。“以前农业
银行是做农业的，工商银行是做城
市工商业的，建设银行是搞基本建
设的，但是现在，大家做的业务基
本是一样的，同质化十分严重。”史
跃峰认为，银行业务的同质化让专
业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的同时，也
从最初的垄断走向了竞争。在他看
来，银行间的市场化竞争是好的，
老百姓和企业都是受益者。

然而，大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更
多的是关注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国
有大中型企业。“比如大银行跟中
石油合作，一下子可能就是100个
亿，这是小型商业银行不敢想的。
但是一些小微企业就很难得到大
银行的关注，获得贷款的难度较
大。”史跃峰介绍。据了解，在高新

区的上万家企业中，科技型中小企
业众多，这些企业普遍存在轻资
产、无形资产占比高、可抵押物不
足状况。而大型银行对于企业融资
的限制条件较多，融资问题一直是
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难题。

有需求就有市场。针对小微企
业的融资需求，除了各类风投和基
金外，近年来，P2P网贷业务作为一
种低门槛的新型产业也逐步发展起
来。然而由于相关法律监管缺位，靠
行业自律往往难保良性发展，也出
现不少资金管理的风险事件。

从某个角度讲，小型城市商业
银行或许可以弥补了这个不足。史
跃峰举例说，小型城商行与大银行
的目标客户有错位，“比如在潍坊，
潍柴可能是大银行的目标客户，而
小微企业就是潍坊银行的目标客
户。再比如，潍坊银行70%的业务
是小微业务，政府90%的创业贴息
贷款是潍坊银行放出去的。”同时
兼任潍坊银行董事长的史跃峰介
绍。

“中国不缺大银行，缺小银行，
缺社区银行，缺百姓身边触手可及
的可提供便捷服务的银行。另外，
为弱势群体、小微企业、创新创业
群体服务的银行太少了。有没有一
家银行是专门针对农业、农村或家
庭农场的？有没有一家银行是专门
针对创业群体的？有没有一家专门
针对老年人的‘银发银行’？”在史
跃峰看来，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
方向是从同质化走向差异化，从

“商业银行”走向“特色银行”。

大银行同质化竞争严重

中国缺小银行特色银行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今年1月初，中国首家互联网
民营银行微众银行发出首笔贷款。
据了解，即将投入运营的微众银
行，其特色是既无营业网点，也无
营业柜台，更无需财产担保，而是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和大数据信用
评级发放贷款。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视察该微众银行时表示，“希望
用你们的方式来倒推传统金融的
改革。”

传统金融需要哪些改革呢？城
商行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尤其是支
持小微企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具
有灵活性的小型城商行是否也需
要改革？尽管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
资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对于
小型的城市商业银行来讲，也有自
身的缺陷。

据了解，由于各城市的城商行
发展资源分散，规模效益较低；高
级人才缺乏，培训层次不高；创新
能力不足，城商行之间同业存在同
质化现象。此外，城商行对经济金
融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不够，信息
来源渠道狭窄等，也使得其在抵御
风险和发展决策中容易出现失误。

城市商业银行要提升金融服
务能力，谋求更快更好的发展，保
持同大银行相当的市场竞争力，必
须走横向联合、共同发展的道路。
为了解决城商行面临的“瓶颈”，不
少省市对区域内的城商行进行了
一系列的改革。史跃峰认为，目前
中国的城商行改革发展模式有三

种，一种是放任式的不做调整，各
自发展；另一种是打破原有的组织
状态，取消一级法人资格；第三条
道路就是山东模式。

据了解，早在2005年，安徽省
徽商银行就采取吸收合并方式，即
由一家实力强大的城商行出资，吸
收合并其他行，取消被吸收合并银
行的一级法人地位，实行统一经营
管理；2007年，浙江省浙商银行采
用参(控)股制方式，即由各城商行
共同参股成立一家新的商业银行，
由新银行先对少数核心成员行进
行控股，同时参股其他行，采取二
级法人运作，原城商行的牌照和经
营自主权保留不变。

“山东走的是合作联盟第三种
模式。”史跃峰介绍，由于山东省内
各城商行的实力相当，合并重组方
式或参控股的方式难度较大，而且
一旦打破原有的组织状态，有可能
造成城商行丧失原先的灵活性。

“城商行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性，
一旦取消了一级法人资格，就如同
把诸多小银行合并变成了大银
行。”史跃峰认为，大银行的同质化
竞争已经十分严重，一旦重组变成
大个头的“齐鲁银行”，就跟安徽银
行、浙商银行等其他大银行没有本
质区别。

既保留小银行的灵活性，又能
节省研发成本，同时让小银行尽量
减少“小”带来的风险，山东走上一
条“合作联盟”的第三条道路。

既保留灵活性又节省成本

合作联盟走出“山东模式”

2008年9月，山东省城市
商业银行合作联盟有限公司正
式在济南挂牌成立，成为由银
监会批准设立，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成为全国唯一一家为中
小金融机构提供后台支持服务
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联盟
不具有管理职能，不直接参与
股东行的业务运营和经营管
理，不经营具体银行业务。”史跃
峰介绍，合作联盟最初主要为省
内的14家城商行股东提供银行
IT系统开发和数据运营维护、银
行业务运营服务、金融产品研发
以及银行信息咨询等。

据了解，银行的IT系统向
来被视为银行的“心脏”，银行
每年花两个亿做系统技术研发
很正常，这也是银行的最大投
入。合作联盟成立不久，其与
IBM联合研发的“单系统多法
人”系统逐步完成了股东城商

行的“换心”工作。“以前每家银
行都得自己花巨资投入研发系
统，现在我们给股东做系统研
发，相当于花一家的钱大家共
享，大大节省了成本。”

然而，城商行合作联盟的
“山东模式”也并非一帆风顺。
“过去6年，我们也走了很多弯
路。”史跃峰介绍，研发新系统
往往需要协调各家股东意见，
就像联合国开会，协调工作往
往很难。“现在我们统一了发展
战略，健全了法人制度，我们的
研发工作要考虑规模效益。”

城商行合作联盟的“山东
模式”也引起了省外银行业界
的关注。2009年7月底开业的
陕西长安银行，于当年也加入
合作联盟统一开发的IT平台，
成为合作联盟的第15个股东。

实际上，城商行间合作联
盟的“山东模式”并非山东首

创，而是借鉴了德国储蓄银行
联盟的组建模式。据了解，德国
储蓄银行联盟下共有489家规
模不大的储蓄银行，都是法人
机构。该联盟将诸如电子数据
处理、支付往来以及证券交易
等后台工作集中起来处理，不
但高效，而且可以节约成本。

然而，城商行合作联盟的
山东模式并不囿于德国模式。
根据史跃峰的规划，“未来合作
联盟的目标是为股东创造利
润，实现企业上市。”同时，史跃
峰对目前中国金融业的信息安
全也表示出担忧。据了解，由于
我国目前金融系统所采用的核
心技术大都是国外技术，而国
外对核心技术的封锁，必然使
得中国的金融信息安全存在威
胁。“研发自主可控的金融系统
设备，我们现在已经走在了这
条路上。”

破除国外核心技术垄断

研发自主可控的金融系统

合作联盟董事长史跃峰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合作联盟可为城商行股东的金融产品提供科技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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