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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浪潮开启 
 

 

 

 

在经营压力加大，以及监管层加快推进中小银行改革的

背景下，今年区域性银行之间的并购重组浪潮开启。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涉及合并重组的中小银行已达

数十家，其中不乏上市银行参与重组或控股多家中小银行。

从政策信息来看，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政策融为一

体，既为中小银行引入资金应对眼下问题，化解短期压力，

又着眼于中小银行长期稳健经营。而市场化合并重组是实现

上述目标的最佳选择之一。我国中小银行数量众多，资产总

额占到整个银行体系的1/4，改革趋势下，区域性银行数量

增长的趋势将会放缓，数量集中的中东部地区未来重组趋势

会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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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浪潮开启 

在经营压力加大，以及监管层加快推进中小银行改革重组的背景下，今年区域性银行之间的并

购重组浪潮开启。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涉及合并重组的中小银行已达数十家，其中不乏上市银

行参与重组或控股多家中小银行。从政策信息来看，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政策融为一体，

既为中小银行引入资金应对眼下问题，化解短期压力，又着眼于中小银行长期稳健经营。而市场化

合并重组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最佳选择之一。我国中小银行数量众多，资产总额占到整个银行体系的

1/4，改革趋势下，区域性银行数量增长的趋势将会放缓，数量集中的中东部地区未来重组趋势会

更强烈。 

一、数十家中小银行酝酿合并重组计划 

当前区域性银行之间的并购重组明显加快，年内多地传出了中小银行或进行兼并重组、或参股

投资同类机构的消息。在外部压力增加，以及监管层将改革重点转向中小银行的背景下，兼并重组

共抗风险渐成行业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涉及合并重组的中小银行已达数十家，其中不乏

上市银行参与重组或控股多家中小银行。 

上市农商行常熟银行2020年半年报显示，6月2日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入股镇江农商行》的议案，

并已签署协议，拟出资10.5亿元认购镇江农商行非公开发行的5亿股，占其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 

33.33%，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近年来，常熟银行在农村金融布局方面动作频频，2019年年报显示，

其已参股6家农商行，间接持有30家村镇银行的股权。 

此外，上市农商行无锡银行和江阴银行宣布参与组建徐州农商银行，分别出资7.82亿元、3.38

亿元，占徐州农商行10.95%、4.73%的股权。徐州农商银行由徐州淮海农商银行、徐州铜山农商银

行、徐州彭城农商银行三家农商银行合并组建，据悉，三家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自2018年7月就已

开始，并于今年7月29日获得江苏银保监局正式批复同意。 

还有不少中小银行酝酿合并重组计划。9月22日，银保监会官网发布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筹

建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显示，同意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合并重组设立四

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该批复的落款日期为9月9日。8月上旬，山西多家城商行相继发布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审议有关“合并事宜”；有消息指出，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长治银行、阳泉市商

业银行，以及大同银行将合并重组为“山西银行”。8月6日，三门峡市政府决定成立三门峡农商银

行筹建工作领导小组。4月30日，蒙商银行正式成立，承接了包商银行的部分业务和资产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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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今年以来部分区域银行并购重组事件梳理 

时间 事件 

9 月 9 日 
银保监会同意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合并重组设立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8 月 8 日-10 日 

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长治银行以及阳泉市商业银行等山西地区城商行相继发布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的议案皆与“合并事宜”有关，此外据悉大同银行也在此次合

并名单中，将成立一家省级城商行 

8 月 6 日 

三门峡市政府决定成立三门峡农商银行筹建工作领导小组。5月15日河南省三门峡市委、

市政府就明确提出“合并三门峡湖滨农村商业银行、三门峡陕州农村商业银行，组建市

级农商银行”。 

7 月 30 日 

江苏徐州市区农商银行风险处置化解及改革工作总结会议召开，由铜山农商行、淮海农

商行、彭城农商行三家合并而成的徐州农商行（筹）正式挂牌成立（2020 年 7 月 28 日

江苏银保监局已批复筹建）。 

7 月 23 日 
陕西银保监局同意榆阳农商行和和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的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

商行。 

7 月 28 日 广东银保监局同意广东台山农商行参股广东阳春农商行，投资金额为 3694.86 万元。 

7 月 28 日 
福建邵武农商行获批筹建，由邵武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组建，将承继邵武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全部债权债务。 

6 月 23 日 

无锡银行和江阴银行分别投资参股徐州农商银行。徐州农商行是在徐州淮海农商行、徐

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三家农商行基础上组建而成。无锡银行公告称，拟出资

人民币 7.82 亿元，预计持有徐州农商行 10.95%的股权。江阴银行拟出资 3.38 亿元，预

计持有徐州农商行总股本的 4.73%。 

6 月 4 日 
常熟银行发布公告称“拟出资 10.5 亿元，认购镇江农商行非公开发行股份 5亿股，占

镇江农商行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 33.33%，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4 月 30 日 

蒙商银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包商银行将相关业务、资产及负债，分别转让至蒙商银行和

徽商银行。2019 年 5 月 24 日，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联合接管。2019 年 10 月，包商银行改革重组工作正式启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最终

决定采取新设银行收购承接的方式推进改革重组。 
 

来源：银行财报，银保监会，新华财经整理 

当前环境下，区域性中小银行经营压力加大，是中小银行重组加速的主要原因。在国内经济

增速放缓，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银行业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息差收入不断收窄，资产质

量受到考验，尤其是中小银行承受的压力更大。《中国上市银行分析报告2020》指出，由于历史原

因、宏观环境变化，以及自身管理能力等原因，近年来中小银行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股权

结构混乱、通过他人违规代持股权、逃避监管审查、大股东违规干涉银行业务经营、内部人控制等

方面。部分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银行面临重组、兼并和接管。 

目前我国中小银行重组以“强弱”结合为主，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盈利能力强，所在地区发

展较好的城商行或农商行寻求控股或参股省内资质稍弱的区域银行；二是省内机构合并形成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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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型银行。这样的方式，一是有利于输出优质商业银行的行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效率、降低风

险；二是区域内中小银行的合并可以弱化地域限制、提高竞争力，并且发挥规模效应加大信贷投放

力度，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二、今年监管明显加大中小银行改革重组力度 

除了经营环境的压力，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也是中小银行合并重组进程加快的重要因素。长期以

来，监管重点更多偏向大型银行，围绕大型银行的风险化解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将国有银行不良资

产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而中小银行在过去发展中积累了不少风险，一些存量资产处置的负担

较重，在当前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下，部分中小银行的风险逐渐暴露出来，监管将改革和风险化解

的重点转向中小银行可谓及时之举。 

去年底尤其是今年以来，监管层多次明确提出要深化中小银行改革，鼓励依法合规的兼并、重

组和股权投资。4月22日，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表示，“大家今年会陆续看到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

工作力度会比较大，特别是进行市场化重组这方面的力度和措施会比较多。” 

此外，有关方面对中小银行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特别是中小银行的再贷款政策、定向降准

政策等，包括银保监会也将对中小银行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这些都将为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创

造有利条件。7月16日，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副主任刘荣表示，“银保监会支持因地制宜、综合施

策，积极推动深化城商行改革和化解风险，支持部分省份因地制宜对辖内城商行采取联合重组等方

式，深化改革化解风险。目前，有的省份辖内的中小机构改革重组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今年有关中小银行的相关政策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已融为一体，

既为中小银行引入资金应对眼下问题，化解短期压力，又着眼于中小银行长期稳健经营。这从监管

层多次表态可以明确看出。今年190家城商行和农商行半年报显示，资本充足率最高水平为22.81%，

最低水平为4.85%，其中，17家资本充足率低于11%，8家资本充足率低于非系统重要银行10.5%的监

管要求。 

从政策信息密集程度来看，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必将加速推进。而市场化合并重组是

实现上述目标的最佳选择之一，提升抵御风险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内部治理水平，从而缓解资本不

足，实现长期稳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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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中小银行改革重组的相关政策信息 

时间 相关内容 

2019 年 11 月 6日 
金融委第九次会议：要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健全适应中小银行特点的公司治理结构

和风险内控体系，从根源上解决中小银行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2020 年 4月 3 日 

银保监会新闻发布会：“对于少量中小银行，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一行一策，

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比如直接注资重组、同业收购合并、设立处置基金、

设立过桥银行、引进新的战投等等，加快改革重组”。 

2020 年 4月 22 日 
银保监会新闻发布会：“今年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力度会比较大，特别是进行

市场化重组这方面的力度和措施会比较多”。 

2020 年 5月 27 日 
金融委发布 11 条金融改革措施，明确近期将出台《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

工作方案》。 

2020 年 6月 8 日 
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拟从今年的专项债额度中划出 2000 亿元用于注资

中小银行”。 

2020 年 6月 11 日 

银保监会新闻发布会：“鼓励依法合规的兼并、重组和股权投资……支持银行通过

发行普通股、优先股、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等方式拓宽资本补充渠

道……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帮助中小银行补充资本”。 

2020 年 7月 1 日 
国务院会议明确“将在今年新增的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中安排一定额度，允许地方

政府通过认购可转债等方式，探索补充中小银行资本的相关路径”。 

2020 年 7月 16 日 

银保监会线上通气会表示“银保监会支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积极推动深化城商

行改革和化解风险，支持部分省份因地制宜对辖内城商行采取联合重组等方式，深

化改革化解风险……目前已有省份辖内的中小机构改革重组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来源：新华财经 

三、中东部地区中小银行重组趋势更强烈 

目前我国中小银行有4000多家，资产总额大概在77万亿元左右，约占到整个银行体系的1/4，

是我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小银行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民营企业、小微

企业、“三农”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持续增长，到2019

年末达到4607家，其中城市商业银行有134家，数量保持稳定，农村商业银行有1478家，数量不断

增长。不过，农商行一般是从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农信社的数量则持续减少。在各地中小银行合

并重组加快的趋势下，未来区域性中小银行数量增长的趋势将会放缓，甚至可能进入总量减少的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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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 

银行业金融机构名称 2019 年末机构数量 2018 年末机构数量 2017 年末机构数量 

开发性金融机构 1 1 1 

政策性银行 2 2 2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6 6 6 

股份制商业银行 12 12 12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4 4 4 

城市商业银行 134 134 134 

住房储蓄银行 1 1 1 

民营银行 18 17 17 

农村商业银行 1478 1397 1262 

农村合作银行 28 30 33 

农村信用社 722 812 965 

村镇银行 1630 1616 1562 

贷款公司 13 13 13 

农村资金互助社 44 45 48 

外资法人银行 41 41 39 

信托公司 68 68 68 

金融租赁公司 70 69 69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258 253 247 

汽车金融公司 25 25 25 

消费金融公司 24 23 22 

货币经纪公司 5 5 5 

其他金融机构 23 14 14 

合计 4607 4588 4549 
 

来源：银保监会，新华财经 

从区域分布来看，我国中小银行集中在中东部地区，机构数量和市场活跃程度整体与经济发展

情况有关，金融资源向经济发达省份、城市倾斜。具体来看，我国城商行集中在辽宁、山东、四川、

浙江、河北等地；农商行数量最多的为山东、湖南、河南、江西、山西、安徽、广东、浙江、湖北

等地；村镇银行数量最多的为山东、河北、贵州、河南、山西等地。未来，中小银行相对集中的地

区合并重组的趋势会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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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我国城商行区域分布情况 图表 5：我国农商行区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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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银行财报，银保监会，新华财经 

 

图表 6：我国村镇银行区域分布情况 图表 7：我国上市银行区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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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银行财报，银保监会，新华财经 

合并重组是中小银行化解风险的一条可行之路，但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较大挑战，需

警惕伴生风险。中小银行多存在股权结构分散且股权关系混乱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合并重组过程中

涉及的股东利益关系复杂。此外，中小银行合并过程中存在“拉郎配”风险及伴生问题亦需警惕。

例如，重组形成的大型区域银行可能削弱小型机构服务三农和小微的独特优势，以及重组后业务融

合、资源融合、文化和管理融合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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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分析指出，当前中小银行兼并重组仍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须在股

权结构、人员安排、机构重组等方面做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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