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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地方性银行实现稳定发展 两项

监管新规指导新发展 

 

 

3月5日，成都银行公布其2020年业绩快报。至此，23家

A股上市的地方性银行中已有17家披露了业绩快报，其中包

括10家城商行、7家农商行。业绩快报显示，17家地方性银

行在2020年均实现了稳定发展，净利润和营业收入均保持增

长态势，资产规模稳定扩张，部分银行资产规模增长显著。 

进入2021年，监管层明显加大了对地方性银行合规经营

和风险管理能力等的监管指导力度，在年初先后发布《银行

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进一步规范

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这两项政策的发布，对

地方性银行经营发展将产生多方面影响，包括将促进地方性

银行加紧公司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地方性银行更加重视声誉

风险和互联网贷款风险管理，强化风险控制主体责任，同时

也将加剧地方性银行差异化竞争，促进其业务结构调整，从

而更好服务本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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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地方性银行实现稳定发展 两项监管新规指导新发展 

3月5日成都银行公布其2020年业绩快报，至此，23家A股上市的地方性银行中已有17家披露了

业绩快报，其中包括10家城商行、7家农商行。业绩快报显示，17家地方性银行在2020年均实现了

稳定发展，净利润和营业收入均保持增长态势，资产规模稳定扩张，部分银行资产规模增长显

著。 

进入2021年，监管层明显加大了对地方性银行合规经营和风险管理能力等的监管指导力度，在

年初先后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

款业务的通知》。这两项政策的发布，将对地方性银行经营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包括将促进地方

性银行加紧公司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地方性银行更加重视声誉风险和互联网贷款风险管理，强化

风险控制主体责任，同时也将加剧地方性银行差异化竞争，促进其业务结构调整，从而更好服务

本地经济发展。 

一、2020年地方性银行实现稳定发展 

1.盈利水平保持稳定 

2020年，17家地方性银行合计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95.86亿元，同比增长5.19%。其

中，10家城商行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790.54亿元，同比增长5.39%；7家农商行归属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合计105.31亿元，同比增长3.68%。 

图表 1：地方性银行盈利能力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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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财经 

具体来看，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17家地方性银行中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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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均超过百亿元。其中上海银行最高，为208.85亿元；江苏银行、宁波银行紧随其后，分别达

到150.66亿元和150.50亿元。 

从同比增速的角度看，17家地方性银行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实现了同比增长。其中，宁

波银行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速最高，为9.73%，盈利增长显著。成都银行和杭州银行净

利润增速也相对较高，分别达到了8.54%和8.22%。 

从营业收入看，2020年，17家地方性银行共实现营业收入2705.84亿元，同比增长10.19%。从

规模来看，江苏银行、上海银行和宁波银行营业收入规模显著大于其余地方性银行，分别达到520.26

亿元、507.46亿元和411.11亿元，3家银行营业收入占17家银行合计营业收入的53.18%。从同比增

速来看，17家银行中除紫金银行和江阴银行同比出现小幅下降外，其余银行营业收入都实现了同比

增长。其中，厦门银行同比增速最高,为22.55%。此外，江苏银行、宁波银行、杭州银行、成都银

行和无锡银行的营业收入也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同比增长。 

2.资产规模持续扩张 

2020年，17家地方性银行资产规模合计达到11.83万亿元。其中，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

银行和杭州银行资产规模都已超过1万亿元，分别达到2.46万亿元、2.34万亿元、1.63万亿元和1.17

万亿元。 

与2020年年初相比，17家银行资产规模都实现了稳定扩张。除紫金银行（增速为8.12%）外，

其余银行资产规模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其中，宁波银行资产规模增速最高，为23.45%。其次，青岛

银行增速达到23.07%。 

图表 2：地方性银行资产规模均实现稳定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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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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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项新政策对地方性银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春节过后，银保监会连续发布两项重要监管政策，分别针对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和商业

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加强监管和指导。这两项政策的发布，对地方性银行经营发展将产生多方面影

响。 

1.声誉风险管理办法强化银行公司治理和声誉风险管理能力提升 

日前，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旨

在提高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声誉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市场信心。《办

法》提出声誉风险管理要以“前瞻性、匹配性、全覆盖、有效性”为原则，强化公司治理在声誉风

险管理中的作用，强调构建组织健全、职责清晰的声誉风险治理架构和相互衔接、有效联动的运行

机制。同时，《办法》从全流程管理和常态化建设两个维度提出监管要求，要求银行保险机构要建

立全流程声誉风险管理体系，形成声誉风险管理完整闭环，并要强化声誉风险日常管理工作。对于

地方性银行来说，《办法》提出的监管要求对下一阶段工作将主要产生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将促进地方性银行加紧公司治理能力的建设和提高。当前地方性银行公司治理建设

已取得一定成效，基本确立了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治理体系。但从近年发生的多起地方性银行风险

事件来看，不少银行的公司治理能力还亟待提升。 

此次银保监会发布的《办法》虽然是针对声誉风险管理的，但《办法》强调了公司治理在声誉

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对银行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声誉风险管理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分

支机构和子公司的责任和职责分工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提出了强制性考核办法和具体问责处罚措

施，这将有力促进地方性银行进一步强化其公司治理能力。要建立起符合监管要求且行之有效的风

险治理架构和体系，地方性银行需进一步加强自身公司治理能力建设。 

另一方面，将促进地方性银行更加重视声誉风险管理并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声誉风险本身较

难和道德风险、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进行明显区分，也较难进行直接测算。此外，对于处于发展扩

张期或经营压力相对较大的地方性银行，其对声誉管理的敏感度也普遍低于对利润增长的敏感度。

因此，常常出现银行对声誉风险不够重视或者管理不够规范的问题。然而，疏忽和不规范管理声誉

风险，将给银行经营发展带来显著不良影响。2020年就发生个别农商行和城商行因为谣言引发集中

取款事件，充分暴露了银行声誉风险管理不够完善的问题。 

此次《办法》详细规定了全流程声誉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规则，给予了金融机构声誉风险全流

程管理指引，这将更好帮助缺乏经验的银行完善相关机制，更好的建立起全流程和常态化的风险管

理体系。同时督促银行重视声誉风险管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处置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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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风险体系的搭建和管理模式的建立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地方性银行的重要工作之一。国家金

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不少中小银行在声誉风险管理方面不够规范，通过监管把声誉管

理流程标准化，把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建立起来，对银行业应对突发声誉风险有重要意义。 

2.进一步规范互联网贷款业务，强化银行风控主体责任和服务地方经济能力 

日前，为推动有效实施《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暂行办法》），

进一步规范互联网贷款业务行为，促进业务健康发展，切实防范金融风险，银保监会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根据《管理

暂行办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主要从五方面进一步细化了监管要求，包括落实风险控制要

求；严控跨地域经营；加强出资比例管理；强化合作机构集中度管理；实施总量控制和限额管理。

其中，前两条细化的监管要求对地方性银行将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对互联网贷款比重较高的地方

性银行形成较强的约束。 

一方面，将督促地方性银行强化风险控制主体责任。《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应强化风险控

制主体责任，独立开展互联网贷款风险管理，并自主完成对贷款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影响

的风控环节，严禁将贷前、贷中、贷后管理的关键环节外包。这项监管要求对于风险管理体系较为

完善的大型银行来说影响并不明显，但对于很多风险管理能力较薄弱的地方性银行来说影响较大。 

当前，商业银行都在积极拓展线上业务渠道,与助贷机构合作成为了很多地方性银行加快互联

网贷款业务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合作中许多地方性银行并未独立实施核心风控环节的管理，

很多互联网贷款的贷中、贷后风险管理工作是助贷机构在承担。但是，助贷机构的信贷风险管理能

力也非常有限，常常存在未尽责的现象，风险隐患较大。因此，《通知》专门强调了银行要强化风

险管理主体责任、独立开展互联网贷款风险管理。这对于地方性银行来说，必须加快健全和完善综

合风险管理体系的步伐，加速建立自主风控体系，独立展开对互联网贷款的风险管控。 

然而，受资本金和人才技术的限制，许多地方性银行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和金融科技发展方面

竞争力相对较弱,要达到监管要求面临较大挑战。对此，2021年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大型

银行向中小银行输出风控工具和技术。这将成为地方性银行强化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的有力渠道。光

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对中小银行而言，单个银行自建风控成本高昂，因此

适度接收大型银行的技术、经验和方法，有利于中小银行提升自身风控能力，也有利于学习大型银

行的风控和管理经验。 

另一方面，将加剧地方性银行差异化竞争，促进其业务结构调整，更好服务本地经济发展。

《通知》提出地方法人银行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应服务于当地客户，不得跨注册地辖区开展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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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贷款业务。这条监管要求目的有二：一是降低信贷风险，许多地方性银行通过互联网贷款业务

快速扩张异地业务发展，变相实现跨区域经营，但是这些地方性银行缺乏异地经营管理的能力，并

且对于贷后的风险监管非常薄弱，风险隐患较大。严控互联网贷款的跨地域经营，将阻止地方性银

行盲目无序扩张，促进其回归本地、回归主业，有效降低互联网信贷风险；二是促进地方性银行集

中火力加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通过互联网贷款大力发展异地业务，势必会挤压地方性银行对

本地客户的服务空间，尤其是本地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易被忽略，这与地方性银行的发展定位相违背。

立足本地市场、服务本地客户是地方性银行经营发展的基本定位，是监管部门一以贯之的监管导向。 

然而回归本地也将给地方性银行带来诸多挑战，在一段时期内，地方经济规模发展一般较为稳

定，因此本地客户量、存款量、融资需求也是基本稳定的状态，这将导致地方性银行差异化竞争压

力显著加大，地方性银行必须积极转型升级，深耕区域市场，找到差异化发展路径，提升业务创新

能力和服务效率，才能在相对有限的市场中取得较好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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