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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比较成熟的行业，我国中小银行的发展可以追溯

至 20 世纪初，交通银行的成立，开启了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随后，

民生、中信等中小银行相继成立，我国中小银行市场开始逐步发展。到 21 世纪

初，我国出台大量有关中小银行的政策以后，其发展势头迅猛，基本占据了整个

银行业的半壁江山，截至 2020 年年底，中小银行的资产总额达 287 万亿元。虽

然中小银行在我国金融行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国内关于中小银行风险防

范问题的研究较少，基本上都是从理论入手，结合实际案例进行风险防范问题的

研究就更少了。直到近年来银行雷暴案件频发，尤其是 2020 年包商银行破产案，

预示着对中小商业银行进行风险防范的研究已刻不容缓。

本文选取包商银行破产这一案例进行研究，是因为它是继海南发展银行破

产以后，监管部门再次出手整治的问题银行，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包商银行被

接管一案虽然反映了它自身的问题，但对于其他中小银行而言，亦具有可借鉴之

处。本文通过案例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同时借鉴国内外的一些相

关文献，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小银行相关的基本理论，并结合我国中小

银行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研究包商银行破产这一案例，对于我国中小银行解

决风险防范上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将是一个新的进展；本文在此基础上，

得出最终的结论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小银行 包商银行 监管 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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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latively mature industry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nk

of Communications start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mercial banks. Subsequently, minsheng, citic and

other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have been established, Chin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ing market began to develop gradually.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 issued a large number of policies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the momentum of its rapid development,

accounting for half of the entire banking industry, by the end of 2020, the

total asset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amounted to 287 trillion

yuan. Although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risk preven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in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ase of

risk prevention research is even less. Until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bank thunderstorm cases, especially in 2019 when the

contractor bank was taken over, indicates that it is urgent to study the risk

preven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mercial banks.

In this paper, the case of taking over the contractor bank is selected

to study, because it is a problem bank that the supervision department

once again takes over after the bankruptcy of Hainan Development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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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has typic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lthough the case of the

contractor bank being taken over reflects its own problems, it can also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other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In this paper,

the case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at the same time, drawing on some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first of all, combing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related to the basic theory, and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on this

basis to study the case of taking over of the contractor's bank, for Chin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ause analysis will be a new progres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draws

the final conclusion and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the Baoshang Bank; Bank

supervision; risk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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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中小银行自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以来，不管是经营规模还是市场占比都有所增

长，然而，过度的扩张使其忘记了最初建立的初衷，盲目扩张，导致问题频发，

尤其是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的影响，经济不景气以及国家对其加大改革力度，同

时，国家对于银行的监管也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在这种背景下，中小银行面临

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与各种风险，在这种压力下，中小银行损失巨大，甚至波及到

了整个金融行业。而且近年来，大大小小的银行频发风险，虽然没有造成不可估

量的损失，但是直到包商银行被接管，各银行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整

治银行自身问题，由此可见，中小银行目前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包商银行由于严重的信用风险被接管，虽然它自身面临的一部分问题可以通

过托管来解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引发托管条件的原因对警惕其他中小型银行方

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金融安全的方面来看，不仅应该改进中小银行风险管理机

制，而且还需要注重中小银行的事前管理，而不是仅仅注重事后管理。从未来的

发展方面来看，中小银行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压力和风险需要与其一贯的政策机

制结合起来。因此，如何与未来的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并且借助相

关政策发展自身的优势，是中小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实现健康、稳定发展需要解

决的问题。在当下这个阶段，金融产品种类非常多，能够及时发现风险并采取积

极有效的措施，不仅可以防止风险发生，还可以降低风险造成。因此，现阶段急

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通过预防风险达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1.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中小银行起步较晚，运作机制和金融产品

发展尚不完备，有关中小银行的文献研究相对较少，而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中小

银行可行性研究、政策研究及其定性分析研究方面，并且比较缺乏通过真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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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中小型银行面临风险的问题，尤其是对中小型银行风险防范存在的问题方

面的研究更是缺乏。因此，结合包商银行被接管这一案例来研究风险防范所存在

的问题，并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进一步分析，这将有助于完善学术界关于中小

银行风险问题的相关研究。

现实意义：在我国，中小银行虽然不如大型商业银行发展的成熟，但是，其

数量相对较多。作为典型的周期性行业，银行业所受到我国经济政策的影响比较

严重，其中中小银行更加明显。由于近年来的经济调整，再加上银行业的竞争不

断加大，中小银行的发展逐渐进入瓶颈期。最近几起中小银行“爆雷”事件的发

生也可以洞见与此相关的风险及问题开始暴露，因此，分析研究中小银行在风险

防范及监督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从监管的角度考虑，通过对提倡建立金融生态

环境并针对促进中小银行健康稳定发展提出一些改进措施和建议，对帮助扩大中

小银行的生存和发展、促进中小商业银行的转型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方面具有非

常大的现实研究意义。本文通过对包商银行被接管这一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存在

的风险，并提出对策。旨在为其他中小银行的发展提供经验和教训，对我国中小

银行建设和发展有一定的的借鉴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文献综述

（1）关于银行风险分类的研究

针对流动性风险的相关研究，Thomas 和 Wang(2004)在其著作中指出，想要

有效减少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可以选择将资产证券化。LevRatnovski（2010）在

文章中阐述了在交易双方中，通过增强彼此之间的信息透明化及管理流动性缓

冲，则有利于规避银行的流动性风险。Achaiya（2011）运用了仿真技术对于在

危急关头实施不同的救助政策进行模拟，发现了不同的救助政策会对银行的流动

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样也体现了流动性监管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扮演着重要角

色。Ratnovski L．(2013) 指出若银行对流动性风险进行有效地管理，则其可以

增加流动性资金，交易双方也可以有充分的了解，进而可以展示其偿付能力。针

对信用风险的相关研究，国际上对其具有相对较多的研究。莫顿（1974）基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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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定价理论，提出了著名的 Merton 模型，对信用风险进行有效地度量。Sabato

（2012）在其著作中指出，要想规避银行的信用风险，加强征信监管至关重要。

Matutes(2016）阐述了银行信用风险的概念，具体是指银行忽视了客户的信用评

级信息，为实现收益最大化进行不合规操作的现象。此外，其在研究中发现，发

生各个银行中日趋激烈的信贷激励会增大贷款者的可选择性，进而将会导致逆向

选择的情况逐渐增多。Berger＆Udell（2019）在其研究中指出银行对贷款者的

内部组织结构及其管理层的权利分配进行分析，从而探索了其所掌握的借贷程

度，最后发现银行有意倾向于把贷款贷给信用评价较高且收集信息能力强的企

业。

（2）关于银行风险监管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银行风险监管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各项指标与监管之间的关系

进行展开的。Barth JR , Caprio G 以及 Levine R 的研究小组，分别于 1999

年和 2003 年对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银行的风险监管相关情况进行了的调查与分

析，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银行风险监管效果，即其绩效水平、安全稳定性以及

长远发展战略。S.K. Shanthi, Dr. Vinay Kumar Nang, Dr. Ajibo, Kenneth I

（2015）通过研究尼日利亚银行业相关情况发现，风险监管有利于银行业的长远

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在研究中同样发现投资者及监管机构对企业健康

状况进行评估时，都有依赖于权威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但他认为行业里监管职

能及尽职调查的相关人员不能完全被信用评级所替代，应充分发挥其监管职责，

进行客观公平的信息披露。Rachdi, Houssem, Ben Bouheni, Faten（2016）通

过运用大样本和平滑过度回归模型，来分析监管政策对银行风险绩效的影响，发

现它是非线性的，最后得出银行绩效风险与从宏观上治理达到的效果息息相关。

（3）关于银行风险量化的研究

马克威茨（1952）国际上最早对风险进行量化的学者，在其著作中采用风险

资产的均值与方差来进行最有效资产组合。Altman（1969）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提出了著名的 Z-score 分析模型，采用了多元判别分析选取了五个关键指

标对风险进行量化，此研究有效地推动了风险在量化方面的发展。皮埃特罗·潘

泽和维普·班塞尔（2001）在对市场风险进行深入研究时，采用了风险度量模型，

分析得出了信贷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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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国内文献综述

（1）关于银行风险分类的研究

在流动性风险研究方面，杨文泽（1994）认为，国有银行在日常经营管理中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自有资金要保证充足的流动性，银行通过采用现金到期负

债比、现金流动负债比等反应流动性的指标来预防金融风险的发生；在信用风险

研究方面，章彰、于雅宁（2002）认为银行要想正常发展和经营，那么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要防范信用风险，银行通过分析反映信用风险的相关指标来降低自己的

坏账准备从而可以降低道德风险提升自己信用分险管理的有效措施。舒海棠

(2006)经研究认为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起步晚，体系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较落后，同

时现阶段我国征信覆盖率低和风险控制手段单一导致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相

对落后，极易发生道德风险，舒海棠根据我国银行业暴露出的信用风险漏洞提出

了针对性的建议。王学武（2018）用理论综述的手法回顾了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

管理的发展历程，对梳理出的信用风险特点和来源提出了对策；在利率风险的研

究方面，郑延平、东文（2001）通过查阅相关案例和实证分析，任务在我国商业

银行的日常经营和发展中利率风险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预测利率风险的发生，

郑延平设计了再定价模型来衡量利率风险；在操作风险研究方面，唐爱朋（2006）

探讨了操作风险的识别和度量，认为在商业银行中按操作手册来进行规范管理可

以有效避免操作风险的发生。杨蔡明（2018）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银行的操作风

险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在风险防控方面我国银行还存在较多的问题，进而提出

了运用大数据等手段对相关风险进行管控。

（2）关于银行风险管理的研究

赵志宏（2005）认为风险管理在每个阶段要有具体的防控措施。金鹏（2005）

补充到，风险管理的每一个步骤都对风险、策略的选择、收益有指导性意见，从

而可以大大的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同时商业银行可以依据风险合理分配资源，

准确把握商机，从而达到盈利的目的，还能保证银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王天宇

（2015）用案例的方法阐述了商业银行风险发生后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并对风险

来源和后果给出了解决对策。刘光耀（2017）认为由于合规部门的轻视和大意导

致了在风险管理的流程中存在各种漏洞，并且由于风险主体是以盈利为主要目

标，难免会存在一些违规现象的发生。在以盈利为大环境的背景下导致了合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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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权力有限且处处掣肘，不能很好的管控风险，这也导致了风险的发生。卢雨枫

（2017）将财务管理与风险管理相结合，他认为在如何更好的防范风险的流程中，

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起到了关键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可以助推经济稳定运行。

（3）关于银行风险监管的研究

张迎春、张璐（2012）探讨了中小银行、信托、私募股权等金融机构的风险

监管机理，发现在部分金融机构中存在着负债杠杆率过大、股东股权不明晰等问

题，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对其经营发展产生影响。为了让中小金

融机构可以健康有序发展可以对其进行差别监管，定制差异化财政政策和行业进

出准则。聂玲（2012）在对对中小商业银行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受国内消费低下

以及传统行业贷款规模减少的影响，中小银行由于自身的体量远远不如国有的六

大行，它往往面临着比国有行更大的经营风险和压力，并对相关政策的导向和市

场环境的改变更为敏感。随后她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建议金融机构对银行进行

差别化监管，动态调整对资本的监管要求。李佳音（2014）在其研究成果中证实

了差别化监管的有效性。他从盈利、发展、稳定、公平四个方面以全国范围内的

大、中小银行的有差别的资本监管成效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资

本监管机构数量方面已经不能在促使我国分机构类型商业银行的业务指标继续

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资本监管应重点关注资本结构，针对银行类型进行差异化调

整，并以此来提升银行业监管的效率。王薇,张勇,王运玺（2018）通过研究银行

的系统性风险得到结论：虽然风险的大小和银行的资产规模有线性相关的关系，

然而与条件在险价值关联度并不高。因此针对一部分抗压能力差和资产结构不完

善的中小银行应该重点关注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史丁莎,黄亦炫,王晓楠（2019）

通过研究我国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和监管方向得出结论，他们认为：随着监管力

度的增大或是减少，银行的理财业务的规模也会增大或者减少。因此，他们从监

管者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广大银行应该根据监管的方向适时的进行自

我调整。同时，监管机构也应该根据新出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对相关

监管政策进行动态调整，避免监管的滞后性。

（4）关于银行风险量化的研究

李志辉（2001）通过建立量化风险研究模型来量化银行的信用风险。范南

（2002）用实证工具检验了我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与风险量化模型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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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结果发现在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量化模型并无直接关系，

所以认为在现阶段我国不适合用量化模型来度量风险管理水平。陈峥(2006)在研

读了新巴塞尔协议和相关风险控制的理论基础之上，指出了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

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为我国商业银行更好的管控风险指明了道

路。史贞、刘娅茹、王森（2019）以我国国有行和中小银行为数据样本，运用向

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自身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以及宏观环

境萎靡是导致银行频繁出现风险的主要原因。因此在风险防控方面不应该仅仅依

靠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措施，政府也应该通过采用合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策来改善宏观环境。

1.2.3 文献述评

通过阅读和整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学者研究较多的一个主题

就是商业银行的监管问题，主要是近年来，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趋于上升的趋势，

国外对其的研究也是如何通过监管来降低银行的各种风险，从而达到为中小银行

的发展添砖加瓦的效果。

国外对它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初，最早的研究主要涉及它的定义和分类以

及一些基本的指标，这些看似浅显的研究，对国内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有很好的

指导性意义，起到了里程碑的指导作用。国内对于银行的研究，最早是通过对金

融行业的研究，从而缩窄研究范围，从宏观到微观，对其也是泛泛而谈，对银行

发展的指导性意义不强。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发展迅速，对他的研究进一步提上

日程，一些学者对它的研究更进一步，逐步形成了一种研究模式，该研究模式的

主要思想是通过分析具体指标的数据，然后研究各指标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得出

研究结论。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金融监管体系有关的理论研究、银行监管效率研究

和优化建议等等这些方面。从商业银行监管层面出发，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方

面来说，对其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结合中小型

商业银行和大型银行之间的环境差异，从监管角度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是一

个很好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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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的结构框架如图 1.1 所示：

图 1.1 论文结构框架图

本文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第二部

分为研究内容及方法；第三部分为国内外文献综述；第四部分为文章的创新和不

足之处。

第二章为我国中小银行的相关概念以及理论基础。主要介绍它的定义、分类、

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本文涉及的理论基础有三个：资产管理理论、全面风险管

理理论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

第三章为包商银行案例概况，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案例背景，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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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介绍包商银行被接管的过程和原因，第三部分介绍风险来源，第四部分介绍包

商银行事件的影响。

第四章为包商银行的风险防范研究。首先分析包商银行风险防范存在的问

题，再分析风险防范存在此类问题的原因。

第五章结合上述分析，根据包商银行被接管事件得出结论，然后给其他中小

银行在以后的经营中提出可行性对策。

1.3.2 研究方法

本文在借鉴已有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相结合

的方式，分析了包商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风险防范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

（1）文献参考法，了解国内外中小银行的发展状况，整理和分析国内外学

者的理论，对中小银行的现状有了基本的理解，并对文献进行总结，储备一些与

之相关的理论基础。继而提出一些现实的、可行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并且与银行

业发展现状相匹配的中小银行的风险防范措施。这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也是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2）案例研究法，以包商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包商银行的资料，了

解包商银行的运行模式、业务现状、经营环境等问题，并找出包商银行在运行过

程中存在的某些风险以及在风险管理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然后分析存在这些问题

的原因，并针对相应的问题提出对策，最后给我国中小银行的发展提供建议。

1.4 创新点与不足

1.4.1 研究创新点

银行业在我国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且，关于银行研究的著作特别多，包括大

型商业银行和中小银行，但是，关于特定风险进行分析的具体的案例比较少，所

以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中小银行的现状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借助包商银行破产这

一案例，通过深入研究破产的原因以及对风险来源的分析和管理，研究风险出现

的原因。对其他商业银行提前进行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风险源头进行遏制有着重

要的指导意义，也为其他学者开展银行风险防范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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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不足之处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大量与文章相关的信息，但是由于作

者自身的能力和获取的资源有限，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获取案件本身所需要的充

足的内部资料，所以可能得到的某些结论的论据不是特别充足；其次考虑到笔者

写作水平和分析问题能力的局限，分析文章中的某些问题时不太透彻。因此，在

以后的的研究中，要多学习分析问题的方法，增强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写作功

底，在未来的研究中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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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小银行相关理论概述

2.1 中小银行的基本概念

2.1.1 中小银行的定义

（1）国外对中小银行的定义

国外对于中小银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中小银行也不可完全等同于非系

统重要性银行。以美国为例，作为美国中小银行的主流，社区银行是指一家相对

较小的独立银行，通常专注于向当地社区提供基本的银行业务。然而，如何定义

小型的、基本的银行活动，甚至是“当地社区”，难以衡量。这些都导致美国各

方甚至是监管机构对社区银行的定义没有达成统一。直至 2012 年，联邦存款保

险公司改变对中小银行的定义，即“在某区域内从事存款和贷款业务的银行，在

对客户比较了解的基础上，与之建立较紧密的关系，从而获取特定的信息”。

（2）我国对中小银行的定义

在我国，对于中小银行的定义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是对于它的定义大致

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商业银行，这一种定义的方

法在银行业发展早期运用较多；另一种定义是指以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为主的银行金融机构，这一定义在目前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无论采用何种定义

标准，中小银行的基本特征有其共性，也是概念界定的逻辑起点所在：一是规模

相对较小。无论是资产负债还是收入利润，中小银行与大银行特别是系统重要性

银行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二是地域特征较强。相比于大银行在全国甚至全

球的布局，中小银行经营范围要更为聚焦，服务对象也是针对该区域居民和企业。

三是业务相对集中。受制于自身规模、人力资源、资金约束等，中小银行一般选

择特定业务领域为特定群体服务，随着发展过程和经营目标不同，可能会出现一

定的阶段性特征。

2.1.2 中小银行的分类

中小银行作为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金融机构，国内外学者它的研究从没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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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过，但双方都还未对中小银行的概念形成统一的意见，在国外，一些专家学者

根据资产规模将银行分类，他们把十亿美元当作区分中小商业银行和大型商业银

行的分界点；还有一些研究者做了更细致的划分，他们将四百亿美元和三千五百

亿美元当作小银行、中等商业银行与大型商业银行的分界点银行。他们的第二种

分类方法是根据员工人数，如美国员工人数 200 名以下，日韩 300 人以下，德国

500 人以下，都属于中小的定义范畴。

在我国，学者根据经营目的和资产总额，将我国的银行划分为政策性银行、

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他们将 1000 亿、10000 亿当作小银行、中等银

行、和大型商业银行的临界点，将我国的银行进行划分。

2.2 理论基础

2.2.1 资产管理理论

该理论诞生于 1937 年前后，当时各国经济萧条，所以，各国急需贷款来恢

复本国的经济实力，而且对资金的需求呈现各种各样的趋势。资产管理理论认为：

是否发放贷款，是要看贷款人是否具有固定的收入，来保证到期还款。如果能保

证还款，那么，银行就会发放贷款，因为这样可以保证银行的资金链，同时保证

银行的流动性。随着国际宏观政策以及经营环境的改变，银行业务的规模和形式

越来越丰富，资产管理理论也随之发展，总的来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

商业贷款理论，该理论认为商业银行只能向一些企业发放短期贷款，而且贷款只

能用于满足自身的生产发展。从此出可以看出，第一阶段的贷款局限性比较大，

能得到贷款的人比较少。而且本理论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商业银行在进行生

产类贷款时，央行需要向该银行提供此次贷款的担保这一个原则的好处就是它能

够保证该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而且可以保证整个经济体的顺利运行。同时保证了

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安全运行。二是资产可转换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某个银行

资产规模比较大，那么他可以将其转移到其他商业银行，从中获得利息，而没有

损失，而且他不需要考虑时间的问题。该理论认为，对于银行自身的资本，他必

须是可以完全流动的，当存钱的银行需要该流动性时，他必须可以毫无损失的挪

动。这些特点与现在的短期投资类似，如基金，国库券等，只要有需要，就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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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兑现，但是，这个理论的弊端就是，如果所有的银行同时出现流动性风险，那

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最终都会回到中央银行手中。三是预期

收入理论，该理论是诞生于 1944 年，由美国的某商业银行提出。该理论指出，

不管贷款人是个人还是企业，银行都会从贷款人手中延长他们手中的贷款。并且，

延长时间最少五年。而且，银行在发出贷款时，对贷款人的经历活动加以限制。

在贷款时，银行会考虑个人的预期收益，以及能否保证到期归还，所以，银行的

这种制度与现在的分期还款制度类似，它通过贷款人的收入情况，要求贷款人分

期还款，并收取一定利息。所以，该理论也是银行开始分期还款的到来，而且推

动了银行业中长期贷款的发展，也是银行业务一个拓展的开端。

2.2.2 全面风险管理理论

全面风险管理理论指银行围绕盈利这个总的目标，通过管理在运营过程中各

个环节和对风险的具体管理，使银行能够自如的应对各类风险，使员工都能认识

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并建立健全的风控体系，从而实现银行的总经营目标与风

险控制相结合，保证二者同步进行一起，一起运作。全面风险管理理论的具体操

作步骤是：首先建立局域网，增强信息的收集渠道；其次是经过对风险的危害性

分析，对风险有一个内部评价；然后制定如何控制风险的对策；四是解决掉已经

产生的风险，并对其进行管理；五是监管部门监督风险的产生，对改进风险给出

意见。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风险事件不断，甚至发生银行濒临破产的情况，在这

种环境下，各大银行开始拓展新的业务，以寻求新的契机，所以，这也是银行转

型的开始点。与此同时，在这个时间段，数家银行发生倒闭事件。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有数百家银行银行倒闭，这一时期发生的问题，超过了其他时期事件发

生的总数，因此联邦保险公司正式提出了风险管理理论，并强调银行监管的重要

性，此后，银行业的立法和监管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90 年代中期以后，银行

的运营环境有了不小的变动，以金融衍生商品为中心的市场交易在银行资本与风

险资产之比较为稳定的条件下依旧会存在风险，这导致重大亏空和倒闭的不良银

行事故接连发生，这也是因为一系列交叉风险因素的共同推动。至此，经济学家

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关于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涉及到银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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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的全部风险。

当然，在事件发生的前期，这种现象就已经崭露头角，世界各地的经济不景

气，银行的利润下滑，业绩不突出，当然这与风险水平的提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一时期，银行为了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提高利润点，世界各国的银行贷款力

度加大，然后，并未对客户做出评估，使其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此相反，这一时

期的股本有提升的趋势，尤其是一些资产规模大的银行，可能是与监管部门的严

格监督有关，这对于风险频发的银行业是一颗救命稻草，使他们不再保持悲观的

情绪。总结来说，全面风险管理理论的重点就是严格把控银行操作流程中的所有

风险，这也是目前所有银行仍在关注使用的一个理论。

2.2.3 资产负债管理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资产负债管理理论问世，在本理论出现以前，几乎所

有的商业银行都将盈利性放在经营管理的首位，以保持银行的流动性需求，而后

才将眼光放到安全经营上面，导致许多商业银行风险频发，甚至是濒临破产。而

后，随着各国央行放松对银行的管制，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拓展，各国开始施行

自由的利率政策，各个银行通过各种经营模式和业务模式招揽客户，各行之间的

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背景下，急须找到一种办法，将资产管理理论和负债管

理理论融合起来灵活运用，并进行综合管理，以保证能够行对银行可能发生的隐

患。资产负债管理理论认为:银行如果要完成自己的业务目标，就要根据市场的

需要，随时改变自己的营销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将银行内

的无论是银行资产，还是负债业务，借助金融科技将其融合管理，并进行深入的

剖析，优化资源配置，调整资产与负债之间的比例，使银行无论在什么样的经营

环境下，都能够正常盈利，获得流动性，从而抵制各种风险，安全的度过困难期。

经过对资产负债理论的理解，各个银行在寻找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平衡比例方

面，经过了无数次的改革无探索，同时，这场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银行业

的发展，并促进了世界各国经历的顺利运行。同时，该理论使各个银行适应外界

变化的能力增强，无论是外界政策的变化，还是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经营环境的

变化，这场变革调整了银行结构，并且帮助商业银行调整资源结构，优化了资产

配置，不仅有利于银行经营，也为光大客户开了一扇福利之窗，经过资产负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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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论的洗礼，各地的银行不但在管理上能够顺利自然，而且能够提供更各种各

样的服务，为广大消费者带来福利，为他们的生活带来福利， 更重要的是，方

便了银行的经营，使其更容易管理。

该理论的兴起使得银行的经营管理更加得心应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

程，资产管理理论是一个综合管理理论，它是资产管理与负债管理的融合体，不

仅有利于银行经营，还使得各银行面对各类风险能够应对自如。

2.3 中小银行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我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银行业迎来了

自己的发展新阶段。中小银行的资产规模、经营范围、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第一个银行——交通银行成立，

它的成立，带动了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此后，招商、民生等一个个银行如雨后春

笋般成立，为我国中小银行注入新的血液。同时，这也激发了我国中小银行的发

展活力。下面将从经营现状、营销模式、发展定位和资产质量来分析中小银行的

发展历程与现状。

（1）经营现状

作为受周期性影响比较严重的行业，银行业随着我国有关银行业的政策以及

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经历了经济和银行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以

后，银行业的发展面临堪忧的局面。目前，国内银行的发展形势是，大型商业银

行发展较快，无论是发现模式，还是发展规模方面，都占据绝对的优势，而且，

属于国有企业，所以，稳定性比较强，所以，吸引了大部分企业与其合作。再加

上大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较大，所以，再融资方面比较占优势，综合上述优势，

使大型商业银行在与同行竞争中占据绝对的优势！

虽然中小银行规模较小，但是，其数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所以，中小银行

在我国银行业中的优势举足轻重。而且，中小银行基本都是由地区银行发展起来

的，所以其区域性特征比较明显。我国中小银行就进入到了高速发展阶段，在这

一时期，中小银行也在发展壮大，得益于这一阶段的急剧扩张，中小银行业迎来

了新一轮的转型，摆脱之前的落后的形象，向其独特性方面转变。现如今，中小

银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伴随一系列的问题。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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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政府也开始加大力度整治，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和管理。在监管和经营的

双重压力下，中小银行的经营也开始出现问题，出现各种挤兑、暴雷情况，中小

银行经营更加艰难。

（2）营销模式

一般来说，银行的业务模式是银行采用的符合发展自身理念、融合自身发展

特色、满足客户需求、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产品及服务的综合。银行的业务模式

的基本目标是满足客户需求，而客户对于银行尤其是精准的银行服务来说至关重

要，所以一个完善的业务模式是体现银行竞争力的重中之重。而本论文的业务模

式的阐述重点在营销方面。

中小银行相对于与传统的国有大型银行，产品与服务往往创新有余但营销推

广不足，大型银行天然的良好品牌口碑及资金优势将中小银行的产品隔离在客户

之外，再加上中小银行还受到地域的限制，在竞争力方面与大银行完全无法同日

而语，即便是从技术上来讲，中小银行受资金体量的限制，也难以超越大型银行。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5G、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出现，客户的需求也随之变

化，对于精准的、高质量的服务更加看重，而非单纯的资金实力，如果服务不够

周到，不管是多大型的银行，客户也必然是不满意的。因此中小银行如果能够在

营销推广方面坚持以客户为导向，可能能够突破限制，在市场上占得一席之地。

同时随着各大传统银行开始不断互联网化，2012 年后互联网金融迅速崛起，

也为中小银行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在金融科技方面尚且

不足，面对大型商业银行带来的压力，大部分中小银行开始积极向高新科技公司

寻求合作，并将工作重心放在技术改善、结构创新、方案探索的研究上，争取从

科技支撑类银行走向科技引领型银行。

（3）发展定位

在经营模式方面，我国中小银行从三方面进行了创新：

第一、明确市场定位，中小银行作为地区性金融机构，同样面临巨大的竞争。

国有以后和信用社都在挤占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此前，中小银行一直对自己的

定位不够准确，放弃了高度适合自己的差异化经营路线，转而选择盲目的扩展的

发展战略。这使得中小银行在面临一系列内部、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开始出现各

种违规现象。因此，中小银行为了谋求可持续的发展，必须立足实际，认清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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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自身的市场定位。在客户选择上，维护好当地企业客户，并且立足于当地情

况，才是中小银行的未来。

第二、地域性发展，中小银行最开始设立就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因此

中小银行的地域性特点很强，经营区域也很明确，就是某一城市。然而自国家放

宽了中小银行的准入政策，此后中小银行不顾自身实际，盲目扩张设立分支机构，

这不仅与中小银行成立的目标不一致，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不相符，更与中

小银行本身的资金实力不匹配。所以中小银行必须要明确自身经营区域，在实现

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再考虑扩张的可能性。

第三、变化服务对象，中小型商业银行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它的服务

对象局限于一隅之地，显得比较被动。国有大型银行在经营上有各种优势，因此

它可以任意选择服务对象。而中小银行为了弥补自己的劣势，必须选择将网点下

沉。但是，网点下沉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中小银行在处理与小微客户的关系时，

往往需要花费更大的时间和经历。因此，政府为了支持中小银行的发展，开始推

行监管支持差异化，给予中小银行最大的支持。

（4）资产质量及相关指标

截至 2020 年年底，我国银行业总资产额约 310 万亿元，总负债约 280 万亿

元，较上年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0.6%和 10.8%。其中，中小银行的资产规模也

再逐年增长，为银行业的整体发展贡献的巨大的力量。截止 2020 年年底为止，

我国各类型银行机构资产负债总额及占比如表 2.1 所示：

表 2.1 至 2020 年年底我国各类银行资产及负债 单位：万亿元

银行机构类型 总资产及比例 总负债及比例

大型商业银行 120.7（39.3%） 110.5（39.3%）

股份制商业银行 55.5（18.1%） 51.0（18.2%）

城市商业银行 40.5（13.2%） 37.5（13.3%）

农村金融机构 41.1（13.4%） 38.0（13.5%）

其他类金融机构 49.3（16.0%） 44.0（15.7%）

合计 307.0（100%） 280.9（100%）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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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小银行发展迅速，业务和规模都实现了增长，但是其资产质量却不容

乐观。资产质量的相关指标主要包括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和对不良资产的拨

备覆盖率这三个指标，不良贷款率不仅可以体现出银行面临的资产风险，还能够

为银行下一步的经营决策提供借鉴，因此在银行风险评估中有着重要意义。与大

型银行稳定的不良贷款余额相比，中小银行的余额持续增长（见表 2.2）。从不

良贷款率来看（见图 2.1），农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持续上涨，2020 年底已经

上涨到 4.17%，马上就要超过监管要求的 5%的标准。

表 2.2 2016 年-2020 年我国各类型银行的不良贷款额 单位：亿元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大型商业银行 7761 7725 7744 8959 10822

股份制商业银行 3407 3851 4388 4805 5317

城市商业银行 1498 1823 2660 4074 4513

民营银行 - 8 16 48 88

农村商业银行 2349 3566 5354 6155 7514

外资银行 103 85 90 94 97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网站

图 2.1 2016 年-2020 年我国各类型银行机构不良贷款率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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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贷款的拨备覆盖率是指银行是否有充分的准备来应对可能的贷款损失，

是一个宏观指标；而资本充足率是一个通用指标。银行的良性发展必须要保持

8%的资本充足率。图 2.2 及表 2.3 是 2016—2020 年我国各类银行的不良贷款拨

备覆盖率及资本充足率，从图表中看出，资本充足率方面，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

差距不大，但是由于农商行盲目扩张，导致总资产消耗过快，因此面临的风险较

大。不良贷款拨备率方面，整体呈下降态势，其中农商行 2020 年末的拨备覆盖

率在六类银行中是最低的。因此整体看来，中小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还是较弱。

图 2.2 2016 年-2020 年我国各类型银行机构拨备覆盖率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网站

表 2.3 2016-2020 年我国各类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 2016 年 2017 年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大型商业银行 14.1% 14.8% 15.7% 16.3% 16.3%

股份制商业银行 12.2% 13.1% 12.7% 13.4% 13.3%

城市商业银行 12.5% 13.3% 12.8% 12.7% 12.4%

民营银行 ——— 24.1% 16.6% 15.2% 14.3%

农村商业银行 13.6% 13.1% 13.2% 13.1% 12.1%

外资银行 18.2% 17.2% 18.4% 18.4% 18.6%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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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商银行的风险防范案例简介

3.1 包商银行背景介绍

1995 年，国务院研究宣布撤并全国范围内的城市信用社新组城商行以吸引

各地政府、大型企业入股，于是全国各地的城市信用社开始掀起改制热潮。1998

年，包头市商业银行成立，2007 年，改名为包商银行。总部位于包头，在我国

许多发达城市均设有均分行。包商银行最大的股东“明天集团”在这时抓住了机

遇，控股包商银行，同时包行也是“明天集团”下最早的金融机构之一。

包商银行成立以来，有自己积极进取的企业精神，有自己对市场的认识和客

户细分，间接提升了银行的管理水平，继而银行的总资产规模扩大、业务拓展能

力提升，经营效益持续增长，因此成为包头市的纳税主力军，成为了包头市的经

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包商银行在全国共设立分支机构 18 家，网点近 300 个，员工近万人

人，旗下金融机构遍布全国多个省份地区。包商银行总资产由 2010 年度 1141

亿元上涨到 2016 年度 4316 亿元，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46%，净利润由 2010 年度

17.5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度 42.1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高达 23%。

在股东方面，包商银行的股份包括法人股、自然人股以及集体股。其中，法

人的持股比率是最高的，达到 97%左右，其次是自然人持股，所持股占比约为 3%

，最后则是集体股，持股比例 0.2%左右。通过查阅包商银行的财务披露数据及

下表可以看出，包商银行最大的股东是太平商贸集团，持股占比约为 9%，可见

太平商贸集团拥有较大的控股权，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前十大股东中的大部分被

明天集团控股，进而控制包商银行，存在着一股独大的现象，实际上明天集团垄

断了包商银行的控制权。据银保监的官网数据显示，明天集团对包商银行的控股

接近 90%。表 3.1 是包商银行的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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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包商银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百分比（%）

包头市太平商贸集团 42,894.50 9.07

包头市大安投资 26,090.63 5.51

包头市精工科技 25,150.46 5.32

包头市百川投资 23,601.05 4.99

包头浩瀚科技实业 23,506.81 4.97

内蒙古网通计算机 22,956.73 4.85

内蒙古森海旭腾商贸 19,904.50 4.21

包头市精翔印刷 18,340.58 3.88

鄂尔多斯市天泓威科商贸 15,730.00 3.32

康安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13,310.00 2.81

数据来源：包商银行财务报表

3.2 包商银行事件的过程

3.2.1 “明天系”介绍

“明天系”又称明天控股有限公司，它属于是我国从事股权投资的公司之一，

也是国内投资行业的中坚力量，它是由董事长肖建华创立的金融控股公司。1998

年，“明天系”率先涉足上市公司明天科技，通过参与当地国有企业的经营上市

的方式，随后拿下华资实业和西水股份，后来这三家公司成为“明天系”旗下著

名的三家支撑企业。借助华资实业等公司，“明天系”对于扩张其资产规模的脚

步从未停止，除了兼并以上几个公司以外，You 久游戏、金地集团、北方创业和

新黄浦先后被明天集团控股。随后，一些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也被它参股，

例如：北控水务、金风科技以及新华人寿等，甚至北控水务后来被控股。而且明

天集团在资产的扩张方面，其董事长肖建华做了非常细致的谋划，大体可分为以

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98 年到 2001 年，在农村商业银行重组的第一波浪潮中，“明

天系”此时成为了包商、泰安两家银行的股东。第二阶段，2001 年至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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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使得大量证券公司面临严重的生存问题，这就迫使社会资

本的参与来解决燃眉之急。在此背景下，“明天系”参与了部分地方证券信托机

构的重组，它吸纳了恒泰、太平洋以及长财等券商，连同新华信托等一大批相关

金融机构。第三阶段，2005 年至 2006 年，城市商业银行开始了他们的增资计划，

为了扩大集团的股权，明天集团借此机会加快了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扩张计划，同

年它成为哈尔滨银行和河北某银行的控股股东。第四阶段，2006 年至 2009 年，

《关于保险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后，明天集团抓住机会，先后接手天

安财险、天安人寿，主要控制华夏人寿保险的成立。第五阶段，2010 年后，参

与农商银行重组的“明天系”参股沈阳农商银行和北京农商银行，再次抓住我国

金融改革给他带来的机会，他所控股的银行及公司数量也逐日上升。

“明天系”的庞大产业遍布国内与国际市场，截至目前，“明天系”已控股

与参股投资的金融公司约 50 家，涉及了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囊括了金融业的

所有类型，控股和投入的金融机构资产超过 3万亿元。

3.2.2 包商银行破产的过程

早在 2015 年年底，包商银行在二级市场上发行了为期 10 年、总额 65 亿的

债券，但是包商银行自 2015 年 6 月开始，其资本不良率、资本充足率就已经达

不到要求，可见，包商银行此次发行债券的募集资料都是有问题的，直到 2017

年，明天集团的问题频发，经济发展跌宕起伏，甚至一度跌入谷底，而包商银行

作为明天集团最核心的金融机构之一，他的业绩受明天集团的影响较大，明天集

团对其占款无法归还，出现资不抵债现象。大公国际 2017 年度跟踪评级结果反

映出公司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迅速下降，资本补充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银行仍然面

临一定的资产质量下滑和信贷风险预防和控制能力问题。应收账款投资面临一定

的投资风险，业务模式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综合以上发生的对包商银行的不利

因素，最终它的评级结果呈负面趋势。

同样在 2017 年，包商银行的年报没有报出。直到 2018 年四月底，包商银行

在官网上发布公告：在 5月 1日以前，本公司因故无法完成 2017 年年报的审批

流程和审批手续，所以 2017 年年报的披露时间可能推迟到 2018 年 7 月初，同时，

2018 年第一季度的季度报告也大概在同一时间披露”。截止到 6 月底，包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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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其官方网站上有一次发布公告称：本行因战略调整，将引进新的投资者，所

以，一些股东的权益将会发生变化，股息分配也将有所调整，所以，2017 年的

年报和 2018 年第一季度的季报暂不披露。然而，截至到包商银行破产，仍未披

露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年度报告。

明天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控股约 90%而成为包商银行最大的股东，2017 年，明

天系的动荡，导致明天集团急需大量资金来维持公司的运营，因此占用了包商银

行的大部分资金并且逾期以后无法归还，导致包商银行的流动性资产无法满足运

营的要求，最终出现严重的信用风险，从而触发了我国监管部门的接管条件。2019

年 5 月 24 日，银保监会发布称对包商银行实行接管。直到 2020 年四月底，蒙商

和徽商银行接管了包商银行的各项业务。到 2020 年 11 月 23 日，银保监会发布

公告称：原则上同意包商银行进入破产程序。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依法接管包商银行，尊重包商银行申请进入破

产程序的原则，鼓励积极履行合同，使用存款保险基金和中央银行的出资，发挥

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对包商银行的各类债权人给予充分保护。

3.2.3 包商银行破产的原因

（1）同业负债幅度过大

经过对包商银行的财务报表进行统计分析，截止到 2017 年九月，包商银行

负债总额接近 5500 亿元，而接收到的存款仅仅约 2200 亿元，负债达到了收到存

款的 2.5 倍，同业之间的业务来往约 1700 亿元（图 3.1），较 2016 年同比增长

约 140%，约占负债总额的 31%左右。可怕的是，按照银监会下发政策文件，银行

的同业贷款必须小于总贷款额的三分之一。然而，包商银行的同业负债已达 31%，

与文件中涉及的三分之一相较，已贴近政策上限。

值得警惕的是，自 2016 年以来，包商银行的各项指标，除了同业负债逼近

政策上线以外，它的资产负债率也上升，同时，包商银行的杠杆率不降反升，2016

年第三季度与 2017 年第三季度的杠杆率相较，2016 年仅为不到 93%，而 2017

年已经增长到接近 95%。可见杠杆率增长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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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13-2017 年的同业业务变化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网站

（2）贷款投放较为激进

据包商银行的财务报表统计，包商银行的贷款发放情况逐年递增，尤其是

2012 年以来，贷款额度和增长率都是逐年递增。而包商银行吸收存款却呈现下

降的趋势，它在 2014 年所吸收的存款不足 1700 亿元，2016 年所吸收的存款仅

为 1930 亿元，按年均增长率计算，年增长率小于 7%。

图 3.2 2012-2017 年的存贷款变化 （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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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阅包商银行的年报，整合吸收存款和负债的资料发现，包商银行吸收

存款的是增速降低，而负债的增速居高不下，详细核查包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发现包商银行近几年主要通过向央行和同业之间拆借，使它的负债增涨率居高不

下的。

图 3.3 包商银行向央行借款及同业拆入情况 （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网站

从图 3.2 和 3.3 发现，从 2013 年到 2015 年年间，包商银行吸收存款的增速

有所下降，但是向央行借款和同业拆入的资金的增速并未放缓，两个负债总额相

较，从同业中拆入的资金占到了 80%左右，此时，从央行借款和同业拆入资金为

以后包商银行的破产埋下了隐患。再加上我国在 2016 年出台去杠杆的政策以后，

包商银行的流动性问题日益凸显，进而导致包商银行的隐患越埋越深，走向了最

终的破产。

（3）资本充足情况承压

经过对包商银行的财务报表分析发现（图 3.4）：从 2011 年开始，包商银

行的资产不良率逐年上升，与此同时，它的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逐年承压，

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经过查阅包商银行的年报以及其财务报表发现，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底，包商银行的资产不良率增长到至 1.7%，而拨备覆盖率下降了

158%，已经下降至 177%，此处可以看出，包商银行隐含着较大的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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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包商银行不良率及拨备率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网站

截至 2016 年末，包商银行资本充足率为 11.69%，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

9.07%，截至 2017 年第三季度末，两项指标分别下降到了 9.52%和 7.38%。按照

监管要求，包商银行 2018 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极有可

能达不到国家对中小银行的规定现值。

图 3.5 资本充足率变化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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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贷款发放集中导致盈利能力持续恶化

经查阅包商银行的年报，对它的贷款情况做了详细探究，发现包商银行机构

贷款情况比较严重，而且其贷款情况比较集中，集中于某些行业，两项合计占比

约 35%，已超过总贷款的 1/3。据调查统计，其他中小银行的贷款结构情况，发

现他们的公司贷款占整体贷款最多达到 24%，其余基本保持在 20%以下。所以，

与此相比，包商银行在行业贷款方面的占比太高。

而在经营和盈利方面，自 2014 年开始，包商银行的营业收入情况一直处于

下降的趋势，各项指标均呈现下降趋势，经过对营业收入、利息收入和利润的分

析发现，这三项指标分别由 2014 年的 25.8%、25.4%、22.3%下降至 2017 年年末

的 0.5%、-6.5%和-14%（见图 3.6）。

图 3.6 包商银行盈利能力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网站

（5）多次向央行借款支撑其发展

查阅包商银行的年报资料发现，截止到 2017 年 9 月底，包商银行向中国人

民银行的借款已经达到 106 亿元人民币，而 2016 年末仅 12 亿元，已经达到 2016

年年末的 9 倍，2015 年的借款额最高，也仅仅有 19 亿而已（见表 3.2）。众所

周知，正常情况下，商业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的借款只能运用于临时调节银行的

储备或者调解应急管理时的不时之需，决不能用于对外贷款和引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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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银行的同业操作贷款相对时间较短，利息较低，多以隔夜和七天拆

借为主，所以无法实现长时间周转资金的目的，而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比较方便，

而且在借款时间决定上比较灵活，有可供选择的余地。包商银行从2016年到 2017

年这一年的时间，向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增加了 9倍，虽然可能暂时解决了流动

性风险，但是面临的信用风险却与日俱增。

所以综合以上内容，结合包商银行近期年报，发现包商银行在吸收存款能力、

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以及拨备覆盖率上都呈下降趋势，而在资产负债增

速、同业操作拆借、不良贷款率和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等方面都呈现增长的趋势。

结合各方面的风险，发现包商银行被接管虽然是偶然事件，但也存在着必然性。

表 3.2 包商银行的贷款情况

时间 贷款 （信用+保证）/贷款总额

2011.12 477 31.70%

2012.12 573 32.60%

2013.12 722 37.30%

2014.12 923 44.61%

2015.12 1184 50.04%

2016.12 1518 45.64%

2017.3 1611

2017.6 1835

2017.9 2081

2017.12 2148

2018.9 2042

资料来源：包商银行年报

经统计，包商银行最大的十家贷款公司所带款项占到其资本总额的 30%左

右。根据上表发现，包商银行的贷款前十名机构中，其中荣泰置业已经被列为失

信人，而且本公司的股权也被上级监管部门冻结，排名第三的贷款机构深圳联合

能源也被银行告上了法庭，可见，包商银行的资产不良率大大提升，信用风险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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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严重影响。至此，在最近的公告中，包商银行的年报里面所提到的贷款人尽

然有四家被列为失信人。而且他的借款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是子公司，

有的被控股，有的有生意来往。这说明包商银行在进行信用管理方面有着严重的

失职之处。

（6）银行内部的风险和合规管理建设有失偏颇

作为我国的城商行，包商银行的经营理念过于偏执，将获得经济报酬作为其

经营的首要目标，而且包商银行把他的经营重点放在了业绩指标的完成情况和存

款贷款的完成情况上，以至于将员工培养成只注重业绩考核，而忽略了经营理念

的原始初衷，所以导致最终在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错误的理

念。首先，包商银行只重视银行的大力拓展而忽略了其质量管理问题；二是在政

策设立方面一马当先，但是在政策执行方面扯后腿；三是事后发生风险以后对其

特别重视，而忽视了事前和事中的预防机制。由此可知，包商银行对于其内部的

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主要是从其他各方面来研究的，但是对于自身的合规风险，

包商银行一直将其熟视无睹，更甚者，包商银行对于内部的合规管理，并没有做

到对其尽量完善，更没有对合规管理的具体操作完善的尽善尽美，合规风险评价

指标也随之丢弃，所以，包商银行的合规风险管理有待加强。

3.3 包商银行破产的风险来源

3.3.1 银行内部治理层面

（1）党内领导腐化，党委听命于大股东，纪委和稽查组的作用被逐步取缔。

监管机构在监管时察觉，包商银行的股东并未行使权力，而是由最高领导一人决

定，银行内部需要决定的一些战略决定直接由董事长个人代办，再加上内部监管

的权利逐渐被取缔，导致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不作为的现象逐步显现。

（2）大股东一家独大，对银行运营插手干预。明天集团作为包商银行最大

的股东，持股占比接近 90%，股权集中过度，导致明天集团一家独大，逐步操控

股东大会，失去了股东大会的应有之义，股东大会逐步变得形式化，股东的权利

名存实亡。

（3）重要领导刚愎自用，个人崇拜主义严重。长期以来，包商银行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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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逐步被弱化，重要领导缺乏民主，完全忽视制度和章程的作用。管理层的

运作徒有虚名，下设的风险管理部门的权利也被弱化。

（4）监事会的职能被弱化，监督工作不到位。监事会的主要工作是监督管

理层的情况，其目的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始至终，包商银行的监事会中

一半以上属于包商银行的管理人员，监事会的行为大大受到高层的制约，无法真

正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利。

3.3.2 资产负债管理层面

自 2016 年开始，包商银行的负债便开始承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同业负债逐年递增，以至于到 2016 年，包商银行的同业负债指标已逼近

政策上线，同时其资产负债率也逐年上升；第二，从 2016 年到 2017 年，包商银

行向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增加了 9倍，虽然暂时解决了其流动性风险，但是面临

的信用风险却与日俱增；第三，自 2012 年以来，包商银行的贷款额度和增长率

都逐年递增，而且其贷款情况比较集中，增加了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第四，包

商银行的杠杆率随着贷款的增加不降反升，增加了包商银行的负债。

3.4 包商银行破产事件的影响

（1）直接影响中小型银行的融资。包商银行事件在较短的阶段对市场上资

金的流动性造成很大影响，大大冲击了银行融资规模。影响较为明显的是，包商

银行事件以后，同业存单无论是在发行的规模上，还是增长率上，都是呈现骤降

的形式，而且，这些发行同业存单的基本都是评级达到 3A 的银行，由此可以看

出，中小银行面临着更加大的经营压力，尤其是包商银行事件以后，银行的流动

性有待加强！

（2）资金过度集中，中小银行流动性堪忧。中小银行的资金来源太过于依

赖同业拆借。包商银行被接管以后，中小银行的流动性资金短缺现象开始出现。

之后央行对市场进行干预，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大型商业银行，形成资金淤积现象，

而中小银行仍然面临资金短缺的现象，再加上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的互

相不信任，以及包商银行事件的影响，同业间的机制不健全，风险骤增，致使大

型商业银行不会把资金拆借给中小商业银行，中小银行面临着流动性问题。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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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中小银行不得不下调资金回购利率，此时，中小银行的回购

利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中小银行经营堪忧。

（3）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变弱。中小银行主要服务于区域性经济的发展，

主要服务于某一地区的企业和居民，资金的紧缺使得他们不能投资于当地经济，

无法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所以，对中小银行而言，就要想办法筹集资金，

以摆脱当前的困境，只能将自身所有的高质量资产卖出，以获得充足的流动性资

产，但是后果就是评级较低的资产将会滞留手中，价值大幅度降低。所以，要想

摆脱包商银行事件的影响，必须建立新的市场政策，从而使市场恢复到原来的状

态，使其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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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商银行风险防范案例分析

4.1 包商银行风险防范存在的问题

4.1.1 监管部门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

自央行将对银行的主要监管权移交银保监以后，其自身对商业银行的的监管

能力和影响力被弱化。自此，这种新的监管方式进一步降低了政府对商业银行的

监管力度。这是因为央行和银保监会是两个并列的机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了央行对于商业银行的影响力。再加上央行与银保监会的职能不能被明确区分，

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弱化了现有监管制度，从而导致现下的监管工作效率低下以

及监管设施的不完善。针对不同类型的银行，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

针对不同类型的银行存在着差异化的准入标准，例如：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股

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信用社其准入条件各不相同。从侧面折射出我国对于不同的金

融机构，其立法的基本原则也各不相同。这种差异化的标准直接影响了市场的公

平性，使政府对银行的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

4.1.2 政府监管重点和内容不完备

（1）监管重点不到位

当前，我国政府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还是基于日常业务的运营层面上。对于银

行的监管应该形成完善的处理机制，从而可以适应当下的金融环境，采取有效的

措施，有效地处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而国内目前的监管形势是：大多致力于业

务操作和经营层面对银行进行有效监管。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无可厚非，可以起到

应有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银行的经营与管理，但是现在，市场经济形势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金融环境也变幻莫测，如果此时仍然将监管局限于一隅，那么此时

很难做到全面判断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与现形势下金融发展脱节，不能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目前，我国监管机构对银行业务的监管存在很多漏洞，以至于商业银

行内部的违规现象层出不穷，无法达到想要的监管目的。

（2）监管内容不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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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而且，相对于其他的企业组织，

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外部性和传染性上。因此，银行所具有的特

殊性要求监管部门须明确对银行的监管内容，从而能够提前预防银行存在的问题

和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代表的是消费者和客户的基本利益，他们的主要职责是

对银行实行监管。基于此，监管机构必须明确监管内容、完善监管制度，从而促

使监管人按照维护消费者和客户的利益的要求进行监管，从而达到其监管的目

的，实现监管的意义。所以，商业银行要想顺利的开展监管工作，必须完善监管

的内容，从而到达维护金融消费者和客户的目的。

4.1.3 风险意识淡薄

首先由于银行业内部竞争激烈，各个银行都在加快自身向外扩张的步伐，着

急拓展自身业务，包商银行也不例外，忙着业务扩张，忽视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

尤其是当二者相抵触时，只看到眼前效益，而忽略了对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对于

风险的管理，通常都是采用消极怠慢的态度。二是包商银行对风险的管理只是对

监管部门和国家政策的生搬硬套，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身对于风险管理的正确认

知，忽视了市场的调节作用、行业的准则以及应该遵循的职业道德准则。三是银

行的管理人员自身没有重视给予风险足够的重视，只是盲目的要求基层员工重视

起来，最终导致管理工作没有真正的用到实处。而且包商银行对于合规的理解仍

有偏差，对合规的操作没有落到实处。

4.1.4 某些分行没有建立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

包商银行自身的组织结构框架（见图 4.1）存在一定的漏洞，尤其是在风险

管理方面：一是有些地方的分行没有独立的成立合规管理部门，没有对该行的合

规风险进行合法管理，而是由风控部门兼职管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即风

险管理者自我监督的现象普遍存在，当银行的经营利润显著时，就绕过风险管理

工作，逃避各种风险，导致了最终的风险累积。所以，合规管理部的独立性是银

行能够健康生存之本。二是合规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后果就是不能正确全面的

识别风险、不能对风险提前预警、没有很好地依据来决策风险、也不能很好地对

风险进行全程监控，就导致无法对营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业务办理流程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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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归根结底还是合规管理的组织结构未得到完善，宏观政策没得到很好地实

施，各业务之间的关联性没有梳理清楚。三是有关合规管理的各项工作职责没有

被集中到一起。合规风险管理的各项不同工作被分散到不同的部门，各部门之间

分别承担不同的责任，有些责任权责不清，导致形成了工作盲区，这就使得以后

的管理工作难以执行。而各部门之间都在独立的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不能很好

的将自身的工作与其他合规管理联合起来。

图 4.1 包商银行的组织框架

数据来源：包商银行官网

4.1.5 缺乏与风险管理有关的资源

包商银行自始至终没有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具有可行性的合规风险管理

制度。合规管理制度得不到具体实施，操作流程就得不到完善，而银行的规章制

度和部门规章只是趋向于宏观政策，对于业务的开展没有实质性的指导作用，可

操作性也不强。同时，包商银行也没有制定与合规管理相对应的激励机制，对于

违规操作行为，上级管理部门将会给予较重的惩罚，而对于严格合规操作的员工，

管理人员将其归类于合理操作，并没有奖励措施。

包商银行从开业到破产，一直没有重视合规风险管理工作的展开，而且专门

配备的专职风险管理人员都很少，单从合规人员的数量配备上来看，它的合规人

员已经无法匹配包商银行的规模，尤其是下属分支机构的合规人才的素质，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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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参差不齐，已经不能满足包商银行发展的需要，也无法达到合规风险管理建设

的需要。

在合规风险管理培训方面，包商银行对员工培训所需要的资源分配不足。包

商银行需要对合规培训多投入教育资源，加强员工的培训，并且不断引进人才，

并将它们培养成专业技能过硬、实践能力强的专业人才。城市商业银行统一的弱

点就是，他们注重银行的业绩，将经营发现以及业务拓展放在首位，他们给员工

灌输的思想就是唯业绩论，然后忽视了合规管理的教育和培训，下面分行和支行

的员工得到专业技能培训的时间本来就少，再加上业绩的压力，使他们无暇分身，

甚至违规操作，无法准确地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一些必要的合规管理制度。

4.1.6 合规风险管理评价制度不完善

截止到包商银行破产，它都没有建立起有关自身的一套风险评价机制，只有

针对专项工作的评估类制度（见表 4.1），上述文件并不能到达包商银行合规管

理的需求，也不能涵盖合规管理的各个领域，而且制定的制度与现实的实际工作

脱节，只是学习监管部门下发的文件内容，脱实向虚，并没有将合规风险管理切

实作用于自身的本职工作中，并将其放到体系看考核中去，这样对风险管理才能

落实到实处，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表 4.1 包商银行制定的专项评估政策

时间 包商银行制定的评估政策

2012 年 《 包商银行反洗钱工作考评管理办法》

2014 年 《包商银行案防评估管理规定》

2014 年 《包商银行法律合规工作绩效考核管理规定》

资料来源：包商银行官网

4.2 包商银行风险防范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4.2.1 银行监管机制存在漏洞

（1）监管制度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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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一些中小商业银行的业务开始逐渐呈现出明显综合一体化现象，而

且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但是各监管机构之间却出现了分而

治之的现象，他们之间的合作比较少，所以就出现了不同的监管机构之间所掌握

的信息不对称、职责划分不清晰、监管不协调，难以实现中小商业银行协调、稳

定、健康发展的需求。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监管方式已经变为混业监管，

而国内银行业的监管模式仍然是分业监管，以至于监管部门之间争权夺利的现象

屡禁不止。

（2）监管工作不深入

现阶段，很多中小商业银行的监管工作仅仅是为了应付公事，单纯的为了工

作而进行监管，草草的得出结论，对于监管结论也不进行深入剖析，并进行加以

利用，也不总结经验将之推广，所以这种监管模式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不能起

到对风险的预警作用。深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某些中小商业银行的风险监测与评

估工作做的不到位，无法提前预知银行内部的风险，往往只能风险发生以后进行

事后的补救。不仅仅如此，有些商业银行的风险预警机制、事中处理机制以及事

后补救措施等也未得到完善，所以，综合起来导致银行监管难以达到应有之义。

4.2.2 激励考核不到位

一是应该把合规风险的管理与绩效考核挂钩，科学管理风险控制机制。包商

银行非但没有将风险的合规量化指标掺杂进员工的各项考核体系中，反而更加激

进的鼓励了一线员工将扩大银行资产规模作为主要发展目标。这也是各金融机构

的通病，他们在对员工的量化考核中，没有考虑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更是将业

务发展与风险控制分离开来，所以，唯业绩论仍是银行考核员工的重要砝码，这

就导致了银行员工将完成业务指标放在首位，而忽略了合规经营与管理。二是违

反合规管理时，惩罚力度比较大，但是当员工合规管理时，基本没有奖励措施。

当银行员工由于违规操作或者被监管方发现有违规行为时，将会面临巨额罚款的

损失，甚至会被拘捕关押等一些行政处罚，但是当员工合规经营时，被当做职责

所在，并无奖励，这就使得员工不重视合规经营。

4.2.3 缺乏合规风险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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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控制机制上，包商银行的合规管理机制并不健全，各方面存在漏洞。

而如果想要搭建专业化的管理机制，就需要专业化的合规管理人才，并且要和独

立的合规管理机构联合构建，首先要做出合理的合规报告，然后要有可反馈的思

路，同时还要躲避与所处岗位可能的冲突等，而上述所述都是包商银行的漏洞之

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包商银行遵循谁牵头谁负责的经营理念，所以，它对于

工作流程和部门配合上面，他们对合规管理的协调性比较差，纵向来看，利润是

各个分行和支行所关心的问题，各分行之间没有联系和制约，所以，这就导致一

个分行对于合规风险的重视程度取决于它在这个分行的管理层的合规管理意识

以及对合规政策的熟悉程度，而且，所在工作岗位上，彼此之间的职责不清晰，

管理者的权利不统一，将会严重影响员工的问责问题。

4.2.4 经营理念存在偏差

现在大多数银行都秉承经营至上的原则，他们所有的工作都要以业绩为中

心，所有工作都要服务于业绩，所有的支行人员要时刻关注市场形势的变动情况，

重要的是，他们时刻面临上级下发的经营指标和推销金融产品的要求，这就时刻

使他们谨记唯业绩论的使命，从而致使他们都合规经营态度的轻慢，对合规工作

的经营只是为了应付相关检查和表面工作。甚至有些分行为了完成上级指标，实

现短期盈利的目标，他们会默认员工的违规操作行为，当然，这些都为以后的风

险埋下了祸根。

4.2.5 执行力建设不到位

首先，想关银行在制定适合自己公司的规章制度的时候，没有对基层员工的

工作状态和具体工作做出进一步调研，所以，制定出来的政策在实际实施上比较

困难，缺乏可执行性，并且，许多单位在制定制度的时候，没有考虑合规管理的

重要性，这将导致员工在制度的指导下完成工作的过程中，不同制度之间对内容

的要求存在矛盾，这就导致支行人员在进行工作时，无法正常进展的原因所在。

其次是一些分支机构没有将合规管理制度落实下来，这就说明该支行的执行力太

弱。没有将合规管理的知识融入到工作中来，更没有学习合规知识的积极性，对

合规管理制度往往是应付了事，上级不稽查，制度就等同于虚设。第三是上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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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或者监管部门的监督稽查工作没有真正落实下来，或者对于查处的问题不及时

整改，甚至不了了之，对事后的进展没有做出跟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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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本文在对中小银行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包商银行被接管一案的细

致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5.1.1 风控漏洞频出，合规制度无效

银行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其相关风险要做到绝对把控和对制度的严格遵

守，保障存款人的相关利益。包商银行暴露出的的各种问题都暗其在经营中内控

机制不严谨，日常经营决策不合规、投资决策过于草率等问题，使得其在经营过

程中一步步走向破产。除此之外，明天集团也为包商银行日益突出的经营问题雪

上加霜，双方都默许的不正当交易和互为不合规的利益相关者使得众多贷款到期

无法被回收，导致包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日益加剧并为其破产买下了隐患的种

子。而另一方面，国家对于京绒行业乱象重拳出击，尤其对影子银行的灰色地带

业务以及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非法违规经营进行进一步监管，也使得明天集团在监

管趋严的背景下对业务进行调整，业务进展艰难滞后，而包商银行也难以避免被

牵连其中，隐藏问题逐渐暴露。

综上问题根本上都归因于包商银行的内部风控制度存在漏洞，做为管理层没

有重视风险评估的模型以及制度的有效性，导致包商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一直

低于银行业监管标准，后续也疏于对核心资本充足率进行一定的补充来缓解银行

的流动性问题，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融资困难，最终破产。因此，银

行的风控部门和监管部门应该与日常经营决策部门相互独立，对于每一个经营环

节都要设立严苛的风控标准和惩奖机制，阻断其与其他部门的利益关联，并尽量

给予丰厚待遇，从根本上和执行过程中严格把控风险诱因，消灭风险于摇篮之中。

5.1.2 定位不准确，特色业务不突出

由于数字金融的进一步发展，银行的线下业务在发展过程中日渐式微，一部

分被线上业务分流的商业银行在竞争中的经营管理也日渐松散。包商银行也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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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行业发展多样化，竞争更加激烈的背景下没有找到清楚的竞争优势以及经营定

位。除此之外，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商业银行自身对市场有了更多的

话语权，中小银行应该在此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结合实际情况发展区别于线

上金融业务的特色业务，并且丰富经营体系和经营结构，发展成为有温度、有特

色、有实力的中小银行，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

5.1.3 信息披露不按时，经营问题被隐藏

包商银行在 2017、2018年两年都没有披露年报，连续两次发布“延期报告”

其中缘由也只是称“拟引进战略投资者，股权会发生变动”。而根据披露标准，

商业银行须在 4月底披露上一年度的报告。另外，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股权变

动时有发生，但并不影响前一年的经营状况和股权状态。因此，包商银行利用引

进战投的幌子掩盖经营问题的行为更值得令人怀疑。另一方面，包商银行与利益

关联方的交易在已披露的年报中并没有如实告知，对于其中关联交易的风险也没

有给予警示，涉嫌虚假披露关联交易。因此，在对商业银行的报表披露的过程中，

监管机构应对其施加相应的压力，使其如实按时的披露报表，保护存款人和投资

者的利益。

5.2 启示

5.2.1 健全监管机制，加强信息披露

外部监管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政府致力于建立健全金融体系，以此金融

体系可以自发的对银行进行监督管理，即官方监管；第二种是社会资本对银行形

成的一种约束，即市场约束市场约束等同，换句话说就是有关职能部门，例如监

管部门、风险评级主体对银行进行定期的线上和线下的抽查和评估，锁定商业银

行在经营过程中的各类风险，使其迫于压力整改并定期披露财报。外部约束是银

行内控不足的有效补充，包商银行在 2017 年、2018 年没有披露年报后，监管方

也没有履行到职责，发现其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大公国际认为由于包商银行并未

上市，并且不是由国家控股，而且包商银行发展经营对银行业影响有限，所以它

并未在评级报告中做出充分的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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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监管对于银行业的合规经营的发展必不可少，但在监管过程中可以

分类进行针对性监管，对于系统性重要银行要予以最高级别的信息披露的监管，

而中小型商业银行中综合风险较大也应该列为重点监管对象，但披露频次和披露

内容应做调整。其次，政府监管对于银行业的外部约束也非常重要，为其他机构

监管的态度和银行自律性监管都奠定了基调，因此不容忽视。最后，银行业的监

管也要引入社会公众的力量，媒体的发声和社会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商业

银行的声誉，银行对此也会有一定的重视。要综合政府、监管机构以及社会公众

的力量，进行多方面多维度的信息披露监管，才能保障银行定期如实的披露信息。

5.2.2 建立系统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要想对中小商业银行实施有效的监管，则必须要完善其自身的法律法规体

系，从而为中小商业银行做到有法可依、有迹可循的监管模式。所以，要想建立

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就要对以前的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有效文件进行

重新梳理，还要对有漏洞的文件进行重新整合，最后制定出更加完善、系统性更

强的法律法规，以促进政府对中小商业银行的监督与管理。如今，监管部门之间

的法律法规仍然是只强调银行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却忽视了与其他金融行业

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监督，以至于在缺乏法律支撑的情况下，无法有效的运用

法律的协调机制对银行业甚至金融业进行监管。所以，监管部门要根据政府的政

策性文件推进有关监管的制定工作。进一步完善银行内部金融业务的监管制度，

完善中小银行的准入细则，争取做到监管的法律法规与银行内部的各项业务发展

相匹配，使监管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5.2.3 将金融科技融入到监管中

众所周知，现在的银行业务都借助科技的力量，加速自身的发展，最常见的

就是，许多银行与一些科技公司合作，从而达到利用科技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所

以，为了防止这些与银行合作的科技公司弄虚作假，监管部门要对他们做好严格

的防控措施，做好科技类公司的自我防控，以科学技术带来的金融风险。这种风

险将是致命的，沉重的！银行业务与高科技的融合使得现在的金融业偏离了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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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轨道，新的金融模式已经形成，所以，现在形势下的金融监管也要融合科

技的力量，形成新的监管模式。大数据和 5G 时代的到来，使得金融监管技术也

有了较大的提升，作用高科技的力量，不仅使金融行业更具发展潜力，而且还能

对金融风险防范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能降低各种监管费用，使其更加合理

高效。

5.2.4 有效划分银行客户群体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化，对于国内中小银行最主要客户群体的中小微企

业及当地的居民来说影响巨大。而针对中小微企业与当地居民，商业银行要设立

统一化的信用评价体系，采用科学技术有效划分客户群体，对于信用评级较差的

客户提前采取有效手段进行合理防控，以创造最大的经营效益。

而商业银行日常经营中依旧存在着不正当的竞争关系，究竟这种不正当竞争

关系是怎样引起来的，怎样合理的对于不正当竞争进行管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

的问题。近些年，虽然中小银行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但与国内各大国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相比，发展势头远远不足，这也使得众多中小银行为了快速赶超大型

银行而误入歧途，产生了一系列不正当的竞争。对于中小银行的这些不正当竞争

来说，既要采用各式手段加强该银行的竞争力度，以期在众多银行中占据有利地

位，又要明确竞争力度的最低界限，以防产生不正当竞争，要合理把握中间的尺

度，尽可能降低潜在的风险。监管当局应对于中小银行的各类业务进行逐一监控，

使用精准的大数据及合理的预测，对于数据存在偏差，可能存在问题的领域进行

严格审查，及时防控可能出现的不正当竞争。

5.2.5 加强银行的内部管理

第一，加强对风险的治理机制。中小银行要建立内部风险合规部门，对于不

同种类的风险，要制定适配的管理方案，采取适合的管理策略，同时要加强对投

资者的评判体系，准确分辨出交易双方的具体身份，加大整个交易过程管理力度，

而对于违反原则的交易，应及时采取措施紧急停止交易。第二，完善内部控制体

系。商业银行内部应建立控制体系，对于银行内部可能产生风险的领域，及时进

行管控，防止风险的蔓延。第三，加强银行内部各层级之间的协作。银行内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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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着重划分管理层与基层人员的责任范畴，明确各自的工作

范围，加强领导层与员工之间的流通与协调，保证领导与员工之间互帮互助，为

实现银行的快速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5.2.6 做好与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措施

想要有效的防控风险，前提条件是可以对风险进行提前预测。由于金融机构

间互相都存在着交叉的业务，这也使得他们之间会存在大量的资金业务来往，这

些交叉的业务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间业务风险的扩散，因此设立银行间同业关

联风险防控是必不可少的，可以有效的防控来自同业间的风险。监管机构可在这

些业务中研讨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指标来测量风险，另外还可以在风险管控的

阶段添加压力测试，添加一系列敏感度高的指标。根据检测数据不断变化来确定

风险观测值，基于金融风险的待确定一些指标，加速关联风险防控机制的完善。

纵观过去发生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中小银行在发生风险时会产生一系列的反

应，不仅会使自家公司遭受损失，也会给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带来一定的影响。因

此，针对与中小银行有业务来往的其他金融机构，要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

从根本上阻断潜在的风险，阻断机制的产生既保障了自家银行的发展，又维护了

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往来。监管部门需要对中小银行的风险做出重点防范，严

把质量关，同时严格监管，做到把风险阻止在萌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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