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相继发行可转债、定增等融资方案的背后是资本充足率的欠缺。

近几年，随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大、业务规模快速扩张以及加紧核销坏

账等一系列因素，银行对于资本金的补充需求格外强烈。

翻看近几年财报，紫金农商行资本充足方面面临着一定的压力。该行

在2016年至2018年上半年，资本充足指标呈下降趋势；2018年末略有回

升，进入2019年一季度又有所下降。在2019年A股上市募资11.22亿元补

充资本后，该行资本充足指标有所回升。截至2019年9月末，该行核心一

级资本充足率为10.69%，较上年末上升0.99个百分点。

紫金农商行此前在《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报告》中表示，上市后通过扩张经营，预计资产规模将得到进一步

提升。而较快的资产增速将导致该行风险加权资产快速上升，进而对该行

资本产生较大消耗。同时，仅依靠利润留存无法支撑该行较快的发展，所

以发行可转债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面临资本金压力的还包括郑州银行、南京银行等。比如，郑州银行近

年来通过A股IPO、发行优先股等方式补充资本金，但是核心一级资本充

足率依然较低。截至2019年9月末，这一数值为8.38%，较2018年末增长

0.16个百分点，但是与其他上市银行相比仍然处于低值。

对于融资问题，郑州银行在回应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通过拓

展多元化、不同市场的资本补充渠道，利用不限于利润留存、优先股、永续

债或其他其他合格资本工具等，建立完善的资本补充机制，实现资本的最

优配置。

对于银行而言，随着资本补充工具日益多元化，定增、可转债已不是

主要途径。自去年以来，银行永续债成为“香饽饽”，据统计，目前已有16家

银行合计发行了5966亿元的永续债，还有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

等多家银行披露了永续债融资计划。此外，中国银行拟在境外发行不超过

2亿股优先股方案也获得证监会核准。

温彬认为，银行密集补充资本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提高资

本金规模，有助于增强银行自身防范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银行资产

规模是不断增加的，需要相应的资本金补充，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

在当前资金压力凸显的情况下，只通过留存盈余转增资本金相对较

慢，如何建立有效的长期资本补充机制尤为重要。温彬建议，银行应行成

稳定的长效机制，多渠道补充资金，通过优先股、可转债、定增、永续债及

二级资本债等方式。同时，资本补充要有前瞻性，有长远的规划，不能当资

本充足率不达标就马上建立补充。另外，银行还要进行创新，大力发展低

资本消耗业务。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吴限

哪些是监管机构最为关心的问题？据北京商报记者对证监会向7家银

行出具的反馈意见梳理发现，监管关注的焦点主要围绕公司治理、股权结

构、资产质量、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多个方面。

其中，资产质量问题位于首位，7家银行均被要求进一步说明，

“提问率”100%。比如，证监会要求紫金农商行补充说明，是否存在

重要客户贷款出现债务危机、但仍未将相关贷款划分至不良贷款的

情形等。同时，青岛农商行被要求补充说明“不良贷款率下降的原因

及合理性”。

行政处罚、资金来源也是被监管提及率最高的两大问题。有6家银行

被要求披露报告期内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比如证监会要求郑州银行补

充说明，报告期内该行及附属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已完成整

改，以及上述行政处罚是否构成此次发行的法律障碍。

另外，6家银行需要补充说明资金来源的合规性，以及认购对象认购

资金的具体来源。比如，在南京银行的反馈意见中，证监会要求该行就4名

特定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来源，是否存在该行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4

名特定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情形等进行补充说明。

在金融严监管态势下，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再融资行为不断得到规范。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证监会反馈意见的主要目的在于完善银

行的治理体系、风控体制，更好地规范银行融资行为。在资管新规背景下，

监管层加强对银行补充资本的审查，有助于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更好地服

务实体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不少银行抛出了定增、可转债融资计划，并获得

当地银保监局批复，但是仍迟迟未拿到证监会批文，这也意味着监管并未

降低门槛。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教授刘澄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银行再融资过程中，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关注的重点不一

样，银保监会是基于提高银行竞争力、降低银行风险的角度出发，鼓励银

行补充资本金。而证监会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对于

银行增资需要符合的相关条件进行提问，这也说明监管机构严把关口，以

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

主管总编辑助理 齐琳 主编 孟凡霞 美编 李烝 责校 池红云 E-mail： news0518@163.com

10理财周刊

中小银行再融资 热情爆棚与监管“追问”

北京商报2020.3.5

急难有情，情有馀兮。一场疫情，见证温暖。自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坚决贯彻落实

有关疫情的系列指示精神，在疫情期间主动梳理受影

响的中小企业，开通绿色审批通道，为客户提供专业、

高效、安全的金融服务，助力企业平稳渡过疫情期。

某科技公司为招行北京西三环支行的授信客户，

2019年企业主要开展二代征信查询机业务，企业计划

落地的第一个省份就是湖北省。随着新冠疫情在湖北

省愈加严重，企业的业务受到直接打击，项目停滞，预

期回款计划也落空。不仅企业经营遭遇困难，即将于2

月19日到期的贷款也面临逾期，企业主忧心忡忡。

急客户之所急，西三环支行在1月31日便与企业

实现主动对接，商讨解决贷款即将到期的问题。为企

业提出还旧借新、无还本续贷等多个方案，但因客户

受疫情影响无法回款、贷款额度用满、手续落实等问

题无法解决。距离贷款到期只有不足两周的时间，可

谓时间紧、任务重。

为尽快解决企业困难，西三环支行找到小企业金

融部授信审批组协商，审贷官积极响应，在风险管理

部放款中心的配合下，落实合法性手续，决定以“借新

还旧”的方式为企业贷款进行延期，缓解企业短期资

金周转的困难。在未全面复工的情况下，授信审批组

开通绿色通道，审贷官居家办公提前准备项目，并对

面谈照片等业务手续进行突破，加急审批通过了该笔

业务。

不久，招行总行下发通知，对受疫情影响导致业务

到期还款困难的企业，在授信审批、评级、分类、征信等

方面给予了政策支持。授信审批组及支行积极落实该

政策，为该企业贷款申请了按照正常类贷款管理，企业

征信显示为“正常”，为企业今后融资扫清了障碍。

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中信银行北京分行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抗疫部署，积极关注抗疫前线企业资

金需求，加强保障重点领域企业的票据融资服务，为

抗疫一线的客户提供了便利的金融服务和坚实的资

金后盾。

某大型综合医药公司，自疫情发生以来始终奋战

在抗击疫情的前线，高效保障防疫急需药械的供应。

近日，该客户急需一笔资金进行药品采购配送，中信

银行北京分行得知后快速响应，第一时间联系票据部

门设计融资方案，决定通过快速贴现方式为其办理票

据融资，并开通业务办理绿色通道，响应人行政策号

召，按相关政策为客户申请优惠利率，将此笔贴现对

接再贴现，进一步加强对该企业的资金扶持。

2月25日，中信银行北京分行通过快速贴现方式，

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价格成功为该企业办理1.14亿元票

据贴现，全程通过线上模式进行放款审批，从客户提

票到收到贴现款仅花费了不到15分钟时间，与传统的

普通贴现模式相比，更快速、更便捷、更高效。此外，线

上操作还免去了疫情期间传递纸质材料带来的风险，

实现了特殊时期效率和安全的双赢，获得了客户的高

度认可。

疫情当前，共克时艰。中信银行北京分行将继续

发挥银行的资金融通作用，利用优质票据产品帮助企

业解决流动资金周转问题，践行社会责任，彰显中信

温度。

急难有情，招行北京分行与小企业共同战“疫”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票据融资驰援抗疫前线医药企业

在政策鼓励支持下，银行资本补充需求旺盛，定增、可转债、永续债等工具轮番上场。然而，银行“补

血”之路需要通过监管的层层审核。证监会近日披露的紫金农商行、青岛农商行再融资反馈意见中，提出

了多项问题，要求申请人进行补充说明，包括资产质量、同业业务、经营合规等。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早在

两家银行之前，还有郑州银行、南京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再融资受到监管的追问。分析人士指出，频收反馈

意见的背后，反映出监管并未放松上市银行再融资审核。

监管对于银行融资计划的态度愈发审慎。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9年以来，已有至少9家中小银行公布或修订了定增、可转债或者

优先股等再融资计划，除了苏州银行和泸州银行近日公布融资方案

外，其他7家银行均收到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在这7家银行中，只有宁

波银行1家银行拿到证监会批文；4家银行对反馈意见进行了回复，

正等待批文中。

最近收到证监会反馈意见的是紫金农商行和青岛农商行。2月

28日，证监会披露了两家银行的再融资反馈意见，就公司治理、资产

质量、资金来源、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方面要求补充说明。

据了解，两家银行均是在2019年发布融资预案。2019年3月，紫

金农商行发出融资预案，拟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45亿元的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用于补充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同年7月，青岛农商行也

抛出不超过50亿元的A股可转债方案。

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对紫金农商行提出了12项反馈意见，包括行

政处罚是否完成整改、重大诉讼进展等。

在资产质量方面，反馈意见提出，该行最近三年公司业务不良

率逐年上升，分别为1.9%、1.84%、2.04%；其中小型企业不良率上升

较大，分别为2.47%、2.97%、4.22%。证监会要求紫金农商行补充说

明，贷款五级分类中，各类贷款的划分依据及具体比例，逾期90天以

上贷款情况，是否均划分为不良贷款；2018年关注类贷款迁徙率大

幅上升的原因等。

理财业务风险同样是监管重点关注的问题。证监会要求上述两

家银行补充说明，主要理财业务表内核算、表外核算的规模及占比

情况，保本理财产品和非保本理财产品的金额、期限、产品结构，是

否存在资金池，报告期内主要理财投资业务的底层资产情况，以及

资管新规过渡期安排等。

此外，紫金农商行还被证监会要求对其他多个事项进行补充，

包括副董事长辞职原因、新董事的选任计划、是否存在违规经营、是

否存在行业集中风险等。青岛农商行也被要求补充披露同业投资中

是否存在“非标”产品，资本金的构成、金额及比例，以及报告期内受

到的行政处罚等情况。

在银行融资过程中，监管机构对多项问题提出追问，足见监管

机构对上市银行再融资审核的严格。

关于融资计划的进展，郑州银行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该行非公开发行A股项目目前仍在证监会审理中，将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项目进展情况。

北京商报记者同时尝试联系多家银行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未

收到回复。

两银行再融资遭监管“追问”

建立资本补充长效机制

资产质量提问率100%

荩 不良率变动的原因、逾期90天以上贷款是否划分为不良

荩 报告期内受到的行政处罚以及整改情况

荩 资金来源的合规稳定性

荩 主要理财业务表内核算、表外核算的规模及占比情况

荩 同业投资中是否存在“非标”产品及其风险状况

荩 相关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建立健全

银行再融资反馈意见重点问题

资料来源：证监会及银行回复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