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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频繁

多家高管发生变更。9月14日，北京商报

记者统计发现，开年至今已有建设银行、邮储

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南京银行、厦门银

行、郑州银行、重庆农商行、青岛农商行在内

的19家银行董事长、行长职位的任职人员发

生变更。对比2021年同期，工商银行、中国银

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西安银行、贵阳银行

等12家银行董事长、行长职务变动，多了7家。

工作调整是今年以来各家银行高管变动

的主要原因。9月13日，厦门银行发布公告称，

因组织人事调整，吴世群提出辞去该行董事

长职务。为确保该行平稳运行，在新任董事长

姚志萍的任职资格获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核准之前，仍由吴世群代为履行该行董事长

及法定代表人职责。

不久前，农业银行也宣布，因工作需要，

张青松辞去该行行长等职务。据中国政府网

消息，目前张青松已就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

长。此外，华夏银行、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南

京银行、紫金农商行等银行高管变动也均与

工作变动调整有关。

除工作变动外，任期将近、到龄退休也是

高管离任的重要原因。以郑州银行为例，该行

9月13日发布公告称，因达到退出现职年龄，

申学清辞去该行行长职务，董事会已审议通

过聘任赵飞接棒。此前，重庆农商行也发布公

告宣布，因年龄原因，刘建忠辞去该行董事长

等职务，目前重庆农商行董事长一职已由原

行长谢文辉接任。

谈及银行高管变动的影响，零壹研究院

院长于百程认为，上述银行董事长和行长等

核心高管的变动，有组织人事调整、到期退休

以及个人原因等，多数调整属于正常人事变

动。银行业监管严格，制度相对完善、治理规

范，在正常范围内的高管人员更迭，引入专业

能力更强的人才，新陈代谢，对银行长远发展

是有利的。不过，董事长和行长等核心岗位的

变动，往往会带来后续战略和人事上的部分

调整，长远的影响还有待市场检验。

“70后”提速

随着“60后”逐步接近退休年龄，“70后”

逐渐进军至银行管理层“领航掌舵”。从接替

岗位的高管来看，“70后”正成为补位的主力

军，这一趋势在城商行、农商行中表现最为

明显。

例如，青岛银行董事长郭少泉因监管有

关银行关键岗位任职期限的规定及临近退休

年龄辞任后，景在伦接任，简历显示，景在伦

出生于1970年2月，有常年在中国银行履职的

经历，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胶州支

行行长、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副行长、中国银

行山东省分行副行长等职务。

此外，宁波银行罗孟波因个人原因辞去

行长职务，接替者庄灵君也是“70后”，简历显

示，庄灵君出生于1979年7月，2019年10月起

任宁波银行副行长。再如，长沙银行的新任行

长唐勇出生于1978年11月，瑞丰农商行行长

张向荣则出生于1977年12月。

对于“70后”逐步进入银行高管层的原因

及其影响，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

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

表示，“70后”在银行领域正是外部资源最充

沛、个人精力还比较旺盛的阶段，已经成为当

前银行高管队伍的主力。介于金融从业者的退

休年龄，“70后”也已经到了在总行唱主角的时

候。相比于“60后”，“70后”银行领导对于数字

金融、现代金融更加了解，经历了中国金融业

发展的全过程，对中国金融发展的认知比较深

刻，同时，在数字金融和线上金融方面，有更强

的进取心，因为更加熟悉相关金融应用。

仍将持续

今年以来，银行业高层密集迎来送往，从

离任者的去向和就任者的背景来看，大多高

管均是在行业体系内流动。

例如，此前因工作调动，张金良辞去了邮

储银行董事长、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规划

委员会主席及委员职务，辞任后不久，张金良

正式就任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而在今

年8月获批出任光大银行董事长的王江，此前

曾担任建设银行行长职务。

对于银行高管多在体系内流动的原因，

盘和林认为，轮岗是对银行一把手的一次有

效审计，能够确保银行高层保持清廉，同时

通过内部流动，高管也能体验不同的管理

方法。

谈及未来银行人事变动的趋势和建议，

于百程表示，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银行业

正处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少银行处于战

略调整关键期。借人事调整的机会，引入年轻

化更有开拓创新性的领导层，更有利于银行

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人才在各类机构之间

也会多向流动。

“银行应该进一步年轻化、技术化。”盘和

林建议，未来除了在银行体系内部寻找人才，

还需要引入更多数字金融、互联网金融的领

导者，让银行适应当前金融需求场景的转变，

不再拘泥于同质化的竞争模式，为银行业带

来一些创新和改变。

北京商报记者孟凡霞李海颜

银行高层的迎来送往仍在持续。9月14日，据北京商报记者统

计，截至目前，A股42家上市银行中，已有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光大

银行、厦门银行、郑州银行、重庆农商行等19家银行董事长、行长职

位迎来变动，相较上年同期多7家。梳理发现，高管离任的原因多为

任期将近、到龄退休以及工作调整等，另从接任者来看，年轻化的趋

势愈发明显，“70后”逐步进入管理层“领航掌舵”。

同属尾部机构

根据公司原控股股东苏宁易购2022年上

半年财报，南银法巴消费金融2022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为4647.3万元，上年同期为1.06亿

元，同比下滑56.16%；净亏损9165.5万元，上

年同期为3401.7万元，同比降幅为169.44%。

报告期内，晋商消费金融业绩净利润同

比微增。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晋商消费

金融营业收入为2.1亿元，较2021年同期的

2.75亿元减少23.6%；净利润2561.37万元，上

年同期为2528.68万元，同比涨幅为1.2%。

此外，在资产规模方面，截至2022年6月

末，南银法巴消费金融总资产为34.68亿元，

较上年末的8.62亿元大幅增长302.3%，是报

告期内资产规模增速最快的消费金融公司。

但尽管如此，南银法巴消费金融总资产在业

内依旧垫底。同期，晋商消费金融总资产

76.98亿元，较上年末减少2.4%。

按照净利润数据排名，两家机构在已披

露财报数据的20余家机构中，整体处于尾部，

净利润榜上二者之间只隔了一名成员。而再

将时间线拉长一点，两家机构近三年来的业

绩表现也并不算突出，即便是2021年消费金

融行业普遍大幅上涨，两家机构也未有亮眼

成绩。

2019-2021年三年间，南银法巴消费金

融营收分别为4.4亿元、4.3亿元、1.3亿元，净

利润分别为0.1亿元、-4971.8万元、-9208.3

万元；晋商消费金融营收分别为3.72亿元、

5.46亿元、5.5亿元，净利润则分别为5200万

元、5400万元、6093.77万元。

对于两家消费金融公司在2022年上半年

的业绩情况，北京商报记者分别向南银法巴

消费金融、晋商消费金融进行了了解，但截至

发稿未收到回复。

在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

看来，前述两家消费金融公司在上半年业绩大

幅下降，一方面在于消费不振的大环境下，消

费金融机构业绩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两

家机构本身体量较小，更容易受到冲击。另一

方面在于南银法巴消费金融经历了大股东变

动，内部业务由动荡到平稳承接也需要时间。

艰难的增资经历

2015年5月、2016年2月，南银法巴消费

金融与晋商消费金融先后成立。当前，两家公

司的注册资本分别为6亿元和5亿元，在业内

同样处于靠后位置。

在消费金融行业杠杆率的要求下，只有

更高的资本才能撬动更大的业务规模。有知

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坦言，对于南银法巴

消费金融而言，此前业务扩张的一大阻力在

于增资事项并不顺利。

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了解到，2019年5

月，南银法巴消费金融获银保监会披露同意

公司引入云南红塔银行为新股东，彼时关于

南银法巴消费金融增资、作为发起股东之一

的南京银行或将退出股东行列等消息更是层

出不穷。

兜兜转转三年后，云南红塔银行入股事

项始终未落地，南京银行持股比例增至56%，

成为南银法巴消费金融控股股东。就在9月2

日，南京银行发布公告称，计划与法国巴黎银

行一起对南银法巴消费金融增资44亿元。增

资完成后，南京银行持股比例升至65%，南银

法巴消费金融注册资本增至50亿元，有望跻

身行业前三名。

而同样的增资难在晋商消费金融的发展

历程上也有所体现。2020年12月，晋商消费金

融对外宣布启动增资，计划通过引入新股东

的形式将注册资本增至不超过12.4亿元。

2021年4月，有消息称晋商消费金融首次增资

事项将落定，计划引入两家新股东。但随后，

晋商消费金融就因征信误报事件被推上了舆

论的风口浪尖。

时至今日，晋商消费金融这一增资事项

仍旧未落地，公司当前注册资本仍为原始

出资。对于这一增资事项的当前进度和进

展缓慢的原因，北京商报记者也向晋商消

费金融方面进行了解，但截至发稿未收到

对方回复。

有消费金融行业从业多年的人员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晋商消费金融的业务扩张一定

程度上也受到了注册资本的限制，而这也是

中小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难点。但对于股东

方而言，在增资、扩充持股比例的布局上，更

多的还是会考虑消费金融机构本身的发展情

况，注重营收回报率。

不过，背靠银行股东，两家消费金融机构

在融资成本方面也具备一定优势。“消费金融

机构运营的参考指标，主要在于融资成本、运

营成本、坏账成本等方面。其中，银行系股东

会在融资成本方面产生比较明显的优势。”有

消费金融领域研究人士如是说道。

冰鉴科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诗强进一

步解释道，“银行系”消费金融机构可以从股

东处获得便宜的资金、银行风控经验以及更

多的流量。未来发行ABS、外部融资等也可以

借助股东信用。

“银行自身存量客户较多，也更容易唤起

客户开展消费金融相关业务。”王蓬博补

充称。

线下成为新战场

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历程里，不断涌现

着新玩家。从传统金融机构到商业百货，再到

家电产业以及互联网公司，多元化的股东群

体也让消费金融公司走上了差异化的发展

道路。

“过去南银法巴消费金融的发展，主要依

托苏宁易购集团的渠道和场景。”前述知情人

士表示，线下通过苏宁商城门店，线上主要是

苏宁易购App，在推广消费分期的同时，为线

上贷款产品做导流，最终向教育、旅游、家装

等场景进行进一步拓展。

目前，南银法巴消费金融多个渠道正处

于更名阶段，公司过往产品正常使用中。据另

一知情人士透露，南银法巴消费金融原有产

品目前仍可正常使用，产品名称、具体产品类

别等后续将根据母公司规划逐步进行调整。

而晋商消费金融在频频踩雷场景分期

后，也进行了对应的业务调整。北京商报记

者多方了解到，晋商消费金融此前涉及到的

场景分期业务已经接连终止，线下业务成为

重点发力方向，但目前仅限于山西省内。同

时，该公司也在推进与股东方的协同事宜，依

托股东方场景推出面向股东公司员工的信贷

产品。

据官网介绍，晋商消费金融的线上产品

仅有“借蛙”。线下产品中，“晋情贷”下设信用

贷和房抵贷，“随e贷”是面向具有稳定工作的

工薪人士的一款循环额度现金贷款产品。

针对公司业务规划，晋商消费金融方面

回应北京商报记者称，线下业务是公司重点

发展方向之一。近期便结合新市民消费特征，

上线“新市民专享”产品，选取山西省内新市

民较为集中的城市作为重点服务区域开展线

下营销。未来，晋商消费金融将利用多年来在

教育、就业等多种场景金融服务和产品的经

验，重点开展新市民教育、育婴、保险领域的

深度服务。

在多位消费金融从业人士看来，南京银

行在消费信贷业务上具备明显优势，南银法

巴消费金融大举增资，再叠加母行线下网点

的营销优势，消费金融行业格局有望再度洗

牌，两家机构在线下业务布局上也会直面竞

争压力。

王蓬博指出，消费金融实际上已经变成

了区域性银行零售和数字化改革最好的抓手，

这是双赢的结果。银行变得更加灵活和市场

化，同时扩展自身受到限制的区域业务范围；

消费金融机构有了更充足、便宜的资金支持，

也能在母行的支持下获得更多场景和用户。

“金融行业属于持牌经营行业，预计未来

消费金融发展会愈发激烈。存量市场的沉淀、

居民消费意愿的降低、实力玩家的入场等都

将让消费金融机构承压。”王蓬博分析称，未

来合规性和对场景的把控力度将是消费金融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流量为王的态势仍将会

持续。因此，两家消费金融机构除了发挥自身

资金和合规的优势之外，还应该在风控、反洗

钱等技术层面加大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

王诗强同样强调，金融业务与其他业务

不太一样，跑得快不一定是好事，市场变化会

导致未来不确定风险较大。因此，建议消费金

融公司加强风险控制，降低逾期率，此外，在

监管部门要求信贷公司不断下降贷款利率的

背景下，消费公司应尽快提升获客和运营效

率，降低运营成本，在提高获客和运营效率方

面，可以与有经验的第三方人工智能公司合

作，以便尽快提升实力。■

北京商报记者廖蒙

作为持牌金融机构里的“正规军”，消费金融牌照一直是抢手的“香饽饽”。

十余年的发展历程里，谁能发起或参股消费金融公司，始终是业内高度关注的话题。而一直以来，基于消费金

融牌照可在全国范围内展业的优势，多家商业银行通过入股消费金融公司来完善自身消费信贷版图。

2022年以来，业内两家消费金融公司易主、更名的消息沸沸扬扬。其中一家便是控股股东变为南京银行的苏

宁消费金融，随后也进一步更名为南银法巴消费金融。

褪去原股东的基因，南银法巴消费金融成为了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的新晋成员，新股东也成为业内衡量其后

续走势的重要因素。而在原有的竞争格局中，晋商消费金融也是银行系中的一员。

回看过往业绩，两家机构表现平平，整体处于行业靠后位置。新旧碰撞之下，两家机构又将交出怎样的答卷？

近年来南银法巴消金与

晋商消金的业绩表现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