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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梯队分化明显

2022年， 民营银行的业绩梯队式分化依
旧明显。5月4日，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由
于开业时间长短、经营模式不同等原因，19家
民营银行盈利规模差异较大。

从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指标来看，2022年，
微众银行排名首位， 该行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53.64亿元， 同比增长31.03%； 实现净利润
89.37亿元，同比增长30%。排名位于第二的是
网商银行，2022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57亿
元，同比增长13%；实现净利润35亿元，同比
增长69%。

苏宁银行、新网银行、三湘银行、金城银
行4家银行的营业收入规模也均在30亿元之
上， 分别为40.65亿元、36.44亿元、34.9亿元、
30.62亿元。其中，苏宁银行、新网银行、金城银
行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17.64%、37.98%、
146.54% ， 三湘银行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5.84%。不过，从净利润表现来看，新网银行、
三湘银行出现下滑，2022年，新网银行实现净
利润6.81亿元，同比减少25.84%；三湘银行实
现净利润3.53亿元，同比减少21.55%。

在资产规模保持稳定的情况下， 其他民
营银行净利润也保持了较快幅度的增长，有
部分银行表现强劲。2022年，华通银行实现净
利润 3503.12万元 ， 同比增长幅度高达
577.05%；客商银行、振兴银行也表现不俗，2
家银行分别实现净利润1.7亿元、1.03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55.73%、124.1%。

不过也有部分银行净利润水平出现“缩
水”，裕民银行、蓝海银行2022年分别实现净
利润5005.5万元、6.08亿元， 分别同比减少
19.03%、1.21%；华瑞银行2022年全年税后净

亏损3.41亿元，同比减少252.46%。
回顾民营银行的发展历程，2014年3月，

原银监会开始启动民营银行试点工作， 首批
共设立5家民营银行，分别为微众银行、民商
银行、金城银行、网商银行与华瑞银行。进入
2016年，民营银行掀起一股成立热潮，当年有
12家民营银行获批筹建，2017年、2018年两
年民营银行筹建进入“冰冻期”，直至2019年
阵营才再次扩容。

零壹智库特约研究员于百程分析称，成
立比较早的几家银行都已经进入规模化盈利
阶段， 在技术创新、 模式创新和业务灵活性
上，相比传统银行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此外，
基于股东背景、技术能力、业务能力的不同，
民营银行的梯队分层局面比较明显。

部分银行存款增速“掉队”

自开业以来，民营银行便受到“一行一点”
的约束，吸储能力较弱，不少业务资质也受到
限制。2021年1月，银保监会、央行发布《关于规
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
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地方性法人商业银行要
坚守发展定位，确保通过互联网开展的存款业
务，立足于服务已设立机构所在区域的客户。

在异地展业、 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营销被
叫停后， 民营银行面临不小的揽储压力。从
2022年年报数据来看，19家民营银行中有部
分银行存款业务增速出现下滑。

截至2022年末， 亿联银行存款余额为
303.96亿元，同比下降12.23%。同样出现下滑
的还有华瑞银行，具体来看，该行截至2022年
末吸收存款总额（不含应计利息）为254.96亿
元，同比下降14.45%。

裕民银行、三湘银行、振兴银行存款余额

也出现下滑，截至2022年末，上述3家银行存
款余额分别为116.02亿元、415.3亿元、203.51
亿元，分别同比下降8.49%、5.77%、1.87%。

在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师刘银平
看来， 相对于传统银行， 民营银行成立时间
短、社会公信力较弱，老百姓认可度不高，且
民营银行没有实体营业网点， 互联网存款被
叫停之后，揽储渠道大大受限。再加上存款利
率报价方式调整之后， 各类银行设置了较低
的利率上限，银行长期利率大幅下调，民营银
行难以通过拉大与其他银行的利率差距来吸
引用户。对于存款类产品，银行只能通过自营
渠道揽储，加强银行渠道及产品的宣传。

就存款、 贷款此类较为基础的金融服务
产品条线来看，目前，头部民营银行产品种类
较为丰富，既有包括银行存款、基金、保险在
内的产品代销， 也有理财公司推出的产品间

接为银行引流；不过，更多的民营银行依旧面
临自营渠道建设不足的情况， 手机银行中仅
有几款定期存款产品， 也并未有其他产品向
储户进行展示。

针对揽储能力下滑， 此前也有民营银行人
士向北京商报记者坦言，“民营银行发展时间不
长，大多数都是三四年的状态，很多银行的资质
都未达到传统城商行的能力， 不能给客户提供
较多的金融服务。未来，民营银行要努力打造综
合金融服务产品，如财富管理、数字化营销、企
业财资管理等工具， 要让这些产品成为个人和
企业客户生态中有价值有技术含量的增益”。

打造开放生态链发展之路

资产质量是银行的“生命线”，2022年，
受经济增速放缓、 传统银行金融服务进一

步下沉、 延展期纾困贷款陆续到期等多重
因素影响， 民营银行的资产质量也面临较大
压力。

从年报数据来看，19家民营银行中，有多
家银行不良率出现上升。截至2022年末，中关
村银行不良率为1.57%，较2021年的0.83%上
升0.74个百分点； 裕民银行不良率为1.24%，
较上年末上升0.7%个百分点。新网银行、锡商
银行、金城银行、客商银行、网商银行等银行
的不良率也出现了抬升， 分别较上年末上涨
0.68个百分点、0.48个百分点、0.45个百分点、
0.42个百分点、0.41个百分点。

针对信用风险管理工作， 众邦银行在年
报中指出，该行围绕既定经营目标和战略部
署制定全面风险管理政策，确定基本风险偏
好。信用风险管理方面，要求强化并落实贷
款“三查”、提升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加强不
良资产风险化解力度。民商银行也在年报中
表示，进一步完善资产质量监测机制，通过
风险预警、贷后管理动态监测资产质量的变
化，及时发现资产质量的潜在风险，分析不良
资产形成的原因， 及时制定防范和化解风险
的对策。

民营银行成立的初衷便是通过引导民
间资本与传统银行形成错位发展， 用来提
升银行业创新能力和活力， 在资产质量承
压、 客户规模触达有限、 展业限制的背景
下， 民营银行如何走好差异化发展路径值
得关注。

在刘银平看来，当前，民营银行存款产品
创新比较困难， 盲目创新可能会触碰监管红
线，突破行业自律的利率上限，民营银行应引
入外部金融产品，丰富产品类型，增加便民服
务，提升服务水平等有利于留住老客户、增强
客户黏性。

“在存款竞争日趋激烈和同质化的情况
下，揽储成本已经很高，民营银行应该强化多
元化的资金获取方式， 比如通过金融市场和
同业业务等方式来缓解负债端压力。 在消费
数字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背景下， 民营银行提
升业务数字化能力，深入消费和产业场景，把
自身打造成开放平台，做场景、传统银行等参
与者之间的连接器模式， 是一条比较期待的
发展路径。”于百程建议称。

北京商报记者 宋亦桐

从1家到19家，九年多的时间，民营银行的阵营不断壮大，业务发展也逐渐走向成熟，

2022年它们向市场交出了怎样的答卷？5月4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从经营表现来看，

2022年19家民营银行整体经营情况稳健，不过，由于开业时间、股东背景、业务模式等因素

的不同，民营银行的梯队分层效应依旧凸显。此外，因揽储乏力，部分民营银行存款增速出

现下滑。在分析人士看来，在存款竞争日趋激烈和同质化的情况下，民营银行应该强化多元

化的资金获取方式，来缓解负债端压力。

连续两年收千万级罚单

近日，青岛银保监局公布两则罚单，青岛
农商行因贷款管理、同业授信管理不审慎等，
合计被罚3187.27万元。

罚单显示， 青岛农商行因公司类贷款风
险分类调整不及时、 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
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流
动资金贷款管理不审慎、贷后管理不审慎等，
被罚3087.27万元，同时又因同业业务授信管
理不审慎等，收到100万元罚单。两则罚单所
涉及的承担相关责任的个人也被给予警告并
罚款。

对于此次处罚，5月4日， 青岛农商行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回应
称， 处罚相关业务主要发生在2020年以前，
多数问题已经完成整改。在信贷管理方面该
行已采取改进措施，主要包括重点结合检查
发现问题情况对信贷准入、风险审查、贷后
管理等环节进行全流程梳理，并将检查发现
问题点作为禁止性规定写入信贷管理制度。
同时，更新风控理念和风控模式，重新调整
了前中后台部门架构和职责分工，强化了贷
前调查和独立审批人队伍，通过科技系统实
现对信贷业务的风险监测， 着重强化潜在风
险客户管理。此外，做实日常贷后管理和监督
检查，组建专门的贷后管理团队，定期开展贷
款风险排查， 对前台业务人员开展现场检查
辅导。

在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看来， 千万级
罚单对于一家上市农商行来说处罚力度颇
大， 显示出青岛农商行过去一段时间的运营

过程中出现诸多较为严重的违规问题， 特别
是贷款方面的内控问题。

这已不是青岛农商行首次收到千万级罚
单，2022年1月， 青岛农商行曾因贷款五级分
类不准确、投资业务投后风险管控不到位、贷
款转保证金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流动性资金
贷款被挪用、 房地产贷款管理严重不审慎等
被处以4410万元罚款。

从处罚事由不难看出， 贷款业务违规已
成为青岛农商行被罚的“重灾区”。 长期以
来， 青岛农商行的信贷来源主要为公司贷
款，而从行业分布来看，房地产业则是其主
要投向的领域。不过，在房地产调控政策的
影响下， 青岛农商行也在持续调整信贷结
构， 房地产业占信贷投放比重逐年降低，
2022年已由公司贷款投放行业首位降至第
三位，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放
占比则有所升高。

在严监管趋势下， 银行因违规被罚已日
趋常态化， 但是整体来看农商行收到千万级
罚单的情况仍较为罕见。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
到，在青岛农商行之前，重庆农商行也曾因一
则1285万元罚单受到关注， 该张罚单所涉及
的违规事由也包括贷后管理不到位、 同业授
信调查及审查审批不尽职等。

营收净利罕见“失速”

合规隐忧之下， 青岛农商行业绩也难言
乐观。自2019年上市以来，青岛农商行已连续
三年保持盈利， 不过在2022年业绩却一反常
态地出现“失速”，报告期内，该行营收、净利
纷纷下滑，实现营业收入99.44亿元，同比减
少3.43%；归母净利润为23.17亿元，同比下降
24.41%。

对比A股其他上市银行的业绩来看，青岛
农商行是42家银行中唯一营收净利双降的农
商行。

对于2022年营收净利下滑的原因， 青岛
农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受经济调整因素影
响，该行持续加强风险抵补能力，加快推进不
良资产处置进度，加大拨备计提力度；同时，
加大了服务实体经济、减费让利的力度，进一
步降低实体经济贷款定价， 加之受市场利率
变化的影响，息差水平有所收窄。

厚雪研究首席研究员于百程认为，2022
年青岛农商行业绩表现不佳， 特别是净利润
增速表现， 处于A股上市银行中垫底的位置。
除了经济环境和净息差下降等因素外， 青岛
农商行净利润增速表现弱于营收， 主要是因

为信用减值损失比较高。
数据显示，2022年，青岛农商行信用减值

损失为4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18%，其中
发放贷款和垫款信用减值损失是信用减值损
失最大组成部分，贷款信用减值损失为45.9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62亿元。对此，青岛农
商行表示， 主要原因是该行加大不良资产核
销及处置力度， 同时根据市场经营环境等因
素，加大拨备计提力度，增强风险抵补能力。

受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不良贷款上升的影
响，2022年青岛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增速较快，
是42家A股上市银行中，唯一一家不良贷款率
超过2%的银行，截至报告期末，该行不良贷款
率为2.19%，较上年末上升0.45个百分点。

新管理层的挑战

2023年，青岛农商行一轮管理层变动，因
年龄原因、工作调动原因，该行原行长刘宗波
及原副行长贾承刚、 王建华、 李春雷先后辞
任。 目前该行行长已由于丰星代为履行，此
前， 于丰星曾出任华夏银行普惠金融部原总
经理一职，副行长也已聘任王瑜、姜晖两名有
青岛银行履历的人员补位。

“以上行长和副行长人选具有数十年国

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或城市商业银行的丰富
管理经验，对于我行而言，高管层结构进一步
优化。”青岛农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新班
子领导下， 青岛农商行已经确立了未来一段
时期的战略规划。即，立足区域实际和自身特
点，实施“一年固本强基、两年整体提升、三年
塑成标杆”的战略思路。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新管理层陆续就
任后，经历2022年业绩“失速”的青岛农商行在
2023年一季度业绩有所回暖，1-3月该行实现
营业收入26.72亿元，同比增长7.23%；归母净
利润9.94亿元，同比增长5.58%；不良贷款率降
至2.09%，但仍处于A股上市银行中的高位。

于百程表示，2022年青岛农商行的不良
贷款率上升较多， 从2021年末的1.74%升至
2022年末的2.19%，今年一季度不良率虽有所
降低，但依然存在压力。

结合一季度业绩表现来看，2023年青岛
农商行全年的业绩表现将会如何？ 廖鹤凯认
为，青岛农商行预计今年业绩将回暖，且预计
将呈现前慢后快逐步推进的态势， 作为区域
农商行其发展与区域经济休戚相关， 青岛经
济维持增长趋势， 乡村振兴随着后疫情时代
的新态势也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青岛农商
行应在合规的前提下依托区域位置全力服务
好三农，做好乡村振兴配套工作。

对于后续如何提升盈利能力，青岛农商行
相关负责人表示，2023年该行将通过加大支持
普惠小微贷款及支农支小再贷款投放、降低长
期负债成本等措施保持息差稳定，同时，将持
续丰富业务产品， 提高中间业务盈利水平，提
升非息收入占比，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颜

这家资产千亿农商行遭到监管重罚。近日，青岛银保监局公布两则罚单，青岛农商行因贷款管理、同业授信管理不审

慎等，合计被罚超3000万元。虽然在严监管趋势下，银行因违规被罚已日趋常态化，但是农商行收到千万级罚单的情况仍

较为罕见。

回顾青岛农商行的业绩表现，自2019年上市以来，该行已连续三年保持盈利，不过在2022年营收净利却出现“滑坡”，

即使2023年一季度业绩有所“回暖”，但在分析人士看来，该行全年整体业绩仍存在一定隐忧。

营业收入353.64亿元，同比增长31.03%
净利润89.37亿元，同比增长30%

营业收入157亿元，同比增长13%
净利润35亿元，同比增长69%

营业收入40.65亿元，同比增长17.64%

营业收入36.44亿元，同比增长37.98%
净利润6.81亿元，同比减少25.84%

营业收入34.9亿元，同比增长146.54%
净利润3.53亿元，同比减少21.55%

微众
银行

网商
银行

苏宁
银行

新网
银行

三湘
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