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信用风险从“先发”中率先“突围”
今年以来银行不良贷款继续“双降” 上海自贸区探索金融

开放负面清单

6月13日，上海市金融办主任郑杨在陆家嘴
论坛表示，近期正在探索金融业对外开放负面清单，
争取年内在上海自贸区推出，也将探索自贸区内合
资企业的外资持股比例，但相关金融改革的事权在
中央，上海希望能够争取中央政策进一步支持。

上海市提出在2020年打造为国际化金融中心，
但与香港比差距还不小。郑杨介绍，上海2015年金
融市场交易额达1463万亿元人民币，尽管规模量级
显著提升，但仍然存在短板，比如在境外投资者参与
度方面，对比香港30%，上海只在3%左右。上海市
市长杨雄6月12日也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正在制
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三五”规划。总目标
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
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迈入全球金融中
心前列。

上海自贸区自2013年9月成立以来即将满三
年，金融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自由贸易账户、跨境
投融资等业务落地，上海金、沪港通等业务推出。郑
杨表示自贸区正在探索负面清单管理等一系列制
度，负面清单是一个国家禁止外资进入或限定外资
比例的行业清单。在清单中明确开列不予准入或有
限制要求的领域，清单以外领域则充分开放。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自由贸易试验区外
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列出122项
特别管理措施，统一适用于上海、广东、天津、福建4
个自贸试验区。以金融业为例，负面清单要求外国
银行分行不可从事“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
债券”、“代理收付款项”、“从事银行卡业务”等。

据了解，上海自贸区正在做的负面清单是针对
外资进入金融业的，最快在年内推出，可能会进一步
精简限制性条款，同时会把开放领域拓宽至国际组
织和外资机构等。针对国内民营资本的负面清单还
没做，推出时间暂未确定。截至2015年末上海各类
外资金融机构总数已达到429家，都是持牌法人金
融机构。 包慧

宁波金融史馆开馆

展示本土金融发展史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这句话生动地描述
了宁波历史上商贸、金融业发达的场景。近日，以展
览展示宁波本土金融发展史为核心的宁波金融史馆
在海曙月湖盛世花厅开馆，这是甬城首个金融史馆，
也是继钱业会馆之后，海曙辖区内开设的第二家与
金融发展史相关的专业展览陈列馆。

宁波自唐宋以来就是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
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繁盛的商贸业也促
使了金融业不断发展。自隋唐时期，宁波就设有典
当业，一直到宋、元、明、清，久盛不衰，明代以来，随
着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各种银号、钱
庄业应运而生。不仅如此，在金融发展史中，宁波商
人还率全国之先，发明了钱庄业过账制度，为中国金
融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宁波金融史馆对这些历史进行了系统、完整的
梳理和整理，并以图、文、物形式进行展览展示，内容
分为典当业、钱庄业、民信局、海关银号、保险业、证
券业、浙东根据地金融业、近代银行业、港台宁波金
融人物、当代宁波金融业十部分。

陈朝霞

民间资本加速进入银行业
12家民营银行进入论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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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政策性农业保险

参保品种增至23个

本报讯为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中的作用，近日，温州苍南县印发《关于开展
2016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全面启动
2016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
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中的作用。今年苍南政策性农
业保险拓展了参保品种，由最初9个增至目前23个，
包括水稻、小麦等中央财政补贴品种和大麦、大棚蔬
菜等省级财政补贴品种。

据了解，今年继续实行水稻统保，全县范围内所
有水稻种植户为投保对象，农户自缴保费1元/亩
（原规定为每亩3.15元），其余自缴保费部分由县山
区经济发展资金支出。今年水稻保额由750元/亩
调整为900元/亩，大麦、小麦保额由450元/亩调整
为600元/亩。降低主要粮食作物保险费率，水稻保
险费率由6%下降至5%，大麦、小麦保险费率由5%下
降至3.75%，油菜保险费率由5%下降至3%。并扩大
保险责任范围，水稻保险责任增加“内涝、冻灾、地
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病虫害”保险责任扩大为“病
虫草鼠害”。

与此同时，今年苍南县还将开展生猪保险与无
害化处理联动试点，生猪保险对象覆盖所有符合条
件的生猪养殖户，保险标的为10公斤以下仔猪。生
猪保险发生理赔时，按实际死亡且集中无害化处理
的生猪数量以及死猪尸体长度进行赔偿，力争到今
年9月实现生猪保险全覆盖。

本报记者李尖

近日，由新希望集团、小米科技和成都红旗连锁主发起的四川
希望银行获准组建，民营银行的常态化推进正在加速民间资本进
入银行业。

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仅是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一种
方式，6月15日，银监会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数据显示，股
份制银行的股权结构中，民间资本的占比已从2011年的38.7%提
升至2016年3月末的45.9%。

银监会在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相关政策不断放开，民间
资本的积极性也在提升。不过，银行业对引入资本有相应的门槛，
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也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在经济环境下行的背
景下合格投资者在减少，也存在个别股东投资短期化倾向等。

2014年3月民营银行试点正式启动，5家民营
银行获得准生证，经过2年的探索与发展，在2016
年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上，银监会就提出了“民营
银行设立常态化”的工作方向。

银监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一季
度末，试点的5家民营银行资产总额959.41亿元，
较年初增加165.09亿元，增幅20.78%；其中各项
贷款余额356.48亿元，较年初增加120.45亿元，增
幅51.03%。各项存款余额222.51亿元，较年初增
加23.09亿元，增幅11.58%。

“在民营银行试点过程中，推进5家试点民营
银行顺利开业并平稳运行，激发了民营银行常态
化发展示范效应。”银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称，目
前民营银行的设立已经进入常态化，成熟一家设
立一家，防止一哄而上，已经有12家民营银行进
入论证阶段，其中一部分已完成会商。

同时，银监会表示，据国家政策要求，积极向
西部省份倾斜。近期新批复筹建的民营银行就是
在西部省份，5月3日批复重庆富民银行，6月8日
批复四川希望银行。

对西部省份的倾斜，还体现在一些具体政策
上，例如对西部地区发起民营企业政策上降低一
些标准，对股东的净资产要求稍微低一些。同时银
监会对于一些偏远地区，还在考虑股东在省内找
不到，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在省外找，此外对注册资
本要求是不是可以适当少一些等。

民营银行常态化发展，从具体准入政策和操作

细则来看，民营银行采用发起设立，发起人为拟设银行
注册地所在省（区、市）内纯中资民营企业，持股比例原
则上不超过30%。采取共同发起设立方式，银行性质为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20亿元等。

优先选择方面，优先选择单家企业净资产不低
于100亿元、终极受益人和剩余风险承担者个人净
资产不低于50亿元的民营企业作为发起人，欠发达
地区如西部地区可适当降低要求。

同时，对发起人的实际控制人也有相关要求，须
为中国境内公民且不得持有绿卡。

对于推进民营银行常态化发展下一步工作，银
监会表示会加强指导重点辅导有民营银行设立计划
的省份进一步研究完善筹建方案，依法审核，成熟一
家、设立一家。此外，引导民营银行发挥市场化优势，
指导民营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

此外，银监会也在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城商
行，加快城商行的存量改造。例如，支持民间资本作
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城商行重组改制、作为财务投资
者投资入股，支持部分城商行上市，同时支持民间资
本参与城商行增资扩股，化解历史风险，如规定“民
营企业参与城商行风险处置的，持股比例可以适当
放宽至20%以上”。

目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已经成为民间
资本进入金融业的主要渠道之一，已实现民
间资本投资种类全覆盖和地域无限制。

2006年年底，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
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支持包括民间资
本在内的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
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银监会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还有600多个县市没有设立村镇
银行，为民间资本提供了广阔空间。

除了设立村镇银行的方式，银监会相关
部门负责人表示，民间资本还可以通过参与
改制、受让股权、认购新股等多种方式，投资
入股农村中小金融机构。

具体来看，第一，参与农村信用社产权改
革。第二，参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增资扩
股。第三，参与资本市场投资。目前已有1
家农村信用社和1家村镇银行正式登陆新三
板，另有6家农村商业银行和2家村镇银行正
在等待批准登陆新三板。5家农村商业银行
A股上市已通过发行审核。“还有不少机构积
极筹备上市或者在新三板挂牌交易，今后将
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提供更多选择。”银监
会相关部门负责人称。

截至2016年3月末，全国共有农村中小
金融机构3696家，除极少数外资发起设立的
村镇银行外，都引入了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平
均持股比例达到87%。

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除了设立民营银
行，进入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银监
会还披露了民间资本进入信托公司情况和非
银金融机构情况。

截至2016年3月末，民间资本入股信托
公司32家，平均持股比例42.3%，其中民间资
本控股信托公司13家。外资机构入股信托
公司10家，平均持股比例16.0%。

同期，全国由民间资本控股或参股的非
银行金融机构共开业78家，占对应非银行金
融机构总数的25%，包括35家企业集团财务
公司、25家金融租赁公司、6家汽车金融公
司、11家消费金融公司、1家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

12家民营银行
进入论证阶段

三大途径扩宽
民资入股农村金融机构

本报讯 不良贷款率是衡量银行经营管理效
益的硬指标。温州银监分局最新统计的数据显
示，继2015年温州市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不良率
实现“双降”后，今年1至5月，温州银行业又成功
实现“双降”，不良贷款余额、不良率分别比年初下
降4.92亿元和0.13个百分点。

近两年来，温州坚持“以时间换空间、以优质
增量带动存量风险化解”的总体思路，有效遏制不
良上升势头。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实现银行
不良率和不良额“双降”，2015年温州银行业利润
转负为正。今年前五月不良率继续保持了下降的
趋势，5月末的不良率为3.69%。业内人士表示，这
意味着温州率先实现从“风险先发”到“风险突围”

的转变，信用风险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
为加速不良贷款处置，温州不断优化处置手

段，在发挥传统处置方式作用的同时，鼓励探索处
置市场化、批量化创新手段。运用押品资产交易
信息平台推动不良资产流转重组、借助暂缓追偿、
外部收购都是温州担保链破解新模式。数据显
示，今年1至5月温州累计处置不良贷款112.2亿
元，处置速度略快于新发生速度，“风险突围”成效
得到进一步巩固。

与此同时，温州各大银行都在加大贷款投入，
稀释不良贷款的新举措。截至今年4月末，温州银
行业各项贷款余额7760亿元，较年初增加122亿
元，同比增长2.75%，位居全省第6位，较上月前移

4位。此外通过优化信贷期限，防范“短贷长用”、
“脱实向虚”风险，截至4月末，全市企业中长期贷
款余额1084.33亿元，余额占同期各项贷款比重达
27.67%，较年初上升1.16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在风险处置中，温州也诞生了许多
处置“僵尸企业”的生动样本。为了让中城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破壳重生”，温州创新“分离式处置、
清算式重整”的新方式就受到外界关注。不久前，
多家中央级媒体就来温州深入采访“僵尸企业”处
置的温州经验。此外，本月初英国《经济学人》周
刊也刊登了《曾经迷失的温州正恢复元气》一文，
文章关注到温州的银行贷款质量在改善。

本报记者 邹雯雯 通讯员 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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