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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经历将城市商业银行已经磨炼成中国银行业体系中最具活力、最具创新能
力和最具市场意识的部落。
近年来，风险资产的化解、省域范围的重组、银行名称的翻新、地域限制的突破、战略投资者的引进
、城商行之间的参股、A股上市的成功、小企业贷款上的创新和资产规模的增长等构成了一副副动人
的城商行发展画卷。
经过多年的发展，城商行终于摆脱了生存之忧，开始了新的旅程。
就在这时，一些城商行中的董事长、行长们却似乎有点迷茫。
当在全力解决生存问题之时，任务是单一的，那就是千方百计活下来。
而在无生存压力、寻求进一步发展之时，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就是多选题了，银行决策者们就面临选
择的痛苦。
当然，这种痛苦已经比以前没有选择时的痛苦要幸福得多。
　　我们的银行监管部门却一直保持着理性的头脑，在密切关注城商行发展的过程中，总是有些善意
的提醒，这些提醒对城商行不无好处。
此时，城商行的银行家们，如果能放缓脚步，静心倾听这些提醒，并回顾过去，立足现实，着眼未来
，冷静思考，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作为城商行的长期观察者，我也想谈谈自己的思考。
　　认识城商行并非易事。
城商行究竟是什么？
他们还有多少共同点？
是差异性大于共性还是共性大于差异性？
城商行的一个特征事实是，城商行是一个本来就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差异正在迅速扩大的群体。
那么，在经历了多年发展之后，他们是否还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和共同的利益诉求？
某些已经向中等规模甚至大银行发展的城商行是否就是其他城商行追求的目标呢？
面对差异性，城商行需要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同样，监管部门是否也要确定差异化的监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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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商行发展中还存在风险管理、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等诸多管理问题以及产品如何创新、品牌如何打
造、营销如何推进等业务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公司治理与发展战略问题。
公司治理是银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好的公司治理可以使银行降低决策风险，而合适的发展战略
可以使银行少走弯路。
地方政府和外资战略投资者实际上是不同的股东，他们对城商行的公司治理有着直接的影响。
跨区域经营、资本补充和定位中小企业，则事关城商行的发展战略。
这些问题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银行的客户定位主要取决于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战略，而战略的好坏取决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如果是内部人控制的治理结构，对规模的偏好大于对实际回报的偏好。
如果是政府控股的银行，一般来说，小企业贷款可能就少。
从现实的分析来看，这些判断基本上是成立的。
　　起初。
作者试图去构建某种理论框架，正如许多大师之作或优秀博士论文那样。
然而，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城市商业银行本身有点复杂(研究对象总是在变化之中，他们之间的差异性
正在扩大)，当前这样做条件似乎不太成熟。
我觉得眼前能做的，就是把城商行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尽可能说清楚并借用现有的理论框架进
行相应的分析。
尽管如此，结果并不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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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伴随着刺激经济发展的天量信贷，监管部门开始警惕其中可能滋生的风险，对银行资本的监管日
趋严格，并陆续出台了资本管理类规定，包括《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以及将
于2010年底实施的资本充足率相关指引征求意见稿，要求包括城商行在内的中小银行在2011年达到中
长期资本目标（即核心资本充足率7％，资本充足率10％）。
对于拨备覆盖率不足130％、资本充足率不足10％的城商行，监管机构将对其市场准人设限，不允许这
些城商行扩大风险资产规模。
这样，监管要求为城商行补充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随着信贷规模、跨区经营等活动的开展，城
商行也有着将补充资本做大做强的冲动，对打造持续有效的资本补充机制产生了强烈的需求。
　　资本补充渠道首先应划分为行政化和市场化两大类。
以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方式以特别国债、资产剥离、政府注资等行政化融资手段为主，如今已
经演进到公开上市等市场化融资手段。
　　从大的方面讲，市场化融资手段又分为内源式融资和外源式融资。
内源式融资是一种依靠银行内部积累补充核心资本的方式，也就是留存收益。
就交易成本而言，如果留存收益能够始终满足银行资本的充足要求，则内源资本补充机制是资本供给
方式的最佳制度安排。
换句话说，当资本不足时，内源资本供给机制是商业银行首选方案，即通过留存收益增加银行资本，
支持银行发展。
这种资本补充方式的最大好处是，银行在这一机制下完全处于主动位置，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和弹性，
而且成本最低，又不会稀释老股东的股权比例，所以利用留存收益补充资本金是提高核心资本最根本
、最持久的途径。
外源式融资是指通过发行新股从银行体外募集资金以补充核心资本。
因资本来自外部，易受外部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所以银行对外源资本的主动权和控制权是有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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