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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营银行的诞生与发展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实践成果。

自 2014 年原银监会启动民营银行试点以来，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

众银行”）、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商银行”）为代表的首批 5 家机构率先

获批，标志着民间资本正式以独立主体身份进入银行业。此后政策逐步放开，2020 年无锡锡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成为第 19 家民营银行，此后未再新增民营银行。我国民营银行自设立之

初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后，随着监管政策的收紧以及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当前民营银行发展面临

一定瓶颈。 

2024 年，我国民营银行资产规模增速有所放缓，资产规模和经营业绩仍呈现两级分化；资产

质量面临下行压力，不良贷款率上升且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净息差仍处于高位，但整体净利

润下滑趋势明显；资本充足性指标有所下降，在外部资本补充渠道受阻以及资本内生能力被削弱

的背景下，面临资本补充压力。我国民营银行发展格局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头部民营银行凭借

股东资源与科技能力形成马太效应，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占据了民营银行大部分市场份额，而尾

部银行生存空间被挤压。2024 年，在我国整体商业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民营银行

资产规模增速亦有所放缓。从业务发展情况来看，商业银行业务的下沉使得民营银行面临的同业

竞争压力加剧，差异化竞争优势弱化，同时民营银行对第三方平台较高的依赖性使其主动权下降；

此外，民营银行成立时间尚短，且遵循“一行一店”的原则，其业务触角延伸受限，存款客户基

础薄弱，整体存贷款业务拓展均面临压力。从资产质量来看，民营银行主要服务客群相对下沉，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该类客群信用风险加速暴露，对民营银行风险控制能力带来较大挑战，民营

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拨备水平有所下降。截至 2024 年末，民营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66%，高于

商业银行平均水平，拨备覆盖率为 224.44%，拨备水平充足，但近年来下降趋势明显。从盈利能

力来看，得益于差异化客群定位，民营银行贷款利率普遍较高，同时依托科技驱动不断提升运营

效率，降低成本，且相对于传统银行，其在存款和贷款定价上更为灵活，民营银行息差水平处于

高位；但另一方面，民营银行经营业绩分化明显，且吸储难度大，负债成本处于较高水平。2024

年以来，在商业银行资产定价下行较快，而负债成本相对刚性背景下，民营银行净息差有所收窄，

同时信用风险的加速暴露使其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增加，对利润实现形成侵蚀。2024 年，民营银行

净息差为 4.11%，显著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实现净利润 187.76 亿元，同比下降 8.14%。从资

本充足水平来看，民营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有限，监管对于民营银行增资和引入新股东的审批相较

传统银行更为审慎，同时民营银行中仅网商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的方式补充资本，民营银行外源

资本补充渠道受限，且资产质量及盈利能力的下滑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内源资本积累，面临资本补

充压力。截至 2024 年末，民营银行资本充足率为 12.24%，显著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 

表 1：  民营银行主要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净息差（%） 3.67  3.72  3.94  4.39  4.11  

净利润（亿元） 92.13  135.50  175.95  204.39  187.76  

资产利润率（%） 0.84  0.93  1.03  1.09  0.91  

资本充足率（%） 13.53  12.75  12.40  12.32  12.24  

不良贷款余额（亿元） 87.17  112.89  165.54  199.10  226.21  

不良贷款比例（%） 1.27  1.26  1.52  1.55  1.66  

拨备覆盖率（%） 295.44  335.90  282.54  254.58  2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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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比例（%） 61.60  66.29  55.73  55.75  57.52  

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资信整理 

 

民营银行大股东主要为互联网巨头和区域内知名传统企业，股东背景的差异化深刻影响其发

展路径。2024 年以来，部分民营银行股东经营风险的上升对其业务发展及内控管理带来挑战，同

时国资入股民营银行打破了以往民营银行股东必须为民营企业的限制，民营银行的股东类型或将

趋于多元化。民营银行的股东背景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其核心竞争力，不同于传统银行依托牌照与

网点的线性扩张，民营银行通过股东生态赋能，将流量入口、产业链条与地域网络等要素转化为

差异化的金融解决方案，这种资源禀赋与业务模式的深度结合使民营银行展现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但另一方面，民营银行股权集中度较高，公司治理的专业化及独立性面临挑战，部分股东将其参

股银行异化为“融资工具”，同时过渡依赖股东资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自身市场化能力，且股

东的声誉风险可通过品牌关联形成跨生态传染。近年来，我国民营银行部分股东经营风险上升，

股东支持能力弱化，同时主要股东与民营银行之间的实际关联交易程度有待核查。 

此外，2024 年 8 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南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

金控”）受让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裕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 亿股股份，受让后，南昌金

控合计持有 30%股份，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这是地方国资首次成为民营银行第一大股东。同年

11 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建工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受让安徽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股东持有的

30%、11%、10%的股份；三家安徽国资企业持股比例合计达到 51%，成为该行的控股股东。国资

入股民营银行打破了以往民营银行股东必须为民营企业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对

区域内民营银行较强的支持意愿，同时民营银行在股东结构和治理模式上的重要转变有助于其弱

化问题股东对自身经营的负面影响，优化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其内控合规水平和风险管

理能力，为其业务拓展和市场信誉提升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国资入股民营银行反映了民营银行在

发展中的阶段性困境，“民资活力+国资信用”混合模式或将成为民营银行的新趋势，但其运行有

效性尚待市场检验。 

 

表 2：  19 家民营银行主要股东情况 

企业名称 主要股东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讯网域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32.73%） 

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26.78%） 

江苏苏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3.60%） 

四川新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30%）；四川银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9.50%） 

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30%）；壹网通科技(武汉)有限公司（20%） 

重庆富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瀚华金控股份有限公司（30%）；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28%） 

天津金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天津华北集团有限公司（20%） 

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9.80%）；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7%） 

吉林亿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晟卓投资有限公司（30%）；吉林三快科技有限公司（28.5%） 

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18%）；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15%） 

威海蓝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30%）；赤山集团有限公司（22.50%）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30%）；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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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9%）；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 

梅州客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30%）；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 

安徽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30%） 

无锡锡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25%）；江苏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23.99%） 

福建华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9.80%）；阳光控股有限公司（26.25%） 

辽宁振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荣盛中天实业有限公司（30%）；沈阳天新浩科技有限公司（28%） 

江西裕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30%） 

数据来源：各家民营银行年报、公开信息，联合资信整理 

 

监管政策有所收紧，对民营银行互联网存贷款业务规范提出更高要求，2024 年进一步提出民

营银行应加强对合作机构管理，提升自主风控能力；民营银行业务规范逐步提升的同时，面临一

定转型压力。我国民营银行成立时间尚短，内控执行力、合规意识及信息系统建设均尚待提升，

从民营银行所受到的监管处罚来看，罚单类型涉及信贷管理、反洗钱及信息报送等环节。从政策

环境看，监管层围绕异地贷款、互联网存款、第三方合作等核心领域强化约束：一方面，通过限

制跨区域展业、禁止非自营平台揽储等政策，倒逼民营银行回归本地化经营与自营渠道建设；另

一方面，严控合作机构外包风险，要求其强化自主风控能力，防止过度依赖合作机构导致“空心

化”，同时要求建立合作机构准入退出机制，并严禁与存在违规催收行为的机构合作，加强消费

者权益保护。监管政策的收紧有助于提升民营银行业务规范化，加强民营银行自主风控能力，但

跨区域经营的限制缩小了民营银行客户范围，获客难度上升，且禁止通过第三方平台揽储使其负

债压力上升，自营渠道的建设及独立风控体系的完善将提升民营银行整体运营成本，民营银行面

临一定转型压力。 

展望未来，民营银行两级分化趋势仍将存在，资本约束仍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业务扩张，

民营银行将进一步探索资产证券化等融资工具，同时引入国资或将成为民营银行的突围路径。此

外，在利率市场化及同业竞争加剧背景下，“高息揽储—高息放贷”模式或将难以为继，客群下

沉带来的风险敞口或将加速暴露，加快经营模式转型及提升自主风控能力的重要性凸显。另一方

面，作为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多元化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数字化转型和金融科技的深度融合，民

营银行将在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等领域发挥差异化竞争优势，同时监管政策对于民营银行业务经

营的持续规范将增强其发展韧性，民营银行未来或将通过差异化竞争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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