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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城商行纷至沓来

2009年9月10日，继在天津、上海、西
安、深圳、杭州设立分行之后，北京银行
的第6家分行—长沙分行昨日正式开业，
成为首家落子湖南长沙的城市商业银
行。

据悉， 北京银行目前异地分行发展
速度超过了北京地区，2009年上半年该
行异地分行贷款增长66.11%， 远远超过
了北京地区贷款22.53%的增幅， 异地分
行贷款占新增贷款的41%， 异地分行贷
款在贷款余额中的比重由年初的15.72%
提高到6月末的20.19%。这也成为北京银
行入湘的重要内在驱动力。

而在2010年12月， 三家银行扎堆在
长沙开设分行， 则堪称湖南金融业在这
一年发展的一个小高潮。

这年12月13日，携“海派”新锐之风
和“粤式金融”服务，湛江市商业银行的
第二家跨省分行在长沙市万家丽路盛大
开业，标志着在“粤湘合作”大舞台上，一
支来自湛江的新锐金融力量开始在三湘
大地舞动长袖。 长沙分行是湛江商行继
去年成功开设广州分行， 今年3月和5月
成功开设深圳、 重庆两家分行之后开设
的第四家分行， 也是该行在广东省外开
设的第二家分行。

2010年12月26日，渤海银行长沙分
行开业，这是继太原分行、成都分行后在
中西部地区开设的第三家分行， 也是该
行全国性战略布局中的第13家分行。渤
海银行董事长刘宝凤表示， 长沙市作为
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全省乃至中
部地区最具活力的城市， 其政策优势及
发展潜力逐步凸显。

2010年12月29日，东莞银行长沙分
行正式开业， 这是东莞银行开设的第四
家异地分行。 此举标志着东莞银行的跨
区域经营战略迈入了新阶段。

省外扩张成发展路径
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0

年末，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
资产总额为94.3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
长19.7%。其中，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
7.9万亿元，增长38.2%，远超行业平均增
速。城市商业银行能够取得超速的发展，
不能不说与其大规模的异地扩张有直接
的联系。据统计，2010年全年有62家城商

行跨区域设立103家异地分支行 (含筹
建)，扩张速度远超2009年。

2006年4月，监管层调整城商行分支
机构市场准入政策， 放宽和简化机构设
立，使得城商行规模扩张一再提速。近三
年来， 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扩张可谓如
火如荼。2010年，至少10家的城商行资产
增速超过60%，其中有3家城商行实现规
模翻番。

城商行变身后的新一轮扩张潮是有
其政策背景的。2006年，渤海银行成为大
陆银监会批准的最后一家全国性股份制
银行， 之后没有同意成立任何全国性银
行。2007年，银监会明确鼓励城市商业银
行跨区域经营， 这为城商行跨区域经营
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此背景之下， 各地有实力的城商
行纷纷加快跨区域扩张的步伐， 寻求走
出地方、跨省经营，希望从地区银行变身
为区域性或全国性银行。 各家银行基本
都在朝着“更名—跨区域扩张—上市”的
三部曲模式发展。

对于这一波渐成声势的扩军潮，有
业内人士指出， 近几年金融业改革和发
展速度明显加快。 由于处在经济下行周
期， 金融管制和市场准入相对前几年有
所放松。 一些金融业竞争不充分的二线
城市，就成为商业银行“跑马圈地”的对
象，商业银行向二线城市扩张将成趋势。

多重挑战不容小觑
自2005年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破题以

来， 符合跨区域经营条件的城商行普遍
表现积极。目前，北京银行、宁波银行、重
庆银行、江苏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
等多家城商行加速“北上南下”，引领扩
张风潮。

“城商行设立分支机构市场准入门
槛降低后，形成整合、扩张的潮流，是发
展的大趋势。” 北京银行的一位人士说，
通过异地扩张实现规模化经营， 解决区
域局限性对城商行长远发展的制约，为
城商行扩大经营规模、增加盈利、加快产
品和业务创新等方面打开突破口， 是扩
张的价值所在。

从城商行跨区域扩张的路径来看，
一线城市是城商行进驻的首选。目前，天
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宁波、南京等
7个城市， 均有超过5家城商行进驻，成
都、广州、福州、大连等城市也有2�家以

上的城商行异地分行。 这些城市在经济
总量、金融产业、金融机构实力、金融市
场规模、 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有着明显
的优势，更加适合银行生存，因此而备受
城商行青睐。

据一位来自广东地区某城商行人士
透露，除了珠三角，长沙、武汉也被列入
异地扩张重点地区。“武广高铁时代，湖
南也位列泛珠三角区域， 因此作为城商
行‘北上南下’扩张计划中的一步，湖南、
湖北都会优先考虑。”该人士称。

不过， 城商行异地扩张仍面临多重
难题：一是小企业服务专业人才紧缺。客
户资源丰富的专业人才往往倾向于做大
企业的贷款业务， 而小企业服务由于业
务繁杂、 同时收入跟不上很难吸引到合
格的专业人才；二是进入陌生市场，市场
风险不容小觑；三是新设异地分行增多、
管理半径扩大后， 对城商行原来的管理
模式提出挑战。

一位城商行的高层人士对记者坦
言，城商行要明确自己的市场定位，转变
发展方式，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
“什么是差异化？城商行以前是局限在某
个城市中经营，它对本地的居民、企业甚
至产业都有很强的渗透力， 因此从中找
到自己适合的领域。”他认为，中小企业
和农村市场也是城商行的重点业务领
域，“与大中型银行的正面竞争并不是我
们的优势， 在大城市的网点和人员的成
本都更高。”

城商行跑马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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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亿：
中国十大城商行
排行榜规模门槛

网易财经“中国十大城商
行排行榜”显示，上榜银行资产
总额均在2000亿元以上。其中，
天津银行、 盛京银行与杭州银
行， 这三家银行总资产在去年
底刚刚突破2000亿元大关。这
意味着中国城商行的体量步入
新的层次， 在社会经济中的影
响亦日益显著。

22家：
满足800亿元
上市门槛的城商行

有消息称， 监管层将出台
新指引， 要求拟上市城商行资
产规模大于800亿元，净利息收
入超过20亿元， 八成城商行将
无缘资本市场。据统计，共有22
家城商行资产规模在800亿元
以上。

7000亿：
第一大城商行资产规模

作为三家上市城商行之一
的北京银行， 其总资产达7000
多亿， 接近老牌股份制银行深
圳发展银行的体量。 今年两会
期间，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
批评城商行“总想跨区域扩张”
时，北京银行就被点名。

40%：
前十大城商行
在全部城商行中的资产占比

网易财经“中国十大城商
行排行榜”显示，中国十大城商
行资产总和为3.27万亿元，占全
部城商行总资产的40%以上。这
一比重同时接近四大国有商业
银行在银行业中的资产占比。
从这个角度讲， 或许可将2000
亿元以上的城商行定义为大型
城商行。

10%：
十大城商行中
仅1家不是来自东部

“2010中国十大扩张最快
城商行排行榜”显示，除徽商银
行外， 十大城商行中的9家，均
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北京、上海
两大直辖市的城商行， 牢牢占
据前两位。

2010年10月12日， 华融湘江银行正式启航。“最快明年， 华融湘江银行即有望走出湖南， 异地布设机
构。”该行一位人士如此表示。而在今年4月18日，湖南本土另一家银行长沙银行率先迈出跨区域拓展的步
伐，其省外首家分行正式落户广州。

湖南本土银行在走出去，而更多的银行却在走进来。自2009年至今，已有北京银行、渤海银行、东莞银
行、湛江商行落子长沙，与此同时，亦传出浙商银行等银行将进驻的消息。 ■记者 刘永涛 实习生 潘海涛

银行名称 总资产（亿元）
北京银行 7500
上海银行 5560
江苏银行 4299
宁波银行 2633
平安银行 2455
南京银行 2174
徽商银行 2075
天津银行 2000
杭州银行 2000
盛京银行 2000

中国十大城商行排行榜
（按2010年底总资产计）

9月15日，长沙市潘家坪，市民在北京银行办理金融业务。自2009年至今，已有北京银行、渤海银行、东莞银行、湛江商
行落子长沙。 记者 王翀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