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土银行遍地开花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湖南
已初步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
和合作金融并存，全国性银行、地方性
银行共同发展的银行机构体系。

1997年5月25日，麓山之下、湘水
之滨，这片“敢为天下先”的楚汉文明热
土上，16家城市信用社在政府的主导下
顺利牵手，湖南本土首家股份制银行在
星城破土而出， 长沙市商业银行成立。
并相继形成了长沙、湘潭、株洲、岳阳、
衡阳五家城市商业银行以及邵阳市城
市信用社“五行一社”的地方银行机构
格局。

由于城商行是在我国特殊历史条
件下形成的，基本上由原来各地城市信
用社改制而成，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加上地方政府往往是城商行
的大股东，在重组过程中带有行政色彩
的干预自然就难以避免了。

事实上，一些地区的城商行长期以
来已成为地方经济的“经济助推器”。在
行政干预下，城商行成了“二财政”，相当
数额的政府或“准政府”贷款成为现在
的呆坏账，商业机制的瘫痪直接导致城
商行不良率居高不下，资本充足率令人
堪忧。

创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五行一
社”，与大部分地方金融机构一样，存在
诸多弊端， 如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经
营管理水平不高，盈利能力、资产经营
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与国内同行相比，
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重组之路一波三折
2007年， 全国掀起了城商行的改

制， 初衷是为了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
从根本上改变地方行政干预下金融资
源分配不合理的局面。同样，湖南也加
入了这一改制的大潮。

伴随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以及国
内各城市商业银行的联合重组潮，湖南
也一直希望能够将各城商行构建成“联
合舰队”、打造“银行湘军”的区域化战
略，国家相关政策也鼓励城市商业银行
做强做大。同时，徽商银行、江苏银行等
省域性城市商业银行相继成立，这些商
业银行通过地方政府牵头、置换不良资
产等方式完成行政重组和重新资本化，
成为组建省域性城市商业银行可行的
模式。基于此，湖南省政府开始积极谋
划组建湖南省域城市商业银行，希望做

一家总部设立在湖南的大银行。
在这6家金融机构中， 长沙商行一

直处于“领头羊”位置。2007年，长沙银
行承担了联合重组长沙、湘潭、株洲、岳
阳和衡阳5家城商行及邵阳市城市信用
社的历史重任。

其实， 早在2002年5月和2003年6
月，长沙银行在浏阳市和长沙县分别设
立支行，正式拉开了“组建以长株潭为
核心的区域性股份制银行” 的序幕。同
年8月， 长沙银行率先与邵阳市城市信
用社就合并意向达成签约仪式，在一定
程度上被视为湖南金融机构在未来联
合重组方案中的一个预演和先期实验。
而在此之前的一两年，该行便在全国同
业中率先实现了省内城市商业银行的
业务联合，牵头湘潭、株洲、岳阳三家商
业银行实行“芙蓉卡”联合发卡和联网
运行。

最终，因各方利益难以权衡，长沙
商业银行退出使最初的“五行一社”，更
迭为“四行一社”。

“四行一社”重组花落中国华融
尽管“五行一社”重组以失败告终，

但湖南区域性银行的重组，仍获得多家
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青睐。

此间有消息称，中国信达曾全力参
与湖南区域性银行的筹建，并初步命名
为“湘信银行”，该行名暗喻“湖南”和“信
达”之意。

这一传闻，与其间命名的“潇湘银
行”，一度为业内外所熟知。不过上述跨
区重组， 终因信达主动退出而无果。有
关监管制度设置的门槛，被认为是信达
资产未能完成重组的最主要原因。

而信达受邀启动“四行一社”重组
后不久，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也有意
介入重组，但最终未能成行。

辗转经年，“四行一社”重组最终花
落中国华融。

经过逾一年的重组、筹建，由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下称华融）和湖南
省政府发起组建的华融湘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华融湘江银行）于2010
年10月12日在长沙市正式挂牌成立。这
是第一家由省政府、省内城市商业银行
和中央级金融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共
同筹建的、总部及注册地设在湖南的区
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亦为地方金融机
构改革的又一模式。

据了解，华融湘江银行是在华融重
组湖南湘潭、株洲、岳阳和衡阳市四家

城市商业银行和邵阳市城市信用社（简称
四行一社）基础上新设立的区域性股份制
商业银行，总部位于长沙，注册资本40.8
亿元， 其中华融股权占比50.98%；“四行
一社”原有股东股权占比41.67%；湖南财
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出版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济南均土源投资有
限公司等企业作为一致行动人股权占比
7.35%。新组建的华融湘江银行资本充足
率为16%以上,拨备覆盖率150%以上，不
良贷款率0.1%以下， 各项监管指标均高
于银行业监管要求。

本土银行向外扩张
从一家地方性小银行起步，长沙银行

已立足长沙、辐射湖南、跨向广州，成为走
向全国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2008年，盛传的“五行一社”重组计
划也最终因为利益均衡问题而夭折。作为
“五行一社” 最初重组方案龙头的长沙市
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最终携手
法国BRED大众银行，低调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由此完成了引进战略投资者这一
关键步骤。同时，宣布更名为长沙银行，并
由此确定跨区发展、 单独上市的战略，而
跨区发展则是长沙银行成为区域性精品
上市银行所必须全力以赴的核心价值所
在。

不到一年时间，长沙银行首家异地分
支机构———株洲支行正式开业。2010年6
月28日长沙银行常德分行正式开业，这是
长沙银行在省内开设的第二家异地分支
机构，也是首家分行级机构。

就在监管层将加大对城商行异地扩
张的监管力度之时，今年4月18日，长沙
银行首家省外分行———广州分行开门纳
客，为这家湖南最大的城商行首次跨省布
点，也是地处中部省份的湖南本地银行首
次出省扩张。更为重要的是，此举被长沙
银行看作是其由地方性银行向区域性银
行转变的拐点。广州分行的成立标志着长
沙银行由地方银行向区域性银行的战略
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赖小民
也曾表示：“我们计划在三年内完成省外
的布局”。去年成立的华融湘江银行，与其
它银行不同的是,除原“四行一社”130多
个网点外,华融湘江银行还拥有中国华融
遍布全国32个省的办事处, 以及证券、租
赁、信托等综合金融业务的平台,资源优
势明显。成立之初，该行宣布今年力争到
省外设立分行机构。2015年，该行将实现
在国内主要经济区的机构布局。

本土旗舰扬帆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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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7年全省首家城
市商业银行———长沙市商
业银行成立以来，我省各市
城市商业银行相继成立，形
成了目前长沙、湘潭、株洲、
岳阳、衡阳五家城市商业银
行以及邵阳市城市信用社
“五行一社” 的地方银行机
构格局。但以当地城市区域
为营业范围一直是省内各
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瓶颈，
为此，近年来上述银行纷纷
尝试跨区经营与业务联合。

2003年8月5日，长沙市
商业银行率先与邵阳市城
市信用社就合并意向达成
签约仪式，但一直未有实质
性结果；2005年11月25日，
长沙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
业银行、 湘潭市商业银行、
岳阳市商业银行、衡阳市商
业银行及邵阳市城市信用
社共同签订全面合作框架
协议。根据协议，签约六方
将在银行间融资业务、信贷
业务、票据业务、货币市场、
个人金融、网络银行、代理
业务、业务培训与业内交流
等8个方面展开合作。此前，
这些城市商业银行还在长、
株、潭、岳、衡、邵六市联合
推出了统一的芙蓉银行卡。

2008年长沙市商业银
行改名成长沙银行，2011年
实施跨省扩张。

2010年10月由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公司和湖南省
政府发起组建的华融湘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
融湘江银行)在长沙正式挂
牌成立。

湖南城市
商业银行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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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传说中的“潇湘银行”，到去年的华融湘江银行拿到“准生证”， 历经多年重组历程的“四行一
社”(湖南5市的城市商业银行）终于尘埃落定，为湖南的“大银行”战略画上注脚。华融湘江银行2010年10
月的开业，标志着本土银行正式启航。

■记者 陈张书

长沙市芙蓉南路华融湘江银行。 记者 伍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