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推进一年后变招 农信社改革缘何“坡长坎多”

本报记者 吴杨

获批筹建近一年依旧难推进？ 近日，河南农信社改革方案从农商联合银行调整为统一法

人的省农商银行模式。 这个先后采取两种模式推进农信社改革化险的罕见案例，充分凸显出当前

农信社改革的复杂性与挑战性。

为何农信社改革之路“坡长坎多” ？“不排除部分省份因前期顶层设计不到位、研究筹划不周

全等问题，导致改革过程中出现反复与折腾的现象。 此外，也有一些地方出于对资金实力、股权调

整推进难度、风险化解难度等因素的综合考量而调整方案。 ”业内人士表示。

为理清管理体制、推进风险化解，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改革模式。 据记者统计，近年来，7个省份

农信社改革方案已落地或者有了新进展，且改革路径不一。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部分省份面临较

大风险化解压力，可能需要多步、分阶段推进农信社改革。

河南变更模式

在7月23日明确改革转向后，河南农商银行组建方案愈发清晰。 日前，河南农商银行筹建

工作小组发布公告，将以新设合并方式组建河南农商银行，涉及25家法人机构，包括去年11月揭

牌开业的河南农商联合银行。

河南农商联合银行是在河南省联社基础上，由省属国有企业出资发起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省级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 截至2023年9月末，河南省农信社共有市县行社135家，营业网

点4510个。 河南农商银行系统截至2024年3月末的资产总额为2.6万亿元。

2022年，河南省联社改革方案获原银保监会批复，拟组建河南农商联合银行。 2023年8月，河

南农商联合银行获批筹建；11月，河南农商联合银行举行揭牌仪式，获得河南金融监管局颁发的

《金融许可证》。河南农商联合银行正式挂牌开业，意味着河南省辖内部分县市行社法人地位不再

保留，而是转变为省级农商银行的分支机构。

河南省人民政府2023年1月披露的《河南省2022年财政工作综述》明确，筹资60亿元推动

组建河南农商联合银行。 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河南农商联合银行的发起人分别是河南

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出资15亿

元、20亿元、25亿元。

2024年7月23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扎实推进2024年下半年经济稳进

向好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推进河南农商银行组建，统筹推动中小银行机构清收不良资产、清理

问题股东、多源补充资本。

河南农商联合银行主要通过省政府注资、引入合格社会资本等方式开展“省参市、市参县” ，

由原来“自下而上入股”的省联社体制改为“自上而下逐级参股控股” ，县域法人地位保持不变。

“加大对下辖机构的控制权必然需要较高资本金，预计这方面会存在一定难度。 在河南农商联合

银行基础上成立河南农商银行，组建统一法人，阻力更小，改革也会更加彻底。 ” 华北地区某银行

人士表示。

“一方面，前几年监管对省级统一法人模式要求严格，除非特殊情况，这个口子一般不开；另

一方面，农商银行模式对风险化解的支持力度更大，有的地区会选择‘两步走’ 战略，分阶段、逐

步推进改革，化解风险。 ”西部地区某省联社人士向记者表示。

改革多点开花

近年来，已有至少7个地区农信系统改革“开花结果” 。 河南农商联合银行、山西农商联

合银行、辽宁农商银行2023年陆续开业，四川农商联合银行、广西农商联合银行今年初完成挂牌，

海南农商银行今年5月揭牌开业；同时，贵州、甘肃等地农信社改革有了新进展。

不难发现，辽宁、海南，再加上此次调整改革模式的河南，均采用了统一法人的省级农商银行

模式。 相比前期选择农商银行改革模式的辽宁和海南，河南农信社的市县行社达130余家，体量较

大。浙江、山西、四川、广西则采用省农商联合银行模式。此外，湖北、贵州、江西等地均在官方文件

中透露，拟组建农商联合银行。

目前，省级农商联合银行、统一法人的农商银行模式成为各地农信社改革较常采用的模式。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前者改革成本较低，操作性较强，在保持两级法人

地位不变的同时，申请业务资质和牌照，增强服务内容和能力。 “当然，也有部分地区农信社改革

因缺乏顶层设计等原因，分阶段推进改革。 ”

东北地区某农商银行人士介绍，一般而言，省农商联合银行意味着“两级法人” 并存，即省级

农商银行是独立法人，下辖地级市的农商行、农信社也是独立法人；而省级农商银行模式下，省级

农商银行是一级法人，地市级的农商银行、农信社被其吸收合并，从独立法人变为省级农商银行

分支机构。

尽管多地农信社改革加速，但在改革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 以农商联合银行为例，

具体管辖范围、联合银行成员的加入退出及出资比例等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东北地区某农商银行

人士提及，“若国资入股，需要对原有股东进行置换。按照市场化原则，相应置换即可，一般没有太

大阻力。 除非其中包含一些经营不善的中小银行老股东不愿置换，这时可能需要与老股东谈判，

既要考虑市场化，又要考虑历史贡献。 ”另外，他表示，涉及的银行股改方面的工作量会很大，包括

政府发债注资省农商联合银行、层层往下注资农商银行、资本补充、风险化解工作等多个层面。

因地制宜选模式

今年初，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远企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农村信用社体系，以

转换农村信用社省联社功能定位、规范履职行为为重点，“一省一策”启动实施农村信用社改革。

2023年以来，在因地制宜、“一省一策” 推动农信社改革的原则下，各地选择改革模式不一。

目前，农信社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种模式：成立统一法人的省级农商银行、改制为金融控股公

司、组建省农商联合银行、改制为金融服务公司。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各地推进农信社改革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分阶

段、逐步推进改革化险。“具体选择哪种模式与地方财力、银行经营状况、地域文化等密切相关。 ”

他说，以浙江为例，其省联社原体制机制已较为顺畅，辖内农商银行经营状况良好，风险化解难度

较小，所以浙江采用的农商联合银行模式就是一个“挂牌” 模式，直接给了农商联合银行牌照，管

理体制、股权结构基本没有大变动。

另外，即使是同一种改革模式，具体实施路径也有差异。 例如，目前农商联合银行组建模式主

要分为“自下而上入股”和“自上而下参股控股” 。

记者了解到，与浙江农商联合银行采取“下参上”模式不同的是，山西等地的农商联合银行采

取了“上参下” 模式。 山西农商联合银行以财政出资为主、市场募集补充为辅的方式发起设立，是

全国首批采取“上参下” 模式改制的农商联合银行，即由省联社向市县农信机构逐级参股。

董希淼表示，改革模式和方案并无优劣之分，各地需因地制宜选择适合的改革模式。 在改革

过程中，不同地方改革的重点和次序应有所不同。 部分地区应将化解农信社风险放在首位，而不

是急于进行省联社体制改革。

理顺体制 化解风险

农村中小银行是联系广大农民的主要金融纽带和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金融力量。 截至2023

年末，农村中小银行总资产55万亿元，占银行业总资产14%。 省联社体制下，普遍存在管理体制与

农商银行之间自下而上的股权关系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扭曲。

一方面，在曾刚看来，以省联社改革为重点的农信社改革应理顺管理体制。 摆脱管理体制限

制后，才能为银行经营发展奠定基础，进一步发挥农商银行服务区域经济的作用。“更有农商银行

受制于管理体制，在激烈竞争中，面临管理不规范、风险防控不到位、盈利堪忧等经营挑战。 ”

东北地区某农商银行人士结合当地情况向记者表示， 此前省联社由辖内农信社或农商银行

共同出资入股，所以从股权上看，辖内农信社或农商银行是其股东，但是在管理结构上，省联社可

以对股东的人事任命、业务开展等进行控制，股东权利受限，权利和义务存在不对等关系。 理顺股

权关系后，实现了谁出资谁有权做决策。

金融监管总局农村中小银行监管司此前发文表示，加快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 支持配合省级

党委政府“一省一策” 推进农信社改革，将省联社改制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规范的金融企

业，明晰功能定位、规范履职行为，增强两级法人之间的经济联系，着力打造统分结合、多级经营、

功能互补、治理有效的农信社体系。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及自身发展受限等，部分农村中小银行风险较高。 农信社改革有助

于防范化解问题机构风险。“部分地区的风险化解压力较大，存量不良资产清收是化险关键，且很

多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目前，有的省份是通过省级政府平台入股省级银行进行风险承接或化解，

其中包括申请化险的专项债、资产置换等方式。化解风险始终处于优先位置。”西南地区某省联社

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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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变更模式

在7月23日明确改革转向后， 河南农商银行组建方案

愈发清晰。 日前，河南农商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发布公告，将

以新设合并方式组建河南农商银行， 涉及25家法人机构，

包括去年11月揭牌开业的河南农商联合银行。

河南农商联合银行是在河南省联社基础上， 由省属国

有企业出资发起设立，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省级地方性银

行业金融机构。 截至2023年9月末，河南省农信社共有市县

行社135家，营业网点4510个。河南农商银行系统截至2024

年3月末的资产总额为2.6万亿元。

2022年， 河南省联社改革方案获原银保监会批复，拟

组建河南农商联合银行。 2023年8月，河南农商联合银行获

批筹建；11月，河南农商联合银行举行揭牌仪式，获得河南

金融监管局颁发的《金融许可证》。河南农商联合银行正式

挂牌开业， 意味着河南省辖内部分县市行社法人地位不再

保留，而是转变为省级农商银行的分支机构。

河南省人民政府2023年1月披露的《河南省2022年财

政工作综述》明确，筹资60亿元推动组建河南农商联合银

行。 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河南农商联合银行的发

起人分别是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河南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出资15亿元、

20亿元、25亿元。

2024年7月23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

印发扎实推进2024年下半年经济稳进向好若干措施的通

知》提出，推进河南农商银行组建，统筹推动中小银行机构

清收不良资产、清理问题股东、多源补充资本。

河南农商联合银行主要通过省政府注资、 引入合格社

会资本等方式开展“省参市、市参县” ，由原来“自下而上

入股” 的省联社体制改为“自上而下逐级参股控股” ，县域

法人地位保持不变。 “加大对下辖机构的控制权必然需要

较高资本金，预计这方面会存在一定难度。在河南农商联合

银行基础上成立河南农商银行，组建统一法人，阻力更小，

改革也会更加彻底。 ”华北地区某银行人士表示。

“一方面，前几年监管对省级统一法人模式要求严格，

除非特殊情况，这个口子一般不开；另一方面，农商银行模

式对风险化解的支持力度更大，有的地区会选择‘两步走’

战略，分阶段、逐步推进改革，化解风险。 ” 西部地区某省联

社人士向记者表示。

获批筹建近一年依旧难推进？ 近日，河

南农信社改革方案从农商联合银行调整为

统一法人的省农商银行模式。这个先后采取

两种模式推进农信社改革化险的罕见案例，

充分凸显出当前农信社改革的复杂性与挑

战性。

为何农信社改革之路“坡长坎多” ？“不

排除部分省份因前期顶层设计不到位、研究

筹划不周全等问题，导致改革过程中出现反

复与折腾的现象。 此外，也有一些地方出于

对资金实力、股权调整推进难度、风险化解

难度等因素的综合考量而调整方案。 ” 业内

人士表示。

为理清管理体制、推进风险化解，各地

因地制宜探索改革模式。 据记者统计，近年

来，7个省份农信社改革方案已落地或者有

了新进展，且改革路径不一。 多位受访人士

表示， 部分省份面临较大风险化解压力，可

能需要多步、分阶段推进农信社改革。

河南推进一年后变招 农信社改革缘何“坡长坎多”

●本报记者 吴杨

大额存单紧俏 “黄牛代抢” 潜藏多种风险

●本报记者 张佳琳

存款利率全面下调引发连锁反应， 多家银

行大额存单出现断货情况。近日，中国证券报记

者调研发现，多家银行的各期限大额存单售罄。

大额存单供不应求催生黄牛代抢生意。 有黄牛

称， 可利用科技手段等有偿帮助储户抢购新发

售或转让区的大额存单。

对此，专家提醒，在存款利率持续下行背景

下，投资者应尽快调整好心态。黄牛代抢存在个

人信息泄露和资金安全风险。 投资者需对此谨

慎看待，以防财产损失。 若追求稳健收益，可做

好大类资产配置， 在存款之外适当配置低风险

的银行理财产品、货币基金以及国债等。

大额存单供不应求

近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询多家银行手机

APP发现，不少银行的大额存单售罄。断货产品

从此前的3年期、5年期等中长期大额存单，扩展

至3个月、6个月等短期大额存单。

工商银行APP显示，该行第六期1个月、3个

月、6个月、1年期、3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均售罄。

该行客服向记者表示，“大额存单额度为系统

发放，若APP显示无额度，网点柜台大概率也买

不到，可再看看其他产品。 ”

交通银行手机APP显示， 当前无可购买的

大额存单。民生银行手机APP显示，该行1个月、

6个月、1年期大额存单均售罄。 建设银行、中信

银行等手机APP显示，当前在售大额存单仅有1

个月、3个月期限产品。

建设银行北京地区某支行客户经理告诉记

者，“存款利率刚调降，来抢大额存单的客户非

常多。目前，我行柜台网点只有3个月和3年期大

额存单有少量额度。但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和定

存利率相同，都是2.15%。3个月大额存单利率是

1.4%，定存利率是1.3%。 ”

催生黄牛代抢生意

大额存单供不应求， 让黄牛盯上了这门生

意。 记者调研发现，有黄牛在闲鱼APP等平台招

揽客户， 有偿帮助投资者抢购新发售与转让区

大额存单。

“出售众邦银行3.65%大额存单抢购方法。

按我说的方法来，都能抢到。 ”闲鱼APP上卖家

小吴向记者表示， 他可提醒记者该银行发放大

额存单新额度的时间。 若记者自己无法抢到大

额存单，可找他代抢，但需要记者的银行账号及

密码。

当记者表示是否有其他银行选择时， 小吴

向记者推荐了另一个人王然（化名），并称“他

有科技手段，你想买的银行大额存单，他那或许

有办法。 ”王然向记者表示，付费800元，可让记

者抢到渤海银行转让区大额存单。

“我这边点了转让，你那边接盘就好，扣掉

费用还能有3.5%以上的年利率。 我有方法能让

大额存单不被人抢走，你慢悠悠地点就行。 ”王

然说。

对于购买者而言，能有多大的利润空间？王

然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2022年3月起息的渤海

银行5年期大额存单， 本金20万元， 年利率

4.05%。 当前，王然以约2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记

者，2027年3月该笔大额存单到期时， 记者可获

得利息21400余元。 减去中介费800元，这笔转

让的大额存单年化利率为3.56%。

大额存单备受投资者青睐的原因，一方面，

相比定期存款有较高利率；另一方面，拥有转让

功能。 投资者购买大额存单后，若要提前支取，

可通过转让给其他投资者的方式， 减少提前支

取利息损失，实现资金灵活变现。购买方则可获

得更多产品选择的机会， 有可能捡漏到期限更

短、收益更高的产品。

某银行工作人员表示， 部分自称确保抢到

新发售大额存单的黄牛利用按键精灵（模拟鼠

标键盘动作的软件， 可代替双手自动执行一系

列鼠标键盘动作）来操作。 对于其他投资者来

说，此举并不公平，银行已采取技术手段对其排

查、拦截。

业内人士提醒， 黄牛代抢存在个人信息泄

露和资金安全风险。客户支付手续费后，黄牛可

能不及时交付存单或存在欺诈行为， 导致资金

损失。 投资者需对此谨慎看待，以防财产损失。

专家建议做好大类资产配置

各家银行最新的大额存单利率正随着挂牌

利率的调整而下调。

例如，7月31日， 民生银行手机APP显示该

行20万元起存的1个月、6个月、1年期大额存单

利率分别为1.7%、1.75%、1.85%。 而在5月5日，

该行手机APP显示上述期限大额存单利率分别

为1.7%、1.9%、2%。

此外，记者注意到，各家银行1年期及以

下的大额存单利率会稍高于同期限定存利

率， 而两年期及以上大额存单的利率优势已

不同往日。

以工商银行为例， 该行20万元起存的3个

月、6个月、1年期、2年期、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分

别为1.4%、1.6%、1.7%、1.7%、2.15%。 该行50元

起存的3个月、6个月、1年期、2年期、3年期整存

整取定存利率则分别为 1.3% 、1.5% 、1.6% 、

1.7%、2.15%。

此外， 部分银行两年期及以上的大额存单

利率甚至低于同期限定存利率。 厦门国际银行

北京地区客户经理小赵向记者表示，该行2年期

大额存单利率2.6%，定存利率2.7%。 “2年期定

期存款正在做活动，所以目前‘抬高’ 了利率到

2.7%。 ”

事实上，对于银行而言，中长期大额存单属

于高成本存款产品。 此前，不少银行下架了3年

期及以上的中长期大额存单。 多位专家向记者

表示，此举旨在更好地管理负债成本与净息差。

国信证券发布的研报认为， 为缓解银行净

息差下行压力，2022年以来存款挂牌利率多次

下调，但由于存款定期化趋势加剧等因素，银行

整体存款成本不断上行。 2024年存款利率或出

现多轮下调。此外，银行会减少对存款的利息补

贴等手段，进一步压降存款隐性成本。

日前，18家国有行和股份行已完成新一轮

存款挂牌利率下调。兴业证券预计，后续中小银

行将陆续跟进下调。 此次银行主动下调存款利

率，同时中长期存款利率降幅加大，有利于银行

减少利息支出，缓解存款长期化压力，稳定银行

负债成本。

业内人士表示，面对存款利率下行趋势，投

资者应调整好心态，做好大类资产配置。若追求

稳健收益， 可在存款之外适当配置低风险的银

行理财产品、货币基金以及国债等，而非委托黄

牛代抢大额存单。

因地制宜选模式

今年初，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远

企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对于农

村信用社体系， 以转换农村信用社省联

社功能定位、 规范履职行为为重点，“一

省一策”启动实施农村信用社改革。

2023年以来，在因地制宜、“一省一

策” 推动农信社改革的原则下，各地选

择改革模式不一。 目前，农信社改革主

要集中在以下四种模式：成立统一法人

的省级农商银行、 改制为金融控股公

司、组建省农商联合银行、改制为金融

服务公司。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

表示，各地推进农信社改革可能不是一

蹴而就的，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改革

化险。 “具体选择哪种模式与地方财

力、银行经营状况、地域文化等密切相

关。 ” 他说，以浙江为例，其省联社原体

制机制已较为顺畅，辖内农商银行经营

状况良好，风险化解难度较小，所以浙

江采用的农商联合银行模式就是一个

“挂牌” 模式，直接给了农商联合银行

牌照，管理体制、股权结构基本没有大

变动。

另外，即使是同一种改革模式，具体

实施路径也有差异。 例如，目前农商联合

银行组建模式主要分为 “自下而上入

股” 和“自上而下参股控股” 。

记者了解到， 与浙江农商联合银行

采取“下参上” 模式不同的是，山西等地

的农商联合银行采取了“上参下” 模式。

山西农商联合银行以财政出资为主、市

场募集补充为辅的方式发起设立， 是全

国首批采取“上参下” 模式改制的农商

联合银行， 即由省联社向市县农信机构

逐级参股。

董希淼表示， 改革模式和方案并无

优劣之分， 各地需因地制宜选择适合的

改革模式。 在改革过程中，不同地方改革

的重点和次序应有所不同。 部分地区应

将化解农信社风险放在首位， 而不是急

于进行省联社体制改革。

改革多点开花

近年来，已有至少7个地区农信系统

改革“开花结果” 。 河南农商联合银行、

山西农商联合银行、 辽宁农商银行2023

年陆续开业，四川农商联合银行、广西农

商联合银行今年初完成挂牌， 海南农商

银行今年5月揭牌开业；同时，贵州、甘肃

等地农信社改革有了新进展。

不难发现，辽宁、海南，再加上此次

调整改革模式的河南， 均采用了统一法

人的省级农商银行模式。 相比前期选择

农商银行改革模式的辽宁和海南， 河南

农信社的市县行社达130余家， 体量较

大。 浙江、山西、四川、广西则采用省农商

联合银行模式。 此外，湖北、贵州、江西等

地均在官方文件中透露， 拟组建农商联

合银行。

目前，省级农商联合银行、统一法人

的农商银行模式成为各地农信社改革较

常采用的模式。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

职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前者改革成本较

低，操作性较强，在保持两级法人地位不

变的同时，申请业务资质和牌照，增强服

务内容和能力。 “当然，也有部分地区农

信社改革因缺乏顶层设计等原因， 分阶

段推进改革。 ”

东北地区某农商银行人士介绍，一

般而言，省农商联合银行意味着“两级法

人” 并存，即省级农商银行是独立法人，

下辖地级市的农商行、 农信社也是独立

法人；而省级农商银行模式下，省级农商

银行是一级法人，地市级的农商银行、农

信社被其吸收合并， 从独立法人变为省

级农商银行分支机构。

尽管多地农信社改革加速， 但在改

革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 以农

商联合银行为例，具体管辖范围、联合银

行成员的加入退出及出资比例等问题有

待深入探讨。 东北地区某农商银行人士

提及，“若国资入股， 需要对原有股东进

行置换。 按照市场化原则， 相应置换即

可，一般没有太大阻力。 除非其中包含一

些经营不善的中小银行老股东不愿置

换，这时可能需要与老股东谈判，既要考

虑市场化，又要考虑历史贡献。” 另外，他

表示， 涉及的银行股改方面的工作量会

很大， 包括政府发债注资省农商联合银

行、层层往下注资农商银行、资本补充、

风险化解工作等多个层面。

业内人士提醒，黄牛代抢

存在个人信息泄露和资金安

全风险。 客户支付手续费后，

黄牛可能不及时交付存单或

存在欺诈行为， 导致资金损

失。 投资者需对此谨慎看待，

以防财产损失。

理顺体制 化解风险

农村中小银行是联系广大农民的主要金融

纽带和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金融力量。 截至

2023年末， 农村中小银行总资产55万亿元，占

银行业总资产14%。省联社体制下，普遍存在管

理体制与农商银行之间自下而上的股权关系与

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扭曲。

一方面，在曾刚看来，以省联社改革为重点

的农信社改革应理顺管理体制。 摆脱管理体制

限制后，才能为银行经营发展奠定基础，进一步

发挥农商银行服务区域经济的作用。 “更有农

商银行受制于管理体制，在激烈竞争中，面临管

理不规范、风险防控不到位、盈利堪忧等经营挑

战。 ”

东北地区某农商银行人士结合当地情况

向记者表示，此前省联社由辖内农信社或农商

银行共同出资入股，所以从股权上看，辖内农

信社或农商银行是其股东， 但是在管理结构

上，省联社可以对股东的人事任命、业务开展

等进行控制，股东权利受限，权利和义务存在

不对等关系。 理顺股权关系后，实现了谁出资

谁有权做决策。

金融监管总局农村中小银行监管司此前

发文表示，加快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 支持配

合省级党委政府 “一省一策” 推进农信社改

革，将省联社改制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

规范的金融企业，明晰功能定位、规范履职行

为，增强两级法人之间的经济联系，着力打造

统分结合、多级经营、功能互补、治理有效的农

信社体系。

另一方面， 由于历史原因及自身发展受限

等，部分农村中小银行风险较高。农信社改革有

助于防范化解问题机构风险。 “部分地区的风

险化解压力较大， 存量不良资产清收是化险关

键，且很多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目前，有的省份

是通过省级政府平台入股省级银行进行风险承

接或化解，其中包括申请化险的专项债、资产置

换等方式。化解风险始终处于优先位置。”西南

地区某省联社人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