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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农商行跨区域经营

费 专家视角

农商行跨区域经营 ， 路有多远 ？

在未来的发展中 ， 农商行需要结合外部环境 、 市场定位 、 经营管理等多种因 素 ， 探索跨区域经营可

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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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以来
，
以城商行 、 农商行为代表的 也对农商行传统业务造成冲击 ， 市场竞争不断加

中小银行受着较为严格的跨区域经营剧 。 放松对农商行经营地域的限制 ， 有利于农商

限制
，
尤其是农商行 ，

经营区域大都被局限在县 行适度扩张规模 ， 提升盈利能力 ， 更好地应对同

域范围 内 。 从监管的角度来看 ，
这种限制有

一定业竞争 。

的道理 。

一方面
，
坚持农商行的本土化经营 ， 可有助于降低农商行的贷款组合风险 。 农商行

以强化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 ，
尤其是加大对 是区域性金融机构 ， 业务主要集中在县域 ， 而县

“

三农
”

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
另
一方面 ， 农域的经济结构往往比较单

一

。 经营区域限制容易

商行 自身管理能力相对薄弱 ， 坚持本土化经营也 导致农商行资金集中在特定区域和特定行业 ，
风

能降低相关风险 。 但从银行 自 身的角度来看 ，
在 险难以有效分散 。 跨区域经营可以使农商行在

一

市场竞争 日 益加剧的情况下 ，
通过快速发展来提 定程度上实现贷款组合的优化 ， 降低因经营地域

升收益和抗风险能力的愿望越来越迫切
，
跨区域局限而造成的集中度风险 。

经营是中小银行扩大经营规模 、
创造新的利润增有助于普惠金融发展 。 通过优质农商行跨区

长点的重要途径 。域经营 ， 既可以让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本流向欠发

考虑到客观环境的变化 ， ２０ １ ６年 ２月 ， 银监达地区 ， 同时也能够实现先进经营管理经验的复

会印发 《关于做好 ２０ １ ６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 制和推广 ， 这对提高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

知 》 ，
明确提出支持优质农村商业银行跨区设立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

分支机构 ， 这为部分资金规模较大 、 管理水平较

高的优质农商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农商行跨区域经营面临的挑战

跨区域经营的政策
“

松绑
”

给优质农商行带

跨区域经营为农商行带来新机遇来了诸多的好处 ，
但同时也带来了

一些挑战 。

总体上看 ， 有序放松对优质农商行跨区域经跨区域经营定位方面的挑战 。 出于追求利润

营的限制 ， 对促进农商行的发展 ， 提升农商行的最大化的 目标
，
农商行在跨区域经营地点和对象

核心竞争力 ， 营造不同类型银行业机构公平竞争的选择上 ， 容易有向发达地区和高端客户倾斜的

的市场环境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冲动 ， 这反倒可能加剧地区金融发展的不平衡 ，

有助于提高农商行的市场竞争能力 。 随着市无助于普惠金融 目标的实现 。 而且 ，
这种定位也

场环境的变化 ， 部分地区金融供给趋于饱和 ， 区不能突出农商行的比较优势 ， 反而会削弱其核心

域性的农商行面临挑战 。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不断 竞争力 。

增加
，

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逐管理能力方面的挑战 。 农商行风险控制 系

渐渗透到农村金融市场 ，
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 统不健全 ， 风险防范能力相对较差 ，

跨区域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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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马鞍山 ． 四川成都三家农商行跨 区域经营战略图 图表制作＞田 晓丹

将使农商行面临更大的信用风险 、 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 农商行跨区域经 励机制 ， 提高异地机构经营管理的稳

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挑战 。 如果农商行营尚处 ｒ
？

起步阶段 。 仵未来发展中 ，定性和竞争 乃 ；

一方面 ， 应提Ａ
＇

管

自 身的风险宵控能力与规模扩张不匹农 商行需要结合外部环境 、 市场定 理效率 。 开设异地机构要考量管理半

配
， 就容易产生较大的风险隐患 。位 、 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 ， 探索跨区 径 ， 综合考虑人力 、 物力 、 财 力与时

资本朴充方面的挑战 。 规模扩张域经营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间等管理成本 ， 避免因管理半径过长

必须以资本扩张为基础 ，
作为中小型理性制定跨区域经营策略 农商 而导致成本过高 。

银行 ， 多数农商行的资本实力有限 ．行应在发挥 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确对带有普惠金融和风险化解性质

资木补充的梨道也相对狭窄 ，
其中 ，定跨区域经营策略 ．

ｉｔ力而行 ， 避免 的跨区域经营 ， 应配套相应的支持措

通过定向募染或发行次级债等方式补ｆｉ
＇

目扩张 。 从 Ｈ 前来看 ， 跨区域经营 施 除 了考虑市场环境的变化 ， 监管

充资本的操作难度较大 ， 而且成本也史适合于规模较大 、
经营管理水平较 部门 出 台农商行跨区域经营的引导政

相对较高。高的优质农商行 。策还有其他的一些考量 。

一是试图通

市场竞争方面的挑战 。 相比于大准确定位市场 。 农商行在跨区域 过引 导优质农商行向欠发达地区挺进

型银行 ，
农商行品牌影响 力不足 、 公经营 中 ， 仍应坚持中小银行的定位 ，来推动普患金融发展 ；

二是鼓励优质

众认知度较低 ， 产品和服务也以传统服务
“

三农
”

与小微企业 ， 注重特色 农商行并购异地高风险机构 ， 以化解

银行业务为主 ， 创新不足
，
缺乏明显化

、
差异化经营

，
不断创 新与

“

三 区域金融风险 。 这两种 引导都具有一

的特色和突出 的优势 。 在进入异地市农
”

、
小微企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产 定的政策性 ， 具有较强的外部性 。 要

场后
，
在同业竞争中往往难以占据有品 ， 避免 与其他银行机构 同质化竞 想很好地实现这些 目标 ． 需要政府部

利地位 。争 。门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 ， 如按照服务

加强对异地机构的管理 。

一

方 交易量进行财政补贴 ， 实施税收减免

对农商行跨区域经营的建议面 ， 要强化风险管理 选派优秀的管 以及降低准备金率等政策 ， 以及在机

从总体上看 ． 相比于其他银行机理人才
，
重点加强对异地机构业务经 构准入

、
业务准入等方面对跨区域机

构 ， 由 于受到金融环境与 自 身实力等营的管理和风险防控 ， 并适度优化激 构进行适度倾斜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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