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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商业特许经营!

村镇银行主发起行制之替代路径选择#

!

柴瑞娟

摘
!

要!银监会对村镇银行本地化(民营化的社区银行发展定位虽初步确定%但对主发起

银行制度依然固守)主发起银行制度有其积极功用%但亦衍生了众多弊端%经济落后地区

因众多银行不愿充当主发起银行而致村镇银行无法设立%经济发达地区的村镇银行又多

被主发起行绝对控股而沦为主发起行的分支机构)澳大利亚
S?)N+

E

M

社区银行所采用的

银行商业特许经营模式%有主发起行制度之利%且无其弊%可完成主发起银行的制度替代%

为我国村镇银行彻底民营化和专业化的兼得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村镇银行,

D?)N+

E

M

社区银行,商业特许经营,主发起行制

随着社会的前行%金融能否普惠已成为当代社会文明与公平程度的一项重要标尺%社

会各阶层尤其是底层的金融服务获取权及其背后的普惠金融理念已成为各国政府努力的

目标和方向)中国亦不例外%

/"!:

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

展规划&

/"!&=/"/"

年'的通知$%以期通过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各类市场主体均有机会

获取所需的金融服务%进而增进社会公平与和谐)事实上%我国近年来一直在践行普惠金

融的实现)

/""&

年底%为解决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长期匮乏的难题%银监会开始在农

村地区准许设立一种新的银行种类000村镇银行)村镇银行一经开闸设立%发展速度异

常迅猛%在监管层的支持和各路资本的积极参与下%短短十年%村镇银行在我国从无到有%

截至
/"!$

年底已组建村镇银行
!/77

家
&李延霞(陈雯瑾%

/"!:

!

9

'

%而银监会的目标是每个县

都有自己的村镇银行
&铁钢%

/"";

!

$

'

%由此可见我国村镇银行的发展还会进一步壮大)

一(步步谨慎!村镇银行民营化改革的推进之路

国家资本垄断银行业一直是常态%多年来未曾有过根本性的改变)国家通过中央汇

金绝对控股四大国有行自不必言%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除民生银行和浙商银行是纯

粹的民营银行外%其他银行的股东结构中各种国有资本身影频现%城市商业银行也基本为

地方政府所控股的金融控股集团所主导)在
/"!:

年我国准许设立民营银行之前%我国纯

粹的民营银行只有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等极少数几家)在国有资本垄断银行的格局之下%

民间资本要求进入银行业的呼声多年来一直未曾停止)

/""&

年底村镇银行的推出%正是

监管层在我国银行业资本结构固化背景之下%在民间资本入股银行业道路上所进行的一

次投石问路式的改革%其首次明确民间资本可以参股设立银行业%投资对象就是村镇银

#/""9

年
D?)N+

E

MSC)*

与
AN?OC+N?DC)*

合并为
D?)N+

E

MC)NAN?OC+N?DC)*

%但特许经营的社区银行模式为
D?)

F

N+

E

MSC)*

首创%故表述方便仍表述为
D?)N+

E

M

社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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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村镇银行作为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

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

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发展至今已经十年%银监会关于其的立法和政策也在不断摸索中调整

前行)

&一'初期!限制民间资本入股比例的主发起行制度

根据
/""9

年银监会颁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各路资本包括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

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均可成为村镇银行的股东)但对各类资本的投资比例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其明确要求村镇银行必须实施*主发起银行制度+%也即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

融机构%且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
/"8

%单个自然人股东(非

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
!"8

)

/"!:

年新出台的#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再次重申强调了该制度)

在国有资本长期对银行业一统天下的格局之下%村镇银行能对民间资本予以接纳%是资本民主和资

本公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民间资本参股绕不开主发起行的限制%主发起银行及禁止民间资本控股村

镇银行的制度设置%也让很多民间资本倍感歧视%认为该条款规定的背后依然是国家对民间资本入股银

行业的不信任与警惕
&陈刚(吴方兰%

/""%

!

!!

'

000我国既有银行中绝大部分具有国有背景%要求这些银行

作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和大股东%其意不言自明)多年来村镇银行设立与运作的事实也再次印证了

该点%作为对民间资本开放尺度最大的村镇银行$

%其大股东也多为借投资村镇银行之机突破自身不能

跨区域经营的地方城商行或国有四大行)民间资本无法控股%只能给主发起银行充当配角%这极大地打

击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意愿)由于村镇银行成了大股东的*一言堂+%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参股村镇银行

的民营企业转让村镇银行股权的浪潮
&杨佼%

/"!/

!

!"

'

)

&二'中期!微降主发起行持股比例

主发起行制度自推出日起就遭到了很多质疑%且村镇银行设立现实中%很多主发起行持股比例均超

过
:"8

%绝对控股现象严重
&柴瑞娟%

/"!/

!

&9

'

%以致村镇银行沦为了主发起行的*分支机构+%伤及了村镇

银行的独立地位和业务经营)故随后银监会
/"!/

年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

施意见$%对民间资本进一步放行%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
/"8

降低到
!:8

%

/"!:

年

#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再次强调了
!:8

的下限比例%由此民间资本入

股村镇银行的比例进一步放宽)

&三'当下!不彻底民营化(本地化的社区银行

在历经漫长的呼吁与等待后%近两年来在民营银行问题上%我国的改革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

/"!7

年
9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要尝试由民间资本

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

/"!$

年
7

月%经银监会反复论证和筛选%并报国务院同意%

确定了
:

个民营银行试点%现已全部开业
&金%

/"!:

!

!"

'

%第二批民营银行试点正在酝酿当中,

/"!:

年银

监会出台#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民营银行自建国后在我国的设立全面开闸)

受大环境影响%在村镇银行的制度调整上%监管层态度也明显改变)

/"!$

年
!/

月%银监会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促进村镇银行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确立村镇银行本地化(民营化的原则导向%要求

按照股权本地化(多元化和民营化的原则发展村镇银行)由此%监管层在村镇银行的发展上%前景逐渐

明晰!即以股权本地化(民营化的社区银行为发展模式%但依然要求主发起行制度存在)

-

//!

-

#

$

村镇银行的设立门槛很低!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7""

万元人民币,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不

得低于
!""

万元人民币)村镇银行在业务经营上%有着严格的地域限制%不得跨县吸收存款%不得跨县发放贷款)参见#村镇银行

管理暂行规定$第
:

(

%

条)

/"!$

年经银监会并报国务院同意%确定了
:

个民营银行试点%现已全部开业%但在民营银行推出之前%村镇银行是对民间资本接

纳度最大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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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除主发起行制和彻底民营化!村镇银行的应然选择

监管层在村镇银行民营化问题上%态度一直谨小慎微%每一次政策调整向前迈一小步%但始终不曾

彻底放开民营化的进程%即使是在民营银行已经全面开闸设立的当下)笔者认为%村镇银行的制度改革

应该废除主发起银行制度%以彻底化的民营化(本地化的社区银行为模式构建自己的发展框架)

&一'主发起行制致使经济落后区域村镇银行无法设立

目前我国已设立近
!7""

家村镇银行%单从数量上看可谓繁荣昌盛%但仔细分析这些村镇银行所在

的区域%不难发现其设立在全国并不均衡000经济发达区域村镇银行扎堆%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依然

匮乏
&秦丽萍(邹新%

/"!/

!

9

,张昕%

/"!:

!

%

'

%这也是银监会屡次发文要求(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

行主要在中西部落后地区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原因)而且按照银监会全国每一个县都有一家村镇银行

的县域全覆盖规划%我国有
/"""

多家县%尚有很多县没有设立村镇银行%仍处于邮政储蓄银行和当地农

信社两家支撑甚至更为贫乏的境地)

众多经济落后地区村镇银行无法设立的原因就在于主发起行制度的阻碍)主发起银行制度强制性

要求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和最大股东必须是银行且其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8

%而银行又是最为*嫌贫

爱富+的%故现实中很多银行机构热衷于抢滩盈利丰厚的县%对中西部及其他落后农村区域有意漠视%此

况下最需要金融支持的区域反而出现了因找不到发起银行而致使村镇银行无法设立的困境%这种现实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因为主发起行难寻而致使村镇银行无法设立的情形%在现实中屡见不

鲜%甘肃民勤县苦寻发起银行而不得就是典型一例
&谢晓冬%

/""%

!

:

'

%而类似情形在甘肃(青海(贵州(宁夏

等也非常常见
&张昕%

/"!:

!

&

'

)

&二'主发起行的过度控制使村镇银行分支机构化

纵观村镇银行的设立现实%会发现已经设立的村镇银行中很大一部分主发起行的持股比例都超过

了
:"8

%其绝对控股现象突出%即便是很多相对控股的主发起行亦借由其强大的业务影响力%实现了事

实上的绝对控制%导致很多村镇银行沦为主发起行的一个分支机构或营业网点%甚至出现了风险转移现

象
&李伊琳%

/"!$

!

&

'

%严重侵害了村镇银行作为独立市场经营主体的利益%也偏离了村镇银行推出的制度

初衷)主发起行对村镇银行的过度控制如此严重%以至于银监会专门在#关于进一步促进村镇银行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主发起行应维护村镇银行的独立法人地位%尊重和维护村镇银行的经营自主权%

不得将其视同分支机构进行管理)但此种原则性要求也仅是聊胜于无而已)

&三'民营银行设立已全面开闸%主发起行制不应继续固守

随着
/"!:

年
:

家试点民营银行的开业%我国民营银行设立全面开闸%第二批试点民营银行正在运

筹
&鞠焕宗%

/"!:

!

/

'

)从此次推出的试点民营银行和银监会的相关规定来看%其全部由民间资本参与设

立%并无主发起行参与的要求#

%这意味着监管层在民间资本的信任度上又进了一步)在这种大背景

下%村镇银行这一旨在填补我国农村地区金融空白的金融机构%确已无必要继续固守主发起银行制度)

按照监管层的导向%村镇银行的改革方向直指民营化%这点与当下推出的民营银行方向并无二致%故在

制度设计上应一视同仁)将经营区域定位于银行众多且竞争激烈的城市区域的民营银行%尚且放低对

其股东资格门槛%不以主发起行为必要%则在金融机构匮乏的广大农村区域设立的村镇银行%实在不应

该增加其设立难度%再继续维持其必须有主发起行的高门槛)

综上%主发起银行制度虽有其正面效应%但实际运行中其产生的负面抑制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制度效

益
&柴瑞娟(马一%

/"!$

!

:&

'

)有鉴于此%应对主发起银行制度予以废除%将村镇银行民营化的改革彻底化%

构建彻底本土化(民营化的社区银行)

-

7/!

-

#:

家试点民营银行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上海华瑞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浙江网商银行分别由腾讯(上海均瑶&集团'

有限公司(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北集团和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等作为股东发起设立%全部由民间资本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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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替代!银行商业特许经营模式下
X49F>

E

)

社区银行的经验

主发起行制废除后%虽其衍生的众多弊端也会随之消失%如降低了村镇银行设立门槛%不再会有农

村地区因为找不到银行愿意做主发起行而致使当地的村镇银行无法设立,强化了村镇银行的自主经营

和利益维护%已经设立的一千多家村镇银行也不会再受其主发起行的过度控制而致使独立性和利益受

损,除此外%废除主发起行制%也可更好的实现村镇银行的民营化改革%进一步打破各路国有资本对我国

银行业的垄断%国退民进让利于民间资本)但唯有一点%废除主发起行后确实对于村镇银行的专业化运

营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000主发起银行制度虽不必要%但也确实有其些许益处%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主

发起行的存在有助于村镇银行的专业化运营%可直接借鉴主发起银行成熟的运营和管理模式%降低村镇

银行运营的风险%增强村镇银行的公信力和信誉度等)毕竟银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其运营有其专业性

和复杂性%没有任何银行运营经验的民间资本在经营村镇银行过程中%也确实存在很大风险)但问题在

于%村镇银行经营的专业化是不是一定要倚重主发起行%有无其他替代性制度可以解决此难题)我们需

要寻找的是一条既能够利用到银行机构成熟的运作模式(产品(管理经验等强化村镇银行运营的专业

化%又不会对村镇银行的设立构成阻碍或者侵害到村镇银行的独立经营的路径%简言之%也即一条能有

效化解村镇银行的民营化和专业化之间的冲突%实现两者和谐共生的途径)澳大利亚
D?)N+

E

M

社区银

行的商业特许经营模式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价值)

&一'银行商业特许经营!

X49F>

E

)

社区银行特殊的模式建构

澳大利亚
D?)N+

E

M

社区银行的产生背景是澳大利亚众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从农村地区的撤离)从

!;;7

年开始%农村地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减少了将近
7"8

%众多的农村社区失去了金融服务支持)

澳大利亚
D?)N+

E

M

社区银行特许经营模式的创制%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

D?)N+

E

MSC)*

%

/"!:

!

/

'

)为

填补其他银行撤离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也为了从中寻求商机%澳大利亚
D?)N+

E

M

银行开始研究如何

在农村社会金融服务体系中成功补位)鉴于其他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开设分支机构最后又撤离的前车

之鉴%为避免由此带来的投资浪费与亏损%澳大利亚
D?)N+

E

M

银行另辟蹊径%首次创制了银行商业特许

经营模式)

这种模式同传统的商业银行直接出资在社区开设分支机构的方式不同%其并不直接进行资本投入%

而是充分开发并利用当地社区的资本潜力%由当地居民和企业将资本聚少成多%作为设立银行的资本投

入%全部股东也由当地居民和企业组成%

D?)N+

E

M

银行仅仅是作为商业特许经营权人%授权该社区银行

使用
D?)N+

E

M

银行的名称(商标(产品(服务以及运营体系%并提供员工培训(技术指导%负责新市场营销

和广告宣传等%社区银行向
D?)N+

E

M

银行缴纳特许权使用费)换言之%在这种银行商业特许经营模式

中%

D?)N+

E

M

银行与社区银行间并不是股东与被投资公司的关系%而是没有任何股权联系的平等主体之

间的特许经营关系%

D?)N+

E

M

银行为为特许方%社区银行为被特许方)

这种模式成功的将当地社区的民间资本激活%实现了当地资本与
D?)N+

E

M

银行专业化运营模式和

经验的互补结合%对于合作双方都是互赢互利的000对于当地社区银行来说%设立之初就可以依靠

D?)N+

E

M

银行成熟的运作模式%从而直接增强运作的专业化%降低运营失败的风险度%顺利实现以当地

社区资金满足当地社区资金需求的低成本高效运作,对于
D?)N+

E

M

银行来说%不但不用担心直接投资受

损的风险%相反特许权使用费的收入还是稳定可靠的
&

D?)N+

E

MDC)*

%

/"!:

!

/

'

)除此外%对于参与社区而

言%这种方式也是极其有利的)参与社区(社区居民和企业与
D?)N+

E

M

银行通过此种合作%成功实现了

多赢
&

_?)N

R

B>-SS.

%

/"!!

!

!9

'

!首先%为参与社区提供并保障其获取银行服务,其次%帮助参与社区更好的

运营产生于本地的资本%并帮助社区分享本地社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再次%使得参与社区的入股

居民和企业能够分享社区银行的收益%也即参股股东可分取红利)除此外%还为本地社区提供了大量的

就业机会
&

B>-SS.

%

_H3M(*O+)

%

/""9

!

!$

'

)这也是
D?)N+

E

M

银行一直将社区银行定位于*专为社区利益而

设的银行+&

SC)*+)

E

>IC>S?)?K+>.

R

M-LOM(CO(MPP-)+>

R

'的原因)

筹建
D?)N+

E

M

社区银行通常需要以下步骤和程序!&

!

'建立当地社区指导委员会进行初步筹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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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瑞娟!银行商业特许经营!村镇银行主发起行制之替代路径选择

在社区进行广泛公众宣传以获取社区居民和企业广泛支持,&

7

'聘请知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社区调查%

主要调查有关经济(人口和当地其他情形的信息%这些调查用来评估该社区对社区银行的参与水平以及

支持度,&

$

'

D?)N+

E

M

银行提供给指导委员会十五家
D?)N+

E

M

社区银行过去三年的业绩以及未来几年的

发展趋势作为参照对象%为该社区银行的设立与论证提供参考,&

:

'基于前期调研的结果%由
D?)N+

E

M

银

行决定是否在该社区通过特许经营方式设立
D?)N+

E

M

社区银行,&

&

'如果获得
D?)N+

E

M

银行的核准%则

进入具体筹备阶段%发布招股说明书募集社区银行设立资金并招募员工,&

9

'社区银行开业
&

D?)N+

E

M

DC)*

%

/"!:

!

&

'

)

第一家
D?)N+

E

M

社区银行始于
!;;%

年%

D?)N+

E

M

银行同
]+(>ML+C)

和
Q-

J

C)

R

-

J

C)NG+)

R

+

J

社区合

作%建立了两个社区银行%成功运营并很快盈利
&

D?)N+

E

MSC)*

%

/"!:

!

!

'

)

D?)N+

E

M

社区银行模式开始后%受

到了众多农村社区的热烈欢迎%其后
D?)N+

E

M

社区银行的数量每年都在增长
&

D?)N+

E

MSC)*

%

/"!:

!

!

'

)截至

/"!:

年
&

月底共设立了
7!"

家%运营资产达
/%#9;

万亿美元%本地股东超过
9$7;7

人%雇员超过
!:""

人%开户数量超过了
&;;"""

%向社区项目和团体捐款超过
!#7

亿美元%当下仍有
/"

家
D?)N+

E

M

社区银行

正在筹备
&

D?)N+

E

MC)NAN?OC+N?DC)*

%

/"!:

!

7

'

)

D?)N+

E

M

银行倡导的社区银行模式在澳大利亚获得了巨大

的成功%目前
D?)N+

E

M

社区银行已经遍布澳大利亚%不仅包括农村地区%也包括城市区域
&

D?)N+

E

MDC)*

%

/"!:

!

$

'

)现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社区%接受了
D?)N+

E

M

社区银行这种*银行与社区责任共担(利益共

享+的理念
&

2+WIMP.M)H GCO(MOPASSM>>

%

/"""

!

/7

'

)

&二'经验移植基础!

X49F>

E

)

社区银行与我国村镇银行状况相似

D?)N+

E

M

社区银行的银行商业特许经营模式为我国包括村镇银行在内的社区银行的发展和模式创

新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视角)我国村镇银行的困境已如前文所述%为求困境突围%可否将
D?)N+

E

M

社区银

行模式引入我国呢4 这取决于
D?)N+

E

M

社区银行与我国村镇银行在众多维度方面是否具有高度的相似

性和契合度%否则贸然的移植必将导致失败%中外制度移植由于水土不服制度排异而致失败的例子不胜

枚举)

D?)N+

E

M

社区银行与我国村镇银行状况是高度契合的!首先%两者产生的背景相似%都是为了解决

当地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大量撤离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真空问题,其次两者要解决的问题相似%都是以服务

当地金融需求为唯一目的%设立初衷都是为了满足当地区域金融服务的需要%助力当地经济的发展,再

次%两者发展定位相似%

D?)N+

E

M

社区银行从设立开始就定位于股东全部是当地居民和企业的社区银

行%我国村镇银行的发展方向虽几经摸索%但也最终定位于股东本地化(民营化的社区银行)两者在众

多方面都高度契合)

唯一不同的是两者的发展模式000

D?)N+

E

M

社区银行是
D?)N+

E

M

银行自身创制出的模式%而我国

的村镇银行则是政府主导的制度设计%

D?)N+

E

M

社区银行用银行特许经营制度解决了当地资本组建(经

营银行专业化欠缺的问题%而我国则寄望用主发起行制度解决此问题%只是事与愿违%主发起行的强制

性参股衍生了众多问题%而与此相反%

D?)N+

E

M

社区银行的银行特许经营模式则已经走过了将近
/"

年

的时间%经过
/"

年的实践检验%银行特许经营模式用遍布全澳大利亚(众多的
D?)N+

E

M

社区银行及其丰

厚的盈利和良好的社区效果一次又一次的论证了它的成功)

D?)N+

E

M

社区银行与我国的村镇银行%相

似的产生背景(相似的设立目的(相似的发展定位%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下%呈现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这

种反差让我们深思)而这种反差恰恰从反面论证了我国村镇银行移植
D?)N+

E

M

社区银行特许经营模式

的可能性%而两者在各方面高度的契合性和相似性%则奠定了特许经营模式移植的坚实基础)

就制度移植的制度生态环境和金融文化而言%我国与澳大利亚有不小的差异)同世界上其他主要

经济体一样%澳大利亚的银行业也素以民间资本为主导%且银行一直以公司这种现代企业形态运营%再

加上其存款保险制度也成熟运行多年%故责任自负风险自担的理念和基本原则%无论是对于银行%还是

对于民众%都已深入骨髓%在此大环境下%商业特许经营模式的
D?)N+

E

M

社区银行的推广也就不会遭遇

发展障碍)反观我国%长期以来银行业一直为国有资本所垄断%直到
/""7

年前后我国才开始对四大国

有银行进行商业化股份制改革%采用现代公司制度对其进行改制%再加上我国存款保险制度长期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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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国家信用在为银行业做隐性担保%以致银行和民众双方面都养成了*太大不能倒+的观念惯性%自

身的风险防范意识薄弱%这种制度生态同澳大利亚是有着明显差异的%但这并不构成制度移植的根本性

障碍000近年来%我国银行业一直在力图改变国家资本垄断银行业的局面%四大国有行的上市直接带来

了其股权的公众化%与此同时国家明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商行和农商行的改制%

/"!$

年经银监会反

复论证和筛选并报国务院同意%确定
:

个民营银行试点000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上海华瑞银行(温州民

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浙江网商银行)目前
:

家民营银行全部开业%第二批民营银行试点正在酝酿%再

加上
/"!:

年
:

月#存款保险条例$出台后%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开始实施%这些变革都在一步步改变

着我国的金融生态(金融文化和整个社会的金融观念%我国与澳大利亚间在制度生态环境方面的差异正

在缩小%这些都为制度移植提供了更深层的支持)

四(移植路径!中国村镇银行移植商业特许经营模式的建构

&一'村镇银行特例化%允许商业特许经营

目前我国关于商业特许经营的立法主要包括#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商业特许经营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和#特许经营企业备案管理办法$等%纵观我国商业特许经营立法和运行现实%立法对银行业的

商业特许经营无丝毫涉及%经济运行现实中商业特许经营也主要集中于餐饮业(洗衣等服务业%银行业

的商业特许经营在我国并未出现过%学界也从未对在银行业实行商业特许经营进行过探讨)银行业商

业特许经营%在我国还是一个崭新的事物)鉴于银行业商业特许经营的众多优点与我国村镇银行当下

发展的困境%笔者认为可以借此机会对该种模式加以尝试%一来解决唯利本性的银行不愿投资落后地

区%导致众多农村地区村镇银行无法设立%而已经开设的众多村镇银行也被主发起行绝对控股以致独立

性缺乏等难题,二来会直接助力我国银监会当下方向虽定(但措施未定仍处探索阶段的村镇银行民营化

改革%一步到位的实现村镇银行的民营化,三来也可解决纯民间资本投资运营银行业专业性不足难题)

由于银行业特许经营涉及金融业%关涉普通存贷款民众%涉及面广且业务特殊%且民众对银行业的

商业特许经营亦是首次接触%尚无任何业务和观念体验%再加上我国对金融业的监管一向又是非常严格

的%故现阶段在我国推行银行业商业特许经营%可以先小范围试点%等到摸索成熟(民众逐渐熟悉再行大

范围推广)在实行对象上%纵观我国银行体系中各类银行%只有村镇银行合适%其他银行类型并不适合%

村镇银行合适的理由已如前述%我们接下来分析其他类型的银行为何不合适)我国金字塔状的银行体

系中处于上层的超大型国有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均无必要也无需求作为银行被特许人000其自

身资金(经营管理(业务运营(风险控制等都已经足够成熟强大%无须借力其他银行,处于中层的城市商

业银行%虽其定位也是社区银行%银监会对其也有跨区域经营的限制%但近些年来在做大做强的强力刺

激下%城商行掀起了合并浪潮且遍及全国各省%从而使跨区域限制对于参与合并的城商行形同空文%而

合并做大之后的城商行纷纷在沪深两市和香港谋求上市者也越来越多%如南京银行(北京银行(盛京银

行(重庆银行(徽商银行等%城商行早已脱离了小型社区银行的最初定位%开始向全国性银行进发)而处

于基层(从农村信用社变身而来的农村商业银行%也开始了与城商行相似的进军路径%脱离农村地区(做

大做强欲望明显%且不少农村商业银行正在积极谋求或已经实现了上市
&李振%

/"!:

!

&

'

%典型如重庆农商

行在香港的上市)目前我国银行体系中安于固守小型社区银行的仅村镇银行一家%故可在村镇银行的

立法中明确允许其实行银行商业特许经营制度)

&二'废除主发起行制度%由特许银行替代

废除主发起行的呼声在各界由来已久%但鉴于其在促进村镇银行专业化规范化运营方面有着客观

存在的(一定的积极功用%故纵然其有着严重弊端%在找寻到替代性制度之前%亦不能贸然为之)已如前

文所析%主发起行的各种积极效应%银行特许经营制度均一一具备%且不仅如此%其还没有主发起行制度

所带来的弊端%故废除主发起行制度%由特许银行来代替其地位和功能%确实为两全之选)

就具体操作而言%其一%在有意主动参与特许经营的银行中%选定几家各方面都均为银行业界楷模

的大型银行作为特许银行&如可以选国有四大行%或者国有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

-

&/!

-



柴瑞娟!银行商业特许经营!村镇银行主发起行制之替代路径选择

各种银行类型各选一家'%允许其开展银行特许经营业务%但须注意的一点是%有资格作为特许银行的数

量不可过多%多则生乱%日后随着我国村镇银行特许经营模式的逐渐成熟和普通民众对这种模式的接受

和熟悉%可再适量增加特许银行的数量,其二%废除主发起行制度%将各家村镇银行中的主发起行所持股

权转让给当地的优质企业和个人%从而实现村镇银行的彻底股东当地化和民营化%主发起行退出后%其

功能由特许银行补位)至于具体的运作模式和权利义务配置%则可充分借鉴
D?)N+

E

M

社区银行的运作

程序和具体权利义务安排%此处不再赘述)这些措施%都应在立法中逐一加以规定明确并细化)

&三'村镇银行的股东资格要求(分红限制与投票权

根据现行规定%各地资本包括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均可成为村

镇银行的股东%其并不要求股东必须为当地自然人和企业%村镇银行股东社区化没有显现%以致村镇银

行的社区银行定位徒有其名)实行商业特许经营模式后%为落实村镇银行的社区银行定位%在业务经营

上要保留当下禁止跨区经营的制度%但在股东资格要求上要改变现行做法%将有资格入股村镇银行的股

东限制为与当地有密切联系的居民和当地企业,与此同时%为防止大股东过度控制村镇银行%以致主发

起行过度控制村镇银行旧剧重演%也必须对各股东持股比例进行限制%借鉴
D?)N+

E

M

社区银行的做法%

单一主体及关联方
!"8

的持股上限是不错的选择%也符合一般公司中关于股权制衡的比例设置)

在村镇银行股东分红问题上%

D?)N+

E

M

社区银行有明显的社区公益目的%其强制性要求部分利润必

须作为社区贡献回馈给社区%剩余部分才能作为分红在股东间分配%笔者认为这种公益性要求和社会责

任承担于我国村镇银行的运行当下为时尚早%不必加以移植%对村镇银行的利润可全额在股东间进行分

红%以刺激当地资本投资村镇银行的积极性)对于这点也不难理解%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在应然层面当

然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与一国

经济发展阶段(企业公民责任意识培育等等密切相关%我国当下状况并不适宜大范围强制要求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这也是我国#公司法$虽规定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仅仅作为宣示性规定而并无社会责任

承担的具体要求和落实机制的原因%在此大背景下%要求银行体系中处于塔基(力量薄弱的村镇银行担

起社会责任的重任%显然不合适%也不现实)

此外%在股东投票权上%

D?)N+

E

M

社区银行为凸显其社区性%股东无论投资多少%均为一人一票%其

并未实行资本多数决%对于该点%我国村镇银行在制度移植时%亦不合适000我国当下各路资本仍处谋

利的初始追求阶段%这是我们必须尊重的现实%对其公共情怀做出过高要求并不现实%故在引进银行商

业特许经营时%在股东投票权设置上%仍一体遵循我国#公司法$所确立的一股一票制为佳)

&四'特许银行和村镇银行的风险防控与责任承担

至于特许银行和村镇银行在商业特许经营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我国#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

例$(#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中均有明确规定%一体遵循即可)实行商业特许经营后的村镇银行%与其

他银行在风险防控和责任承担上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在村镇银行的特许经营过程中%推行之初其

最大的风险应该是普通民众可能会因为对银行业特许经营模式的陌生%而致使对作为被特许人的村镇

银行和特许行关系的误解%误认村镇银行是特许行的分支机构%将两家银行误认为一家%一旦出现纠纷%

有可能要求两者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此风险的防控%化解的核心在于明确要求村镇银行在名称与标示上必须与特许银行加以明确

区分%

D?)N+

E

M

社区银行在该点上的做法可资借鉴%

3MPP-)+>

R

DC)*

3的标示是
D?)N+

E

M

银行持有的%

但某一家具体的
D?)N+

E

M

社区银行的名称会在该标示前加上自己社区的名字%如
^

R

CSLCP H 2+.>L+(>

3MPP-)+>

R

DC)*

%这种名称上的截然不同不会导致民众的误认)所以村镇银行在采用特许经营模式

后%只要其在名称中保留*村镇银行+字样%对于民众而言%也就不会误认)

在特许经营关系的对外责任承担上%素有争议%有自己责任说(表见代理责任说(连带责任说(补充

责任说等观点
&余喜生%

/"!$

!

::

,韩强%

/""/

!

&9

'

%我国#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对此并无规定)在此问题

上%笔者主张自己责任说%独立法人之间责任相互独立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也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常识%

母子公司之间的责任承担尚且相互独立%更何况特许人与被特许人间无任何股权更无控股关系%更无理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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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要求特许人为被特许人行为负责%则无疑会阻却很多企业成为特许人的

意愿%也会放任被特许人的道德风险和经营风险%银行业尤其如此)如
D?)N+

E

M

社区银行在其招股说明

书首页就开宗明义声明%

D?)N+

E

M

银行并不为
D?)N+

E

M

社区银行经营的盈亏担负任何责任%股东对
D?)

F

N+

E

M

社区银行的投资同
D?)N+

E

M

银行亦无任何关系%

D?)N+

E

M

并不入股
&

^

R

CSLCP H 2+.>L+(>3MPP-)+>

R

DC)*c+P+>?N

%

/"!:

!

$:

'

%这种做法可资借鉴)就立法责任承担的规定而言%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特许

银行并不会为作为被特许人的村镇银行的业务运营买单%特许银行与村镇银行各自均为独立的企业法

人%两者之间并无股权关系%只有特许经营合同来分配各自的权利义务%各自的盈亏各自负责)责任承

担相互独立为基本原则%但在特定情形下%如村镇银行未尽到注意提示义务甚至故意引导客户误认%则

可要求特许行承担补充责任%特许行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村镇银行加以追偿%以求各方利益的

衡平%并可由此督促特许行和村镇银行在双方签订的商业特许经营协议中对此部分责任承担加以明确)

故村镇银行特许经营立法中%有必要要求被特许的村镇银行和特许行在外观(商业标示等诸多方面进行

差异化设计%以示区分%并强化村镇银行对客户的提示义务%以降低客户误认风险%从而厘清双方责任)

五(小
!

结

几十年来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从未停止过探索%从建国初就设立的农村信用社到上世纪
%"

年

代风行一时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再到
/""&

年推出的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都是意义深刻的尝试)

然而时光荏苒%当年设立初衷旨在扎根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在商业化的时代进程中已变身为求大求强的

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基金会也因其运营混乱而被全部取缔%即便是十年前推出的各地农村资金互助

社也屡次陷入被卷钱跑路的信任危机%其仿佛农村合作基金会旧剧重演的现实直接决定了其被停止运

营的前景几乎没有任何悬念%我国在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上设计的制度一再受挫%当下唯一仅存的成果

就是问题丛生的(遍*县+开花的千余家村镇银行)村镇银行从其推出之日起就肩负着各界殷切(厚重的

希望)肩挑为三农提供金融支持(助力农村发展的重任%村镇银行运营的成败关乎整个农村地区和农村

居民经济状态的改善)中国近几十年来一直未间断探索%然而屡次供给的农村金融体系和制度却一再

挫败%令人惋惜%这也同时启迪我们%或许尝试另一种完全不同于既往思维模式的制度变革恰当其时)

澳大利亚
D?)N+

E

M

社区银行所创制的银行商业特许经营模式%或可作为未来的探索路径之一%故文中所

论%也仅希望能为我国农村金融困境的突围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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