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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起始期（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末）：2006 年 12 月，银监会出台《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

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四川、吉林等 6 

个省(区)为试点，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其中包括鼓励各类资本到

农村地区新设主要为当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实现了我国农村金融政策的重大突

破。此后，银监会于 2007 年先后发布《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

指引》，为村镇银行的发起设立和经营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试点也扩大到全国 31 个省份

。此期间，全国村镇银行的设立步伐逐步开启。2007 年 3 月 1 日，全国首批 3 家村镇银行开

业，同时国开行在甘肃平凉设立了第一家村镇银行，汇丰银行在湖北随州开始了自己在境内

村镇银行的布局。  

      催化期（2008 年至 2009 年末）：在经历前期的摸索后，2008 年全国村镇银行设立步伐逐步

加快，农行率先在湖北和内蒙发起设立两家村镇银行，开创了大型商业银行发起设立村镇银

行的先河，之后建行、交行、民生、浦发等纷纷涉足。截至 2008 年末，全国开业村镇银行达

91 家。2009 年 3 月，为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发展，财政部发布《关于实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定向费用补贴的通知》，对达到条件的村镇银行，2009～2011 年按照上年末贷款余额的 2%给

予补贴。

      2009 年 6 月，银监会出台《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

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7 月，为推动包括村镇银行在内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快速发展

，银监会编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2009年～2011 年总体工作安排》，计划三年在全国设立

1294 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 1027 家。银监会要求各银监局明确阶段要求，落实

具体措施，积极加以推进，切实完成总体目标。

      提速期（2010 年以后）：2010 年 4 月，为解决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组建速度缓慢

、大中型银行主发起人偏少等问题，银监会下发《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

的通知》，要求各地强化执行力，确保执行三年规划，并制定和调整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

：将大中型银行参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组建情况与其他市场准入事项挂钩、将中小银行业金

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与发起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准入挂钩、明确拥有 30 家以上新型农

村金融机构的主发起人可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控股公司等。5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

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

      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村镇银行的发展猛然提速。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方面，建行计划

采用控股公司模式与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合作设立 200 家村镇银行，中行则拟选择总分行模式

与淡马锡旗下的富登金控合资设立400 家村镇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也纷纷加快设立步伐



。一些城商行和农商行在跨区经营监管尺度收紧的情况下，将重点转移到发起设立村镇银行

上，并希望尽快达到 30 家以上的规模。资产管理公司也成为新的主力，希望借此曲线补足银

行牌照的缺失。同时，先后有 10 个地区获准开展地（市）村镇银行试点，全国首家地市村镇

银行&mdash;&mdash;湘西长行村镇银行 12 月在湖南开业。

      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经组建村镇银行1233家，其中批准开业1152家。2015年我国已经组

建村镇银行1311家，根据银监会最新统计数据截止2016年5月底我国村镇银行总数达到1356家

。

      《2016-2022年中国村镇银行行业发展状况分析与投资风险评估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

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

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

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

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村镇银行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村镇银行行业做了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村镇银行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

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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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龙江村镇银行配套政策

（2）黑龙江农村金融环境分析

（3）黑龙江村镇银行投资分布

（4）黑龙江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5）黑龙江村镇银行投资前景

5.3 中西部省市村镇银行投资分析

5.3.1 川省村镇银行投资分析

（1）四川省村镇银行配套政策

（2）四川省农村金融环境分析

（3）四川省村镇银行投资分布

（4）四川省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5）四川省村镇银行投资前景

5.3.2 内蒙古村镇银行投资分析

（1）内蒙古村镇银行配套政策

（2）内蒙古农村金融环境分析

（3）内蒙古村镇银行投资分布

（4）内蒙古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5）内蒙古村镇银行投资前景

5.3.3 河南省村镇银行投资分析

（1）河南省村镇银行配套政策

（2）河南省农村金融环境分析

（3）河南省村镇银行投资分布

（4）河南省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5）河南省村镇银行投资前景

5.3.4 安徽省村镇银行投资分析

（1）安徽省村镇银行配套政策

（2）安徽省农村金融环境分析

（3）安徽省村镇银行投资分布

（4）安徽省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5）安徽省村镇银行投资前景



5.3.5 湖北省村镇银行投资分析

（1）湖北省村镇银行配套政策

（2）湖北省农村金融环境分析

（3）湖北省村镇银行投资分布

（4）湖北省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5）湖北省村镇银行投资前景

5.3.6 云南省村镇银行投资分析

（1）云南省村镇银行配套政策

（2）云南省农村金融环境分析

（3）云南省村镇银行投资分布

（4）云南省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5）云南省村镇银行投资前景

5.3.7 江西省村镇银行投资分析

（1）江西省村镇银行配套政策

（2）江西省农村金融环境分析

（3）江西省村镇银行投资分布

（4）江西省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5）江西省村镇银行投资前景

5.4 村镇银行区域风险管理路径建议

5.4.1 发达地区村镇银行的风险管理路径

5.4.2 欠发达地区村镇银行的风险管理路径

 

第6章：中国村镇银行标杆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6.1 村镇银行总体经营状况分析

6.1.1 村镇银行总体经营状况

6.1.2 村镇银行关键经营指标

6.2 村镇银行主发起机构经营分析

6.2.1 国开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2 工商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3 建设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4 中国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4）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村镇银行最新投资动向

6.2.5 农业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6 交通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7 民生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8 浦发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9 华夏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10 北京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11 江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12 包商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13 台州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14 东莞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15 内蒙古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16 哈尔滨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17 上海农商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村镇银行最新投资动向

6.2.18 北京农商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19 广州农商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20 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2.21 杭州联合银行&mdash;&mdash;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组建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战略规划分析

（3）村镇银行网点布局分析

（4）主要合作股东背景分析

（5）村镇银行设立优劣势分析

6.3 村镇银行个案经营状况分析

6.3.1 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发展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营收情况分析

（3）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分析



（4）村镇银行业务结构分析

（5）村镇银行经营模式分析

6.3.2 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发展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营收情况分析

（3）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分析

（4）村镇银行业务结构分析

（5）村镇银行经营模式分析

6.3.3 都江堰金都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发展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营收情况分析

（3）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分析

（4）村镇银行业务结构分析

（5）村镇银行经营模式分析

6.3.4 浙江长兴联合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发展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营收情况分析

（3）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分析

（4）村镇银行业务结构分析

（5）村镇银行经营模式分析

6.3.5 东莞长安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发展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营收情况分析

（3）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分析

（4）村镇银行业务结构分析

（5）村镇银行经营模式分析

6.3.6 南阳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发展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营收情况分析

（3）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分析

（4）村镇银行业务结构分析

（5）村镇银行经营模式分析



6.3.7 湖北仙桃北农商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发展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营收情况分析

（3）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分析

（4）村镇银行业务结构分析

（5）村镇银行经营模式分析

6.3.8 北京延庆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发展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营收情况分析

（3）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分析

（4）村镇银行业务结构分析

（5）村镇银行经营模式分析

6.3.9 韶山光大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发展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营收情况分析

（3）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分析

（4）村镇银行业务结构分析

（5）村镇银行经营模式分析

6.3.10 澳洲联邦银行村镇银行经营分析

（1）村镇银行发展规模分析

（2）村镇银行营收情况分析

（3）村镇银行股权结构分析

（4）村镇银行业务结构分析

（5）村镇银行经营模式分析

 

第7章：中国村镇银行风险管理与信息化发展分析

7.1 村镇银行风险特征与产生原因

7.1.1 村镇银行风险特征分析

7.1.2 村镇银行投资风险成因

7.2 村镇银行风险来源与规避

7.2.1 村镇银行政策风险分析

7.2.2 村镇银行环境风险分析



7.2.3 村镇银行信用风险分析

7.2.4 村镇银行操作风险分析

7.2.5 村镇银行市场风险分析

7.2.6 村镇银行法律风险分析

7.2.7 村镇银行流动性风险分析

7.3 村镇银行信息化管理SWOT分析与对策

7.3.1 村镇银行信息化发展现状

（1）村镇银行信息化发展水平

（2）村镇银行信息化建设模式

7.3.2 村镇银行信息化SWOT分析

（1）村镇银行信息化优势

（2）村镇银行信息化劣势

（3）村镇银行信息化机遇

（4）村镇银行信息化威胁

7.3.3 村镇银行信息化建设的SWOT策略

（1）村镇银行信息化建设SO策略

（2）村镇银行信息化建设ST策略

（3）村镇银行信息化建设WO策略

（4）村镇银行信息化建设WT策略

 

第8章：中国村镇银行投资者进入与扩张分析

8.1 村镇银行投资壁垒

8.1.1 村镇银行进入壁垒分析

（1）经济性壁垒

（2）行政性壁垒

8.1.2 村镇银行退出壁垒分析

（1）沉淀成本壁垒

（2）安置费用壁垒

（3）法律和行政政策壁垒

8.2 村镇银行区域扩张路径

8.2.1 村镇级村镇银行发展路径

8.2.2 地市级村镇银行发展路径



8.2.3 全国级村镇银行发展路径

8.3 村镇银行扩张障碍与解决措施

8.3.1 村镇银行发展障碍分析

（1）村镇银行存贷款问题

（2）村镇银行政策倾向问题

（3）村镇银行系统建设问题

（4）经营成本与竞争力问题

（5）村镇银行金融创新问题

（6）村镇银行专业人员素质

8.3.2 村镇银行问题解决措施

8.4 村镇银行大规模扩张的风险预警

8.4.1 村镇银行批量化设立的监管风险

8.4.2 村镇银行地方政府干预风险预警

（1）主发起行选择的干预因素

（2）干预村镇银行股东选择

（3）参与影响村镇注册资本

8.4.3 分支机构准入挂钩政策风险预警

8.4.4 东西部挂钩造成的挤出效应

8.4.5 银行主导模式导致的同质化

8.4.6 中小银行规模化设立的管理风险

8.5 村镇银行扩张的内部管理问题与防范

8.5.1 村镇银行经营存在的问题

8.5.2 村镇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建设

8.5.3 村镇银行内控机制完善建议

 

第9章：中国村镇银行创新路径与投资战略规划

9.1 村镇银行发展趋势分析

9.1.1 村镇银行竞争趋势分析

9.1.2 村镇银行网点布局趋势

9.1.3 村镇银行发展前景分析

（1）数量规模

（2）存贷款规模



9.2 村镇银行创新发展建议

9.2.1 村镇银行金融创新框架

9.2.2 国内村镇银行创新现状

9.2.3 村镇银行金融创新建议

（1）经营理念创新建议

（2）产品服务创新建议

（3）管理激励机制创新

（4）制度创新建议

9.3 村镇银行控股公司发展战略

9.3.1 村镇银行控股公司组建战略

9.3.2 村镇银行控股公司演进路径

9.3.3 村镇银行控股公司市场退出战略

9.4 村镇银行投资战略规划

9.4.1 村镇银行设立的选址建议

9.4.2 村镇银行主发起机构选择

9.4.3 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规划

9.4.4 银行金融机构投资战略规划

（1）大型银行机构投资战略建议

（2）中小银行机构投资战略建议（zyyzg）

9.4.5 民间投资者投资村镇银行建议

（1）小额贷款公司转型村镇银行建议

（2）实体企业投资村镇银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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