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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史话
 FINANCIAL HISTORY

 沈雁昕

首家民营控股商业银行的创建经过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Nongovernmental Commercial Bank

中国民生银行是新中国首家主要由

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是作为中国银行业改革试验田而发起

设立的。民生银行从动议到创建，适逢民

营经济由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是中

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产物，是中国

金融业发展趋于多元的重要标志。

深化改革的需要

改革开放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民

营经济初具规模，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有

益补充。与此同时，民营企业扩大规模、

开拓市场面临资金不足的发展瓶颈，获得

银行信贷支持有相当大的难度。当时国内

银行业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

已经遍布全国外，其他如交通银行、中信

实业银行、华夏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以及

一些区域性银行，分支机构主要设置在东

部沿海主要城市，其他地区几乎只有四大

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行，这与中国经济发

展的趋势是不相符的。一方面，非公有制

经济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乡镇企业和个

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另一

方面，面临转轨的国有商业银行一时还无

暇顾及私营经济领域。缺乏金融支持，许

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民营企业难以形

成规模经济，同时导致一些民营企业乱集

资、乱拆借，扰乱了金融秩序。由此，创

办一家主要服务于民营工商企业的商业银

行成为当时十分迫切的任务。

创建经过

提出动议。1993年初，全国政协八

届一次会议召开，在工商联小组讨论中有

代表提出，民营企业融资难一直是个大问

题，工商联组织作为联络政府与民营企业

家的桥梁，应该把民营企业的需求和呼声

反映上去。当年10月，全国工商联领导人

换届，经叔平当选主席。会上，经叔平听

取民营企业“借贷无门”的问题后，在大

会上发言提出可以办一家银行，着重帮助

民营企业融资。11月下旬，经叔平约了几

位从事过银行业务的老朋友商议后决定，

由他出面提出方案，要求由工商联牵头组

织一家以民营企业投资为主的股份制商业

银行。12月末，经叔平以个人名义给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

镕基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这个想法。信中

写道：“由全国工商联牵头，办一家以民

营企业投资为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因为

要把一个大的银行进行改革以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动作大，从一个小的银行开始，根

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行，说明这条路

可以走；如果不行，一家小银行影响也不

大。”朱镕基对叔平的信作出批示：“请

人民银行予以考虑，是否可以试一家。”

此后，全国工商联到各有关部门做了大量

的“说服解释”工作，重点阐释“为什么

要以民营企业投资为主”“为什么不能让

国家做大股东”。

筹措准备。1994年1月12日，全国工

商联在北京召开筹组会议，成立“谋办

组”，会议决定首期集资300万元启动资

金，资金到位后，筹备工作顺利展开，并

积极与中国人民银行沟通，推动尽快获得

批复进入筹备阶段。1995年2月6日，筹备

中的民营银行由经叔平拍板命名为“中国

民生银行”，这一命名体现了民营特色。5

月6日，国务院批复中国人民银行，同意设

立一家民营商业银行。6月1日，中国人民银

行发文，批复同意全国工商联牵头组建一家

民营商业银行，并要求这家银行的参股资金

必须是企业自有资金，不能用借款和贷款充

当资本金。中国民生银行筹备组随即成立，

经叔平任筹备组组长。8月1日，筹备组以发

起人的方式募集股本，59家单位作为发起

人，最终共募集资本金13.8亿元，其中85%

的股本来源于民营企业。

正式成立。1995年12月3日，中国民

生银行发起人暨首届股东大会召开。会议

投票通过由经叔平担任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长，童赠银、刘永好任副董事长；陈景新

担任首席监事。由童赠银任中国民生银行

行长，董文标、魏盛鸿、谢秋涵、周少华

任副行长。童赠银此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

副行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等职。1996年

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中国民生

银行开业并颁发金融许可证。1月12日，

中国民生银行在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至

此，国内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组建

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创建起来了。该

行成立时的59个股东，几乎全是全国工商

联的成员，而且都是非国有企业。该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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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事国内及国际业务。2月7日，作为

第一家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

法》组建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成立。到1996

年底，中国民生银行的股东迅速增加到

2000个，总资产超过80亿元。

开拓发展。中国民生银行创建后，走

过了一段不断突破发展的道路。1996年6

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经营外汇业务许可

证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颁发。1997年1

月10日，中国民生银行与普华国际会计公

司在北京签订委托审计协议书，聘请普华

国际会计公司为中国民生银行进行1996年

度会计报表审计。中国民生银行成为中国

第一家聘请国际知名会计公司审计年度财

务报表的银行。8月21日，由中国民生银

行牵头组团，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参

加，总规模为2920万元的湖南省移动通信

扩容项目银团贷款签字仪式在长沙举行，

这是由中国民生银行作为牵头行的首笔银

团贷款。1999年1月18日，中国民生银行

首张借记卡在上海发行，首发式发卡量达

4.9万张。

上市挂牌。1999年，中国民生银行开

启了上市发展之路。8月，民生银行召开

董事会，讨论上市问题。当时有两种不同

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分步到位，先定

向募集资金，再进入资本市场；另一种意

见认为应当抓住时机，直接上市。会议排

除了先定向募集资金再进入资本市场的选

项，决定直接上市。会后，中国民生银行

成立上市工作领导小组，正式运作上市有

关事项。2000年12月19日，在成立将近5

周年之际，中国民生银行A股股票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共发行新股3.5亿

股，每股11.8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共筹

集资金40.88亿元。此后，中国民生银行

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历史意义

中国民生银行的创建，迈开了新中

国民营资本进军银行业的第一步。中国民

生银行突破了银行业的国有垄断和对民营

资本的限制，为中国银行业发展探寻了一

条新的路径。相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能获

得行政支持并且占有大量市场份额的情

况而言，中国民生银行是“在夹缝中求生

存”。针对这一问题，第一任民生银行行

长童赠银说：“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如

果他也这么打，我也这么打，怎么也打不

赢。因此我也搞全方位服务，但重点放在

民营企业、三资企业、高科技企业和有规

模的乡镇企业。”这一定位符合中国民生

银行创建的初衷，在当时深化改革的背景

下，具有充分的实现可能性和发展必然

性。当时，民营企业、三资企业、高科技

企业和有规模的乡镇企业在增长速度上比

国有企业要快，而这些企业获得国有商业

银行的贷款比较困难，中央银行每年给国

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新型民营企业基

本上沾不上边，因此，中国民生银行重点

给那些新型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从而

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并引导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切实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

中国民生银行明晰了产权关系，建

立了先进的治理体制。这是中国民生银行

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创举。有别于

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

在成立之初股权结构分散，实行规范的现

代企业制度，建立了高效透明的公司治理

结构，从而避免了“内部人控制”和“一

股独大”的情形。中国民生银行是全国工

商联牵头创建的，但与全国工商联的关系

是明晰的，不是全国工商联的“附属银

行”。当时，除了董事长经叔平和首席监

事陈景新在全国工商联任职，童赠银担任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外，中国民生银行的

其他人在全国工商联都没有职务。行长掌

握中国民生银行的内部人事权，对董事会

负责，不必像当时国内有些商业银行需

要报上级主管单位党委批准。按照《公司

法》和《商业银行法》的有关规定，中国

民生银行制定了《公司章程》及相应的配

套管理制度，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严格分

开的原则。股东大会是银行的最高权力机

构，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执行机构，董事

会一年开两次，重大决策都要报告，重大

问题须经董事会充分讨论；董事长为法人

代表，行长接受董事会和董事长领导，主

持银行日常工作；监事会独立于董事会，

对银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监事会一年召

开两次；行长、副行长由董事会任命；普

遍施行聘任制。这一组织架构职责分工明

确，中国民生银行刚成立时有59个股东，

19个董事会成员，7个监事会成员，绝大

多数从股东中产生，第一届董事会上还聘

请了外部董事，确保权力有效制衡、管理

人员各司其职。在被问及董事会怎么对经

营者实行监管时，首任行长童赠银说：

“19个董事开会，有时争起来很厉害，

最后做决定是每人签字。我们关系也比较

明确，董事会是决策机构，董事会闭幕期

间，董事长有决定权。”总体来看，先进

的治理体制奠定了中国民生银行健康持续

高速发展的根基。

（本文系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

所创新工程项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21世纪

〔1992-20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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