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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民营银行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五章。首

先介绍了民营银行的概念、优势等，接着全面阐述了国际民营银行的发展经验、中国金融改

革状况及民 营银行的发展背景。随后，报告对中国民营银行的发展现状、申办态势、设立运

营、投资主体、服务对象、业务方向、竞争对手进行了细致透析，并对现有重点民营 银行竞

争力做出剖析。最后，报告分析了中国民营银行的投资机会、风险及前景趋势。        在世界

大多数国家，尽管国有银行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民营银行已日益成为银行业的主流

。目前我国银行市场由国有商业银行主导，民营银行所占比例极 小。从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

结构现状来看，373家主流商业银行中95%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

府平台公司控股；在12家股份制商业 银行中，只有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属于民营银行；在144

家城商行和212家农商行中，仅在江浙一带有14家小型民营银行，民营银行在主流商业银行体

系中仅 占5%。  

　　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转方式、调结构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民营银行

等中小银行的发展，对改善金融竞争生态，增加金融服务供给，缓解民营经济、小微企业

和&ldquo;三农&rdquo;面临的融资约束，提高宏观融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2013年出台的一系列利好政策，正在点燃民营资本 设立银行的热情。2013年7月，国务院

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ldquo;尝试由民间资本发

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rdquo;，给 民营银行亮了&ldquo;绿灯&rdquo;。8月9日，银监会

公布了新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较之旧版，放弃了对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非银行 金融机构资本总额以及权益性投资余额等条件的限制性要求，

降低了境内金融机构发起设立中资银行的门槛。紧随其后，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

于金融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首次提出&ldquo;推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

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rdquo;。  

　　源于高层持续释放的积极信号，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民 营银行申办的热潮，广东、北京

、上海、江苏等地的民营企业纷纷宣布要进军民营银行行业，争相申请民营银行牌照。2014

年3月11日银监会公布了首批民营 银行试点名单，标志着我国通往银行业的龙门终于开始向民

资开放，10家龙头企业将&ldquo;两两结对&rdquo;发起成立5家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金融业务取得的进步以及富 裕阶层的迅速成长，为我国发展

民营银行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同时，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成立民营银行已经



具备强大的股东群体和潜在的出资者，民 营资本的供给不存在任何问题，银行设立所需的资

本金的有效筹集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可以预见，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完善，我国民营银行

将迎来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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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hellip;&hellip;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财政 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博思数据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

业的分 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民营银行有个

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参与民营银行投资运营，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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