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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II 

摘 要 

伴随三十多年的经济繁荣，中国家庭收入水平快速增长，中产阶级日益庞

大，零售银行业成为 21 世纪最具增长前景的新兴金融业务，在此巨大的市场潜

力面前，零售银行的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是银行业外延式扩张以及“重业务规模、

轻客户管理”、“重经验、轻数据”的模式将难以持续，要求发展模式转型；二

是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银行面临净息差大幅收窄的现实压力，单纯的息差模式

无法维持高水平盈利，要求构建多元化收入来源；三是在金融脱媒和互联网跨界

竞争冲击下，居民及其家庭对金融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改变提升负债为目

标的简单理财销售。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发展社区银行是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寻求

零售创新转型重要渠道，2013 年以来，我国银行业界逐渐掀起了社区银行建设

的热潮，中小型商业银行无不将社区银行网点作为争夺零售业务市场份额的重要

手段，以期通过社区银行运营转型来带动零售银行业快速增长，社区银行运营模

式能否在国内金融市场站稳地位，是未来国内银行赢得市场的关键。当前，社区

银行属于新生事物，有必要对社区银行运营模式进行探索。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

系统分析法和调查法等方法的研究，对社区银行基本理论和社区银行运营模式的

基本概念阐述，通过介绍民生银行福州社区银行基本概况和现有运营模式，指出

民生银行福州社区银行运营模式问题，从客户定位、产品体系、团队基础以及政

府支持力度等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得出民生社区银行运营模式策略提供建设性优

化思路，对探讨整个民生银行转型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关键字：社区银行；运营模式；民生银行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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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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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booming economies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family income has been raised 

significantly and it has developed a broad middle class in China. Retail bank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financial businesses in the 21st century, which has 

a huge market potential, but challenge goes together with chance. Firstly,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on mode of it is less and less adaptable to the ever-changing situation of 

more emphasis on business scale and experience than customer management and 

statistics, which calls for shifting the development model. Secondly, the accelerating 

of our country’s interest rates marketing makes banks narrow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 

It cannot maintain the profitability of currently strong level, so expanding income 

resource will be needed. Lastly, in the competition of disintermediation and internet 

finance, people and their family have new financial requirement for simple financial 

service sales by increasing household deb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bank can greatly be helpful for the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 commercial banks. Since 2013, most of small and 

medium commercial banks have established community bank outlets to chase market 

share of retail banking. They hope that community bank outlets can bring business 

growth and hold an advantage position i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However, 

community bank is still new and needs to explore the operating models.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method of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ng to state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bank and its operating models, introduces the operation as well as operating patterns 

of community bank in Fuzhou, Minsheng Banking Corp., and then point out existing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target customers, service system, work team and 

government support, it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 that will be conducive 

to banking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bank; operating model; Minsheng Banking Corp.,F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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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伴随三十多年的经济繁荣，中国家庭收入水平快速增长，中产阶级日益庞大，

零售银行业成为 21 世纪最具增长前景的新兴金融业务，在此巨大的市场潜力面

前，零售银行的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是银行业外延式扩张以及“重业务规模、轻

客户管理”、“重经验、轻数据”的模式将难以持续，要求发展模式转型；二是

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银行面临净息差大幅收窄的现实压力，单纯的息差模式无

法维持高水平盈利，要求构建多元化收入来源；三是在金融脱媒和互联网跨界竞

争冲击下，居民及其家庭对金融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改变提升负债为目标

的简单理财销售。在上述背景下，2013 年以来，我国银行业界逐渐掀起社区银

行建设的热潮，中小型商业银行无不将社区银行网点作为争夺零售业务市场份额

的重要手段，以期通过社区银行运营转型来带动零售银行业快速增长，随着银监

会 2013年 12月针对社区支行及小微支行印发文件予以规范，各家银行不得不放

慢扩张脚步，但是由社区银行开辟的又一个零售业务战场已经形成。 

目前，我国的社区银行主要由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

光大银行等构成，由于地理环境、政治环境、金融环境以及金融行业发展的进程

与国外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我国的社区银行的选址规划、资产规模等方面也就不

同于国外社区银行，社区银行的运营模式仍处于探究和摸索阶段。民生银行是我

国商业银行中转型最早的、专注于发展社区银行的商业银行，其社区银行发展取

得的巨大成绩为业界瞩目。本文通过对民生银行福州社区银行现有特色的运营模

式经验进行研究，了解当前福州社区银行运营模式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通过对民

生银行福州社区银行运营模式的研究，为社区银行的转型提供了一定的发展依

据，有效带动经营策略的转型，提升发展空间，对探讨整个民生银行转型有一定

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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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社区银行运营模式可行性论证领域，研

究的角度和方法基本是分析和总结国外社区银行运营模式实践的成功经验，结合

本地本社区的现实情况分析运营模式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王浩等人（2013）中借鉴国外社区银行运营模式的成功经验，以及其对于我

国的启示作用，认为社区银行运营模式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

展。赵玉珍（2013）在专门针对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领域，特地谈到

了社区银行运营模式与当地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的作用。侯福宁(2013)结合其他

学者的研究成果，谈到社区银行同大银行相比，尽管处于弱势地位，但在社区银

行经营理念和运营模式有独特的优势。刘春航(2012)通过分析美国社区银行可持

续经营模式,认为社区银行是在当地获得存款并为当地家庭和企业提供交易和授

信服务的金融机构，通过服务过程中获得软信息作为与大银行竞争的优势,贴近

社区,因地制宜,实现差异化发展模式.彭路(2007)认为银行可借鉴美国社区银行

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可将社区银行作为发展支持区域金融经济，解决经济和金

融结构二元性问题，实现社区银行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魏先法（2012）在社

区银行研究上，认为社区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得益于其市场定位，

锁定中小企业和居民为主要客户。社区银行的唯一标准是资产规模大小，同时他

们指出：“社区银行的经营活动范围一般限定在当地社区，吸收存款和贷款的活

动均在本地区进行。”⑥何德旭等人（2011）关于社区银行其发展速度比大银行获

取信息有更多的优势，通过提供贷款关系，廉价和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可以补充

技术相对，提供金融产品不完整的缺陷。杨蔚东等人（2006）提出对于我国现有

社区银行运营模式进行了简单的归类。这种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民粹主义”和

“草根”的社区银行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许岩（2014）专门提到了社

区银行运营模式中有效地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等风险问题需要注意的

事项。钱水土及李国文（2006）中强调，就社区银行运营模式取向而言， 进一

步强调社区银行是面向当地中小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战略，是社区居民主要的借贷

关系。应宜逊及李国文（2005）肯定了社区金融产品创新的经营模式，希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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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注重机制创新。杨晔（2008）总结我国发展社区银行运营模式为基本形式

的金融社区的意义，既能够弥补大银行在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缺乏金融服务水

平，还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起到完成完善我国金融服务体系使命的作用，社

区银行运营模式是自下而上的诱导制度变迁的产物。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社区银行运营模式的研究已有时日，通过大量实证调研，取得突出

成果。对社区银行运营模式实践方面，国外学者主要关注社区银行运营模式对宏

观经济的影响。 

Markw·olson (2003)认为，社区银行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理位置优势，社区

银行运营模式通过合理规划社区信贷、揽储加强社区居民的紧密联系，保持其生

命力，可提升社区银行的未来发展空间。Berger、Hasan和 Klapperd(2003)提出

社区银行可运用地缘、组织架构简化的优势为社区内居民、中小企业提供个性化

的金融服务。DeYoung 和 Duffy（2002）认为社区银行需从内外部环境方面出发，

获取自身竞争力的经营模式，完善地理和业务管理制度。Carter 和 McNulty 

（2004）则认为是社区银行目前最大挑战是“并行的银行体系”，社区银行充分

面临挑战，加强产品创新和银行内部治理，赢得市场。Acharya、kagan 和 Rao 

Linggam(2008)等人认为中小企业的资产状况和大型企业信贷条件很穷，社区银

行运营模式是最好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Gregroy（2016）等人分析结果表明，

社区银行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Greg Filbeck（2016）等人专注于社

区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影响，以 3亿美元的资产为银行规模标准、银行规模和中

小企业信用额度的回归分析。 

第三节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一、研究目标   

通过对民生银行福州社区银行目前的现有特色运营模式现状研究，了解当前

民生银行福州社区银行运营模式中存在问题，归纳出可提升的运营模式，进一步

明确社区银行发展方向，对探讨整个民生银行转型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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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主要包括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通过目前对社区银行运营模式的研究综述分析，确定本文

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第二部分，阐述社区银行基本概念，结合当前社区银行运营模式，对运营模

式主要特征、影响因素、重要组成部分，从网点功能配置、运营模式、金融平台

与非金融平台搭建和盈利模式等运营模式，同时结合国内外经验对社区银行的运

营模式进行研究。 

第三部分，阐述民生银行福州社区银行基本概况以及现行的运营模式，通过

对现行运营模式的研究，总结出运营模式的具体问题，提出构建、业务、管理策

略建议。 

第四部分，民生福州社区银行运营模式策略建议。通过优化网点布局，完善

平台建设，搭建开放式资管平台，简化层级，形成社区银行商圈以及团队培训等

方面确定了合理的策略。 

第五部分，结论与展望。通过以民生银行福州社区银行发展的运营模式为例，

提出社区银行应实行差异化的运营模式，实行差异化竞争，实现社区银行回报最

大化。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一、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任何的研究都需要一定的理论依据，而文献分析法正是这种理

论依据的重要工具，通过阅读相关的文献，发现并对比目前的研究，找出其中的

共同点与不同点，对接下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系统分析法：本文对社区银行运营模式的研究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以中国

民生银行福州社区银行作为系统中的重要内容来展开研究，将社区银行作为研究

对象，分析探讨现状、社区银行运营模式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社区银

行运营模式策略的研究。 

调查研究法：根据目前社区银行运营模式的现状展开调查，确定对社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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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模式研究的具体问题，对社区银行运营模式存在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在逐

渐调查过程中，提出合理的对策做准备。 

 

 

二、技术路线 

 

图 1：本文论文框架 

第五节  本文创新之处及主要不足 

目前，由于银行业传统的外延式扩张模式难以维系，曾经的经验式运行必将

要朝着大数据化管理发展，并要摒弃业务规模的盲目扩张，以加强对银行的管理

绪论 

社区银行运营模式理论分析 

社区银行基本概念 运营模式理论分析 国外优秀经验 

民生银行福州社区银行调研分析 

福州社区银行基本概况 福州社区银行运营模式 福州社区银行问题探析 

民生银行福州社区银行运营模式策略建议 

构建策略 管理策略 业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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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基于这种大环境下，国内商业银行寻求开拓社区银行来颠覆传统零售银行

发展，而社区银行清晰的运营模式是国内商业银行实现大零售业务多元、持续盈

利的关键途径之一。 

一、创新之处 

本文主要介绍民生福州社区银行的基本概况及自身发展运营模式，对目前成

功的社区银行进行典型的案例分析，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结合个人工作实践，详

细分析现有民生银行福州社区银行运营模式存在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民生银行福

州分行发展社区银行时进行市场定位、构建产品体系及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以实现有效提升民生福州分行核心竞争力，对探索适合民生福州社区银行成功的

运营模式，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和参与意义。 

二、主要不足 

因时间紧迫，获取数据途径有限、社区银行选择方面的局限性等因素，使论

文分析难免不够深入及全面性，在今后实际工作中，本人将进一步收集社区银行

数据，加强调查，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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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区银行运营模式基本理论分析 

关于社区银行概念及运营模式，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本章节将从社区

银行的基本概念、运营模式的理论分析以及国外社区银行优秀经验进行阐述。 

第一节  社区银行基本概念 

从社区银行这一概念出发，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等人提出的

金融社区概念，这种社区和我们现今意义上的以地理特点或是意识特点所形成的

社区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不局限于地理概念。而美国的相关学者在深入研究了

多年的社区银行之后，由独立社区银行协会提出认为，社区银行是指特定的区域

内依据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经营，其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

的中小银行。我们从欧美国家的相关理论探讨中，可以看出社区银行的相关定义

并不严谨，也并不十分的清晰可见，而是比较广义和宽泛，即为中小企业和居民

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 

而依据美国相关的执行和界定标准，社区银行的重要资本界限为 10 亿美

元，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银行，符合相关特征的都可以划分为社区银行。我国的研

究者依据股权所有制的界定准则把社区银行归结为特定社区区域范围内的中小

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居民为服务对象的，按照市场化标准建设和运营的社区化经

营的小型民营银行。其实归根结底，判断一家商业银行到底算不算是社区银行，

根本的方法还是应该着手于内在特质，从社区银行的经营理念、市场定位等方面

展开分析，立足于服务模式和商业价值观的透析。 

当下，理论界对社区银行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定义。而我国徐滇庆教授更是

直言不讳的表示过于复杂的定义不利于理解社区银行的实质，而作为一种民营银

行的表现形式，顾名思义的说社区银行其实就是为社区里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

银行。所谓社区银行，是指在某一地区的社区设立独立按照市场化的原则,独立

按照市场化运作的原则,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个人客户和中小银行。地区资产

规模小,小企业和家庭服务的主要业务在当地小型商业银行可以被称为社区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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