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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嘉兴：温州金改有诚意待突破
在温州发起筹建民资“农业发展银行”进展不顺，认为金融改革步伐慢、幅度小

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已
启动半年之久。半年来，温
州成立了民间借贷登记服
务中心，设立小贷公司，希
望引导民资进入金融领域。

消息显示，温州地区半
年内新成立了小贷公司 2
家；没有 1 家小贷公司转为
村镇银行，利率市场化也没
有取得任何进展……曾让
民间金融看到的温州金改，
被评价为无“决定性突破”。

“民办银行”被认为是
金改最核心突破点。作为
温州资深民间金融人，杨嘉
兴在这半年中把他开办“温
州市农业发展银行”的计划
推进得最具雏形。后来他
一度宣布放弃，但仍然期待
有“好政策”。他遭遇了什
么？他怎样看待温州金改
的现状和未来？

■ 对话动机

10 月 26 日，杨嘉兴告诉
记者：“刚刚我又收到同行发
给我的一条短信，说新的温州
市金改政策近期有望获批。”

“消息来源可靠吗？”
“暂时只能是传闻，但我

还是宁可信其有。”
26 年前，温州人杨嘉兴

曾创办了中国首家股份制城
市信用社。此后几经波折，
他的民资银行梦燃了又灭，
灭了重燃。

今年4月份，温州金融改
革试点正式启动。5月份，银
监会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
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
施意见》中，关于“民营企业
可通过发起设立方式投资银
行业金融机构”的表述，吸引
67岁的杨嘉兴再度出山。

杨嘉兴联合合伙人，向
金融管理部门提交了关于筹
建“温州市农业发展银行”的
申请方案。为顺利获批，团
队在银行名称和业务方面突
出了国家政策正在倡导的

“服务三农”的宗旨，预计注
册资金 20 亿，并组织召开了
银行筹备会议，邀请政商界
人士出席，从当地温商中寻
求投资意向。 5 天吸引了
8.75亿元股份认购。

然而，现实与预期有太
大出入。和同期温州其他民
资发起的“华侨银行”、“温州
现代商业控股银行”的命运
一样，杨嘉兴的“温州市农业
发展银行”自提请之日起至
今未果。

这位温州民间金融的元
老级人物此前曾断言“温州
金改没戏了”，这次他告诉记
者，那是气话，只要还有一点
可能，他都愿意再出来做事。

民资银行筹办遇阻

新京报：截至目前，“温
州市农业发展银行”的计划

还有没有进展？
杨嘉兴：没 有 任 何 进

展，一个电话都没有，组建
银行的筹备文件我之前都已
经撕了。

新京报：“温州市农业发
展银行”这个计划当时是如
何发起的？

杨嘉兴：5 月份我看到
细则（指银监会《关于鼓励和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
实施意见》），其中有一条是

“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起设立
等方式投资银行业金融机
构”，我觉得民资办银行的
机会终于来了，就跟我的团
队开始商讨、制定方案。最
后决定把银行命名为“温州
市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
围定位于服务三农和中小
微企业。

新京报：前期的筹备工
作顺利吗?

杨嘉兴：顺利，大家也都
十分踊跃。我们向当地商人
发放了投资意向表，短短 5
天就已经有几十家意愿认股
方，认购达到了8.75亿股。

新京报：大家对政策信
心十足？

杨嘉兴：主要是因为我
20 多年前成功创办了鹿城
区城市信用社，是他们对我
这个人办事情的信心……
我不想让大家失望，但后来
的问题不是我们个人能左
右的。

新京报：后来遭遇了什
么障碍？

杨嘉兴：前期准备就绪
以后，我把申报材料亲自送
到金融办，回去就盼着消息，
4 天以后他们给我来一个电
话，说，你材料送错地方了，
你应该送到银监局的……我
材料送错了你当时不说，几
天后才说我送错了？我就明
白了，这也不是材料送错没
送错的问题。

政策层面没人愿担风险

新京报：你觉得是什么
问题？

杨嘉兴：我当时想了想，
问题有可能出在名字上。我
打的申请是《温州农业发展
银行设立申请书》，根据现在
温州金融改革方案里的规
定，自然人不能申请设立村
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那
我想，你不能让我办银行，批
准我搞一个非银行金融机构
也行啊。不过这些说到底，
还是政策层面的问题，太难
突破了，谁也不想担风险。

新京报：这个风险具体
是指什么？

杨嘉兴：因为有温州此
前的金融风波（指当地民间
资本链断裂、民企老板跑路
潮和制造业凋敝等），所以现
在管理部门很怕出事，怕再
出现民间资本的风险，温州
确实不敢再出事了。但其实
我们关于办银行的可行性方
案做得很细致，包括提高准
备金、控制规模、规范操作等
等，如何运营和监管都有考
虑，论证是没有问题的。当
年我们办鹿城区信用社的时
候冒的风险才大，做决策的
领导也担了很大的政治风
险。当时是连像现在这样的
政策都没有的。

对好政策“宁可信其有”

新京报：你认为较短时
期内，开办民资银行还会有
希望吗？

杨嘉兴：刚刚我收到同
行发给我的一条短信，说温
州市金改政策近期有望获
批。虽然是传闻，但我还是
宁可信其有，一切看后面的
政策情况再说吧。

新京报：在民资独立开
办银行尚不可行的现状下，你
对参股中小银行有期待吗？

杨嘉兴：这种形式我也
欢迎，那也是人家（银行）看
得起我们，对我们信任。但
是比起参股银行的性质，我
们民资控股发起成立的银行
肯定更了解中小微企业，保
证我们的独立性和话语权，
我们在这方面会做得更专
业。一开始的设想是成立完
全意义的民资银行，现在觉
得如果暂时做不成民资银
行，那么允许民资参股中小
银行、或者多开办几家非银
行性质金融机构也是办法。

新京报：这算是一种退
而求其次的想法？

杨嘉兴：也不能说是退
而求其次，金融本来就应该
是分层次的……有国有银
行，中小商业银行，同时也要
有农村金融网络，有服务于

小微企业的金融组织。金改
是要让金融多元化。

金改改好温州有生机

新京报：内蒙古、四川、
青海等中西部地区政府近期
曾邀请温商考察投资，有没
有邀请你？

杨嘉兴：也邀请我了。
当时票都买好了，后来我自
己临时有点事，就没跟别人
一起去。

新京报：其他温商去考
察过之后，有没有已经在这
些地方做成的？

杨嘉兴：去倒是有不少
去的，没听说谁做起来了。
但是据我所知，这些地区跟
温州相比，政策环境宽松很
多。如果外面有好的机会，
我也会考虑，但我最希望看
到的还是我们温州的金改能
有切实成效，能在温州做成
民资金融机构。金融风波对
温州来说是灭顶之灾，是十
年都无法缓解的问题。金改
改好了，温州还有生机。我
今年 67 岁了，退休在家不指
望发财，更想留在这里发挥
余热。

金改不能全靠政府

新京报：温州启动金改
已经开始半年有余，你眼中
的金改是怎样的？

杨嘉兴：我觉得是没有
实质性的进展。是在做事
情，地方政府的诚 意 是 有
的 ，我 知 道 市 委 书 记 往 北
京 跑 了 好 几 趟 了 ，是 发 自
内心希望温州好。但是步
伐 太 慢、幅 度 小 。 金 改 不
能完全靠政府部门，很多时
候他们不了解民间金融的
实际情况，闭门造车是造不
出来的。

新京报：你所认为的“闭

门造车”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杨嘉兴：比如成立民间

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很多
企业都觉得登记中心就是
忽悠，它既不是政府部门，
也不是事业单位，不提供任
何担保。

它就是个借贷双方备案
登记的平台，就是中介，哪来
的公信力？一旦借贷出现违
约它不承担责任。而且实际
情况是很多企业不愿意公开
资金状况，缺钱的去登记了，
等于曝光了自己的财务情
况；有钱放贷的去登记了，等
于公开自己的利息收入，会有
交高额所得税的顾虑。

所以，我认为像这种创
新对于企业来说没有多大意
义。出于“民间资本阳光化”
的愿望是好的，但仍然是表
面功夫。

说金改没戏是气话

新京报：你认为怎样做
能实现金融改革的“实质性
进展”？

杨嘉兴：金融改革应该
由我们这些人来带动。我们
更了解民间资本，更了解中
小微企业。金改可以做的事
情很多，但最根本的一点是
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为温
州庞大的民间资本找到出
路。我觉得，允许民资兴办
金融机构，专门服务于中小
企业，这是最好的路径。

新京报：之前你断言说
温州金改没戏了。

杨嘉兴：那肯定也是气
话了。细则刚出来时温州人
积极性很高，都觉得温州有
救 了 ，拖 到 现 在 是 这 个 结
果，所以当时接受媒体采访
的 时 候 我 情 绪 也 比 较 过
激。我现在觉得，只要还有
一点可能，我都愿意再出来
做这件事。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今年4月份挂牌，
被认为是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启动的标志。其运作
核心是对当地民间借贷交易信息进行登记备案，
登记的内容包括借贷双方信息、借贷期限、利率、
担保措施、违约责任等内容。旨在减少借贷双方
的法律纠纷和借贷风险，引导民间资金合法有序
的进入到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创业之中。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 名词解释

□新京报记者
张泉薇 北京报道

■ 对话人物

杨嘉兴
67 岁，曾在 1986 年

创办中国首家股份制城
市信用社——温州鹿城
城市信用社，引起一时
轰动。1995 年，根据中
央金融主管部门相关政
策，该信用社改组为“温
州市商业银行”，杨嘉兴
退出。今年5月，杨嘉兴
根据新出台的政策，与
合伙人申请筹建“温州
市农业发展银行”，该计
划迄今未果。

◀杨嘉兴认为，金
改不能完全靠政府部
门，应该由像他这样的
人来带动，因为他们更
了解民间资本，更了解
中小微企业。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