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金融监管反腐进行时，有效贷款投放难

题待解

在追赃挽损、清肃流毒、问责追责同时，如何振兴本地经济、修复对

外形象、帮助中小银行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尤为关键。

继河南金融监管反腐风暴后，辽宁近期接连多位监管干部“落马”，

地方中小银行风险案件背后的监管腐败正在被清算。

2022 年中秋节前夕，据银保监会 9 月 9 日消息：辽宁营口监管分局

党委书记、局长朱生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银保监会辽宁

监管局纪委纪律审查，经辽宁省监察委员会指定管辖，营口市监委对



其监察调查；锦州监管分局原二级巡视员姜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接受辽宁监管局纪委纪律审查，经辽宁省监察委员会指定管辖，

营口市监委对其监察调查。至此，近三周内辽宁省已经有六位监管干

部被查或被通报新进展。

此前的 2022 年 8 月 19 日，辽宁银保监局银行机构检查处原处长、

一级调研员初莲萍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同日辽阳银保监分局农村银行

监管科科长刘培铁被查；2022 年 9 月 1 日，辽阳银保监分局原党委

书记、局长郑卫红与辽宁营口银保监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靳松均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这几名干部接连被查，与各自监管的领域及高风

险机构难脱干系。

辽宁省本轮反腐系多部委联合行动，涉及面较广并且力度很大，金融、

政法领域均为反腐重点对象。据 2022 年 5 月官方通报，辽宁省已对

63 名中小银行“一把手”采取留置和刑事强制措施。

在陆续查清中小银行风险背后原因并对相关责任人追责、问责之后，

如何帮助这些银行转型发展、步入正轨尤为关键。

Ⅰ. 营口分局两人相继落马

近年来“落马”的金融监管干部，大部分与所监管领域或机构密切关



注。这次被查的两名监管干部，其任职的监管分局辖内机构也状况频

出。

出生于 1963 年 4 月的朱生辉，现年 59 岁，是辽宁盘山人，党校本

科学历口硬工学位，1981 年 10 月参加工作，1997 年 3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

朱生辉曾在当地人民银行工作 22 年。其中，1981 年 10 月至 1984

年 11 月，他在人民银行盘山县支行工作：1984 年 11 月至 1993 年

12 月，在人民银行盘锦市分行计划科工作：1993 年 12 月至 2001

年 5 月，历任人民银行盘锦市分行计划科副科长、金融管理科副科长、

金融管理科科长，人民银行盘锦市中心支行金融管理科科长：2001

年 5 月至 2003 年 12 月，任人民银行盘锦市中心支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与原银监会“分家"后，朱生辉到了银监部门工作。

2003 年 12 月至 2007 年 9 月，任盘锦银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2007 年 9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朝阳银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2011 年 12 月至 2019 年 5 月，任盘锦银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2019 年 5 月至 2019 年 9 月，任营口银保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2019 年 9 月至今，任营口银保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



由此可见，朱生辉在银保监系统工作的近 19 年中，任职最久的是盘

锦银监分局，前后两段时间合计 11 年左右；其次是朝阳银监分局，

任职四年多；在营口银保监分局任职时间为三年多。

朱生辉任职营口银保监分局期间，营口沿海银行曾一度发生民众集中

取款风波，该行大股东彼时为海航集团，该集团后续已宣告破产重整。

在朱生辉被查之前，营口监管分局的靳松已先行被查并被“双开”。

靳松自 2005 年 8 月至 2020 年 9 月在营口监管分局工作超 15 年，

曾官至副局长，与朱生辉共事过一年半时间。

盘锦银行是盘锦银保监分局的主要监管机构之一，这家资产规模 600

亿元左右的城商行近几年业绩可谓大起大落，还因高管多领薪酬引发

关注。该行 2017 年、2018 年营收、净利润呈下滑趋势：在高管更

迭的 2019 年，营收、净利润又大幅增长 43.7%和 37%；2020 年则

出现了明显“增收不增利"，营收大幅上涨 218.7%的情况下却出现亏

损，应与资产减值计提波动较大有关。

此外，盘锦市财政局 2020 年曾发布《关于整改盘锦银行超规发放薪

酬工作的通知》称，盘锦银行 2016 年至 2018 年度 6 位市管干部薪

酬不应高于 836.46 万元，而实际发放了 1222.09 万元，超标准

385.63 万元。



Ⅱ. 葫芦岛分局姜涛被查

与朱生辉同日宣布被查的姜涛，也曾在营口银保监分局工作九年，后

在葫芦岛分局任职一年零五个月。

姜涛出生于 1962 年 5 月，现年 60 岁，山东莱州人，党校本科学历，

1980 年 12 月参加工作，1986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也是曾在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二一多年。1980 年 12 月至 1985 年 1

月，他在人民银行锦州市城内办事处工作：1985 年 1 月至 1990 年

4 月，在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会计科工作：1990 年 4 月至 2000 年

12 月，历任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会计科副科长、会计科科长、办公

室主任，人民银行锦州市中心支行办公室主任：2000 年 12 月至 2003

年 12 月，任人民银行锦州市中心支行党委委员、工会主任。

2003 年原银监会成立后，姜涛进入银保监系统。2003 年 12 月至

2010 年 4 月，他任锦州银监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10 年 4 月

至 2019 年 5 月，任营口银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2019 年 5 月至

2019 年 9 月，任葫芦岛银保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9 月，任葫芦岛银保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

2020 年 9 月至 2020 年 10 月，任葫芦岛银保监分局党委书记、局



长、二级巡视员：2020 年 10 月至 2022 年 5 月，任锦州银保监分

局二级巡视员：2022 年 5 月退休。

姜涛虽然是从锦州银保监分局到龄退休。但他曾在营口银监分局任

“一把手”九年，与朱生辉是前后任关系，2019 年 5 月姜涛转任葫

芦岛分局“一把手”，朱生辉接棒到了营口分局。此番朱生辉和姜涛

均是"经辽宁省监察委员会指定管辖，营口市监委对其监察调查”。

姜涛或也与营口沿海银行的相关风险有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姜涛在葫芦岛银保监分局仅任职一年零五个月即

被调离，而这一时期恰逢葫芦岛银行的多事之秋。

据此前消息，2018 年 7 月，11 年前因涉案被免职的葫芦岛银行原行

长王学伶官复原职，“他回到葫芦岛银行有一段时间了，并日接下来

有望出任董事长”。此后，该行便进入了各方势力角逐的晦暗时期。

据后续获悉，王学伶回归后不久，就又开始大肆借助职务便利为其在

辽宁银保收局当二级巡视员的关系人刘文义进行利益输送，导致该行

在短短一两年内不良贷款激增。2019 年年报显示，葫芦岛银行资产

额是 1087 亿元，负债额是 927 亿元；不良贷款率是 3.73%，同比

上升 1.97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是 105.37%，同比下降近 50 个百

分点：资本充足率是 10.77%。不过，通过多方确认，上述数据大幅



失真。

王学伶官复原职仅两年后，2020 年 8 月 2 日，葫芦岛银行发布公告

称，该行原行长王学伶因个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王学伶被查后不到一个月，姜涛被调离葫芦岛银监分局，

去了锦州分局。两个月后的 2020 年 12 月，王学伶的“靠山”刘文

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主动投案。

Ⅲ. 贷款投放难题

在密集问责监管干部之前，辽宁省已经在推动中小银行改革化险，较

受市场关注的进展是新设成立辽沈银行。

辽沈银行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获批筹建。2021 年 6 月 7 日获批开

业。据此前消息称，该行主要是吸收合并了原来的两家城商行辽阳银

行、营口沿海银行，辽沈银行筹建组的人员主要来自招行，农行，订

沈银行组建的整休思路是按职业经理人制度选聘高管、按市场化原则

选聘专业人才。

辽沈银行成立后的首份年报已经披露。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末，

该行资产规模为 2250 亿元，但其中贷款只有 138.6 亿元(占总资产

比例为 6%)，交易性金融资产 1715 亿元(占总资产比例为 76%)：负



债规模为 2062 亿元，其中存款为 2000 亿元(占总负债比例为 97%)。

由此可见，该行资产负债分布十分不均衡，负债端几平全部由存款支

撑，而资产端的贷款投放却占比很小，主要靠投资债券、基金等金融

资产维持运营，2021 年净利润亏损近 12 亿元。

由于辽沈银行 2021 年才合并成立，尚无同期可比数据参考，上述资

产分布严重失衡是否与处置历史包袱有关、是否属于银行合并初期的

暂时性问题，尚难以判别。

不过，有在当地工作过的银行业人士表示，信贷投放难在当地比较突

出。通过查阅银保监会数据发现，截至 2022 年 7 月末，辽宁银保监

局辖内银行业(不含大连)资产额 75324 亿元，同比增长 4%，其中各

项贷款余额仅 39989 亿元，同比下降 2.6%：负债额 73735 亿元，

同比增长 6.5%，其中各项存款余额 54217 亿元，同比增长 5.9%。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22 年以来，辽宁省除了 1 月份贷款余额同比微

增外，其余六个月贷款余额同比均是不升反降状态，存贷比(贷款总

额/存款总额)半年内已经由 2022 年年初的 76.5%降至 2022 年 7 月

的 73.7%，下降近 3 个百分点。而全国商业银行监管数据显示，2021

年末存贷比为 79.69%，2022 年二季度末存贷比为 78.44%。

前述银行业人士表示，客观来说 2022 年上半年面临新冠疫情的局部



反复，贷款投放整体都不太容易，但辽宁本地的银行投放难还有其他

深层次的原因。

“市场上一直流传投资不过海关好的招商引资项目几乎很少到东北

这边来，而本地经济又因营商环境较差、人口流出等问题缺乏活力。

我们之前花了挺长时间搞调研和走访，但发现有效的、风险相对可控

的融资需求确实较少，有说法称当地支柱产除了烧烤就是 KTV，有点

夸张，但也反映了一些有效贷款需求不足的情况。"他无奈地说道，"

有些小本买卖个体户压根不贷款，有些则是通过歪门邪道贷了款就没

打算还"。

他续称，目前的监管导向是地方银行应专注本地，禁止异地展业，防

止本地资金被抽走，但有些地方的区域经济不是短期内能改善的，银

行面临两难窘境，"不放(贷款)不行，硬着头皮放又可能会产生不良，

经办人员要被问责"。

地方法人银行的经营发展的确与当地经济相关。近期，上市银行 2022

年中期业绩已经相继披露。据统计，至少有 11 家上市城农商行净利

润同比增长率超过了 20%，其中 10 家在江浙地区，另外 1 家是成都

银行(601838.SH)：但也有银行净利润下滑明显，其中包括东北地区

的哈尔滨银行(06138.HK)同比下滑 42%、锦州银行(00416.HK)同比

下滑 23.5%、盛京银行(02066.HK)同比下滑 8.4%。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地方城商行、农商行本来就应深耕本地市场，

之前有些中小银行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和盈利开展跨区域经营，而本行

的风控和业务资质又跟不上，结果是不仅没有创造更好的经营业绩，

反而暴发了各种风险案件，深陷泥潭。“银行本来就是经营风险的机

构，打铁还得自身硬。南方省份的经济是活跃。但当地银行数量明显

已经很饱和并且竞争十分激烈，这些东北的小银行去南方有何竞争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