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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之后，有彩虹。 

一路风雨兼程，南京银行的再融彩虹仍触不可及。 

近日，南京银行首披定增方案最新进展:证监会提出十大项20条反馈意见。要求其说
明不良贷款划归、现金流波动、债券投资金额较大、是否存在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
票据、贷款减值核销是否谨慎合规等原因和合理性。 

2017年7月31日，南京银行董事会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掐指算来，时隔两年、经历两修方案、发行对象变更减少、甚至募资缩水24亿元，
南京银行的定增之路仍扑朔迷离。 

为何如此愁楚狼狈，又为何如此执着呢？ 

光芒背后 不良贷款异象

先来看看南京银行的业绩表现。 

2019年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末，南京银行实现营收166.39亿元，同比增长23.2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8.79亿元，同比增长15.07%；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95.50亿元，同比增长115.70%。存款总额8645.98亿元，较期初增
长12.20%；贷款总额5390.12亿元，较期初增长12.21%；总资产1.35万亿元，较
期初增长8.45%。 

表面看，这是一份亮眼成绩单。 

但光芒以后，另一些核心数据也凸显多重隐患。 

截至2019年6月末，南京银行的负债总额12656.64亿元，较期初增长8.69%，信用
减值损失38.61亿元。 

从资产质量看，2015年以来，南京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呈上升趋势。截至2019年上
半年，南京银行不良贷款余额46.0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7.89%；不良贷款率0.89%
，与年初持平；拨备覆盖率415.50%，较上年末下降47.18%。 

业内人士表示，不良贷款增加对银行影响不容小觑，短期降低银行放贷能力，长期
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此外，拨备覆盖率的最佳状态为100%，比率过高会导致拨
备金多余，利润虚降，不利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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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问题在于，南京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低，拨备覆盖率较高，且核销贷款减值准
备金额较高。结合同业可比公司情况，凸显上述“异象”的可疑性。对此，证监会
要求其说明不良贷款率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不良贷款划分是否真实谨慎。贷款减
值核销是否谨慎合规，是否对不良贷款金额的真实性准确性构成影响。 

再来看资本充足率。 

2019年3月末，南京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9.7%，较年初下降0.04%；资本充足率
12.78%，较年初下降0.21%。 

截至2019年6月末，南京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
率分别为8.87%、10.04%和13.11%。 

作为首家资产破万亿的城商行，南京银行的上述数据难言乐观。 

统计数据显示，在A股上市银行中，南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位列倒数第三，
仅高于杭州银行与郑州银行。 

业内人士指出，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最核心的财务指标。近几年，银行业保持持
续扩张，各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下行压力加大，急需“补血”。尤其是南京银行这样
的城商行，通过经营性活动形成的企业资本增长较慢，资本充足率现状更不容乐观
。而指标一旦失守，不但业务扩张受到限制，衍生经营风险也会加大。 

这些压力风险，也成为南京银行执着定增的最好注脚。 

南京银行最新定增方案显示，为满足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水平的监管标准，公司需
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定增潘多拉

只是，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 

一再生变的定增路，似乎已成南京银行的一块心病。甚至由此暴露出更多的衍生问
题。 

2018年7月末，发行预案被否，这是首例被监管部门否决的上市银行再融方案。 

对此，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定增案被否，或与其涉及票据违规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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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南京银行重启定增计划，发行对象从5家减至4家，且进行更换，早期
的太平人寿、南京高科和凤凰集团退出，法国巴黎银行与中烟江苏加入。 

就在人们以为曙光在望时，2019年8月1日，定增再起波澜。 

该行第二大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因个别财务指标未达要求，终止认购定
增股份协议。受此影响，募资总额降至116.2亿元，缩水24亿元。 

宋清辉认为，此次缩水对南京银行带来诸多负面因素，比如股权结构的稳定性等。 

同时，国泰君安邱冠华团队也表示：最近三年，南京银行的估值一直陷入一个怪圈
：即盈利增长强劲，估值却始终提升不上去。究其原因，就是市场诟病其高资本消
耗型的商业模式，地方政府资产比重偏大，风险隐患较大。 

上述评论，并非空穴来风。这从证监会的十大项20条反馈意见中，可见端倪。 

意见显示，最近一期末，南京银行逾期3个月以上贷款未划归不良贷款。 

值得强调的是，早在2018年6月，证监会就已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各银行将逾期90
天以上贷款计入不良贷款之中，逾期90天以上贷款在贷款五级分类中至少计入次级
贷款。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8年末，行业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比例已降至90%以
内。2017年以来，累计处置不良贷款3.48万亿元。促织力度不断加大。 

显然，南京银行的上述举动违反监管精神，也有违趋势发展。 

由此打开的罗生门，也还有更多看点：比如未划归的具体金额、占比情况及原因等
核心问题，有待南京银行作答。 

为何屡屡受罚

难题不止这些。 

南京银行的违规受罚，也是外界关注焦点。 

2018年开年，南京银行镇江分行被罚3230万元。 

2019年，被罚态势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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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南京银行北京西坝河支行因贷款业务违规，被责令改正罚款80万元。 

2019年5月8日，南京银行北京分行违规审批发放贷款，被罚款50万元。 

2019年5月15日，南京银行因作为“17泰州滨江MTN001”主承销商，违反3项市
场相关自律规则，交易商协会最终给其诫勉谈话处分，责令全面深入整改。 

而就在南京银行宣布新定增计划的前一日，2019年5月20日，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因
违规向部分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发放部分个人消费贷款未跟踪检查，连收3张罚
单，合计罚款259万元。 

同日，南京银行还被外汇局点名。 

5月20日，在外汇局通报的17起外汇违规案例中，南京银行上海浦东支行因2016年
2月至3月期间凭企业虚假提单办理转口贸易付汇业务，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相关
规定，被罚款8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5月21日，南京银行宣布新的140亿元定增计划，且已通过
董事会审议。 

面对多次受罚的尴尬，南京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自2018年，监管部门就对该行及
下辖所有分支机构，开展了五年一次的全面现场检查、公司治理专项检查、整治市
场乱象专项检查、营业场所销售行为专项检查、影子银行与交叉金融专项检查等五
项监管现场检查。根据检查结果，监管部门对该行提出相应整改要求，及行政处罚
决定。该行已严格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实施了各项整改工作。 

客观而言，上述表述有态度、有行为，正能量满满。只是实效如何呢？ 

从监管层最新的反馈意见看，南京银行的一些核心隐患仍然存在。在敏感的风控方
面仍需精进。 

业内人士认为，南京银行还需进一步加强内控管理。定增连续生变已对其资本补充
造成不利，如内控方面再现疏漏，很可能对下一步补充资本带来更不利影响。 

1.2亿元贷款逾期

此言，并非空穴来风。 

实际上，南京银行的漏洞行为，已让其受损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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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判决书显示，江苏利华铜业、利华电子、华英物资公司由朱建华
先后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朱建华，总经理为汪亚英。 

为筹集经营资金，朱建华、汪亚英通过虚报抵押物数量、重复提供同一批抵押物，
伪造购销合同、审计报告等手段，多次取得南京银行浦口支行等六家银行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合计2.71亿元，均逾期未能偿还。 

上述六家受害银行中，南京银行蒙受损失最大，逾期未能偿还南京银行贷款达1.2亿
元。 

如此巨额资金能否成功追缴，又能追回多少仍是未知数。但可确定的是，南京银行
的相应损失不会是小数目。 

更遗憾的是，交了学费的南京银行似乎没有做出更多反思。 

2019年10月13日，恒盛地产发布公告称，南京银行向上海鹏晖提供5亿元借款，上
海鹏晖提供财产抵押担保，此次借款期限10年，借款将用作恒盛地产的营运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恒盛地产半年报显示，2019年上半年，该集团获得销售收入约8.87
亿元，同比减少约62.3%；期内亏损约13.75亿元，同比减少约20.24%；母公司拥
有人应占亏损约为13.64亿元，同比减少约18.63%。 

并且，2019年上半年，恒盛地产无新一轮物业分期项目完工，上半年的确认销售收
入全部来自往年已完工物业的销售收入。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一家运营不佳，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南京银行为其贷款的逻辑何在？是否会
有暴雷风险？ 

束行农辞职 

连串问题，拷问着南京银行的风控体系，更拷问着管理制度体系。 

而高管的近期动荡表现，又为南京银行的前景再蒙阴影。 

首先是南京银行行长束行农，因工作调动提前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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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束行农是金融市场的老兵，作为债券行业的第一批交易员，自1994年进
入金融业就在该行工作，亲历了南京银行的发展历程。其曾长期掌管南京银行资金
运营中心，培养了众多债市专业人才。也基于此，南京银行的债券业务地位显赫，
被誉为“债市界的黄埔军校”。 

然而，这样精神导师级的人物，却提前辞职了。 

2019年5月24日，束行农向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辞去南京银行董事、董事会风险
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行长、财务负责人以及公司授权代表
职务。后赴南京新农集团就职。 

公开信息显示，束行农的正常任期截止2020年5月，提前调动着实出乎了市场预料
。 

不过，据内部知情人士透露，该调动早有苗头，“四月份束行长连续走访几家分行
，当时就有猜测说可能是告别演出，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值得强调的是，束行农的离职正是南京银行定增关键时期。 

结合戴娟案，这种衍生考量或许更为凸显。 

2019年2月，原南京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素有“债券一姐”之称的戴娟被带走
调查。 

对此，，南京银行官网回应称，南京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总经理戴娟、资金运营
中心副总经理董文昭，及该行投资机构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雁三人因
个人原因，不能正常履职。 

消息一出，债市震动。 

虽然南京银行强调已指定专人负责三人工作，且不涉及当前该行及鑫元基金业务，
本行及鑫元基金经营管理一切正常。但还是引发不少投资者的担心。 

债市业务对南京银行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公开信息显示，南京银行为首批银行间市
场的债券交易者，也是银行间债券市场首批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首批全国统一同
业拆借市场成员、首家开办结算代理业务试点的城商行，也是首批双边报价商和结
算代理人。 

同时，戴娟自身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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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业内人士表示，“金融反腐是这几年大的背景，其实戴娟只是小人物。”值得强
调的是，作为南京银行的一方大员，戴娟被长期称为束行农的得力干将之一。 

也基于此，市场上有关债市风波的关注声音不断，后续影响显然也是看点所在。 

内忧外患 反思时刻 

显然，定增进程的一再波澜，只是表象。内忧外患下的南京银行，正遭遇多重困境
。 

纵观南京银行这些年的发展脚步，跨区域经营快速推进，先后设立泰州、上海、无
锡、北京等17家分行，191家营业网点。同时，资产管理、投行业务、同业业务等
特色业务发展迅猛，尤其是债券业务可谓一军凸起。 

财报显示，2018年南京银行仅债券投资收入一项就达101.82亿元，占该行营业收
入近两成；债券承销收入达10.69亿，占该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25.88%。 

规模效应、特色业务，让南京银行营利持续增长。不过一路高歌，步履急匆中，也
带来多重隐患。 

一方面，资本充足率承压、风险抵补力下降，急需定增补血；一方面，频收罚单、
业务暴雷、管理层生变，不确定性满满……，内忧外患交织下，不断挑动投资者的
敏感神经，更引发监管层的审慎态度。 

一定意义上说，南京银行已进入问题围城，是否已到关键的反思时刻？ 

2019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作出
部署，主张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
市场。 

也基于此，金融业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随着四新经济蓬勃发展，传统银行业也
在酝酿深刻变革。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等带来的智能化、数字化浪潮大大提升了
企业经营效率，为其系统优化风控、品控，拓展新业务打开巨大空间。 

在此背景下，往期跑马圈地、一味追求短利、规模效应的粗放打法，已然过时。合
规高效、稳健创新、高质量发展，已成行业的新关键词。 

这种行业变局，对银行业、乃至实体经济都是一件利好之事，当然也是南京银行破
解难题的切入点。比如其正在进行的开放银行建设，全力打造的“鑫E家”线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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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平台等。 

如何控速度、调结构、降风险、提质量？不难发现，南京银行正处新旧交替，转型
升级的重要时刻。 

大变局，需要系统大智慧，南京银行及董事长胡昇荣的战略破局自然是重中之中。
目前，南京银行行长之位仍然空缺，这更凸显了当家人胡昇荣的破局重任。 

隐患重重、机遇亦重重，如何驾驭复杂局面，如何稳健破局，铑财将持续关注。 

(责任编辑：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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