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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民营企业对于经济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近年来普惠金融

不断发展，颇有成果。县域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带，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推动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本文以江苏长江商业银行为例为普惠金融在县域地

区的发展寻找发展启示和建议，该银行作为一家总部设立在县域的银行一直深耕小微企业，本文通过

SWOT分析法分析得到江苏长江商业银行有着企业定位明确、下沉服务特色、稳定性优良的优势，也有

着信贷风险高、创新力不足、品牌效应弱的劣势。并结合分析结果提出了充分利用发展小微企业多年的

经验与信息加强数字化进程与下沉式服务相结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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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all know, private enterprises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economy and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inclusive finance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achieved considerable results. The county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economy is an im-
portant part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This paper takes Jiangsu 
Changjiang Commercial Bank as an example to find development inspiration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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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county areas, as a bank headquartered in the county, it has been 
deeply engaged in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at Jiangsu Changjiang Commer-
cial Bank has the advantages of clear corporate positioning, sinking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and excel-
lent stability, but also has the disadvantages of high credit risk,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nd weak 
brand effect.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experience and information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for many years, and strengthen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process and sink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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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5 年联合国提出了普惠金融这个概念，普惠金融指的是所有阶级和民众都能够在没有价格以及非价

格的障碍的条件下获得便利、安全的服务的体系，其重点在于让社会里需要金融服务的各层面群体，特别

是那些低收入的小微企业，城镇以及农村的居民都能够得到金融服务。从国内促进共同富裕政策的实施，

以及推动社会和谐角度来说，我们必然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1]。我国自从接触到普惠金融这个概念之后，

对其就十分重视，并在国内广为宣传。国内先是由焦谨璞副局长向人们定义了什么是普惠金融，十八届三

中全会，我国又把普惠金融确定为国内金融改革的重点，并且近年来普惠金融也已经逐渐落实到各个地方，

在各地有着创新性的成果。201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我国再一遍强调发展普惠金融的意义，首次提出

了“建设普惠金融体系”，指明了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2021 年 IFCFI 高峰对话中，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会长李东荣强调普惠金融一定要与实际结合，符合基本规律的，特别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国内外各学者都强调了普惠金融对于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的重要意义，普惠金融的实施对于国内国

外政策的推进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有利于国家政策贯彻、落实到各地方。当前虽然普惠金融比起提

出之初已经进行了一些改进和发展，但是在特色化、差异化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县

域银行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但是对于县域银行来说普惠金融的产品接触和使用效用都相

对落后。同时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互联网技术对于普惠金融的意义越来越大，所以关于普惠金融数字

化、科技化的建议也广泛被提及。 
但是国内外学者对于普惠金融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于普惠金融进行研究分析，下沉研究特

别是对江苏县域银行的深入研究存在不足，结合具体案例运用 SWOT 模型分析较少。本文以地处江苏县

域的长江商业银行作为案例，研究县域银行如何在当前形势之下更好地优化服务和改进模式，探寻以上

问题的解决途径。 

2.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2.1. 长江商业银行简介 

该银行是一家规模为中小型的商业银行，总行位于长三角中部的一个名为靖江的城市。长江商业银行

2008 年开业，是江苏省内第三家的城市商业银行，并且是江苏省内第一家总行设立在县域的商业银行。 
该银行的前身是某城市信用社，自 1997 年以来的城市信用社整顿活动清理了 200 多家城市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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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靖江的长江商业银行的前身因为其在当时业绩表现突出，中国银行总行并没有对其进行清理，2003
年，长江商业银行前身逐渐完善自身的制度，并增加投资扩张规模，成功地生存了下来，是江苏省内唯

一一家生存下来的城市信用社。 

2.2. 长江商业银行普惠金融模式 

长江商业银行的主要普惠金融模式是下沉式的普惠金融，小微企业数量相比较大型企业更多，而且

分散的也更广，有着零碎化的特点[2]。针对这样的特点该银行创新性地形成了区域网格状的服务路径，

选择把一片大的区域分散成一个一个小的网格，然后安排客户经理固定在划分的网格之中，各个经理在

各自归属的网格之内对其中的客户进行服务、交接。部分长江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信贷产品见表 1，该银行

针对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特点，结合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经营实际设计了创业贷、助业贷、兴业贷

等系列小微信贷产品。在介入合作的初期重点支持各个处于上升期的小微企业、保持支持平稳期小微企

业，并为高峰期小微企业提供各色综合金融服务，形成覆盖各个生命周期的产品体系。 
 
Table 1. Inclusive financial credit products of some banks 
表 1. 部分银行普惠金融信贷产品 

贷款名称 主要特点 使用群体 基本条件 

长江创业贷 

1) 无经营年限要求 
2) 创业可申请支持 
3) 可以申请无还本续贷 
4) 多种还款方式 

1) 创业期间需支持的小微

企业 
2) 创业的个体工商户 
3) 创业的具有经营背景的

自然人群体 

1) 信用良好 
2) 有相应的担保措施 
3) 符合本行规定的行业准入政

策 

长江二押贷 

1) 已在其他行办理按揭示

还清的个人商品住房可以再

次办理 
2) 借款年限长达 6 年 
3) 可选择多种还款方式 

已在其他银行办理个人住房

按揭正常还款期在 1~2 年的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具有

经营背景的自然人群体 

1) 有可供再次抵押的个人按揭

房 
2) 从事主业经营 6 个月以上 
3) 有固定场所、经营质态 
4) 符合本行规定的行业准入政

策和其他准入条件 

长江信融贷 1) 无需担保人、抵质押物 
2) 最快 24 小时到账 

1) 缺乏抵押物、担保人的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2) 具有季节性、紧急性短期

流动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 
3) 担保能力不足以满足用款

需求的优质信贷客户 

1) 从事主营业务 12 个月以上 
2) 有一定资本积累，经营质态

优质 
3) 符合规定的行业准入政策以

及其他准入条件 

房产抵押贷款 

1) 以具有自由产权的住房、

门面房、厂房抵押 
2) 授信期内资金循环使用，

随借随还、按时计息 

具有自有产权房地产的大中

型企业、小微企业与个体工

商户抵押 

1) 具有可抵押的、双证齐全的

住房、门面房、厂房 
2) 从事主营业务 12 个月以上 
3) 有一定资本积累，经营质态

良好 
4) 符合我行规定的行业准入政

策以及其他准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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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 SWOT 分析 

利用 SWOT 分析法，可以系统性剖析银行当前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所存在的威胁，既包含内部环

境的情况又兼顾了外部环境。有助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并提出有利的建议，促进未来的发展。 

3.1. 优势分析(S) 

3.1.1. 企业定位明确(S1) 
该银行从创立之初就有着明确的企业定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小微企业和个体身上，与现在市面

上的大银行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企业特色。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继续深耕小微的土地，在持续的发

展中针对小微企业设立了一系列的特色产品，满足客户需求，在多年的发展中有着比较成熟的运营经验。

在普惠金融方面的投入更多，经验更充足。 

3.1.2. 下沉式特色(S2) 
针对客户的需求，该银行进一步下沉服务定位，进一步扩大覆盖，使得乡镇、农村都能够获得及

时的服务，并多次举办农商会，深入了解当前农户和小微企业的需求，提高服务可得性，降低服务门

槛。 

3.1.3. 银行稳定性优良(S3) 
财务稳健性的增强是银行稳定运营的重要保障。长江商业银行近三年贷款情况见表 2，随着近三年不

良贷款率的降低和拨款覆盖率的提升，银行的财务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这有助于银行在吸引投资者、

获取低成本资金以及扩大业务规模等方面占据有利地位。 
 
Table 2. Three-year loans 
表 2. 三年贷款情况 

年份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不良贷款率 1.36% 1.30% 1.28% 

拨款覆盖率 188.29% 200.20% 205.68% 

3.2. 劣势分析(W) 

3.2.1. 金融服务创新能力不足(W1) 
该银行仍然主要以传统银行服务模式为主，获取信息的渠道在线上方面有所不足，企业内部金融科

技化水平较低。在智能化、线上化银行新模式的创新疲软，产品和服务都比较单一。而当前普惠金融的

发展都向着科技化方向迈进[3]，但是长江商业银行在这方面和别的商业银行推出的线上十分同质化，有

着相似的服务，缺少创新点，基本是利用手机电脑端实现线上金融自助。 

3.2.2. 品牌效应不足(W2) 
长江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总行设立在县域的中小型商业银行，比较于国有、大型银行，品牌效应明显

不足。大型银行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与品牌效应，资源也更加充足[4]。长江商业银行虽然

在个别地方通过广泛宣传有着一定的用户基础，并且从设立之初就定位在小微企业上，但是近年来在国

家的呼吁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大型银行都踏足普惠金融领域。普惠金融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型银

行凭借品牌方面的优势在市场上吸收了很多的用户，长江商业银行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在逐渐降低，需要

打造属于自己新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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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机遇分析(O) 

3.3.1. 所处地区金融形势优良(O1) 
长江银行位于江苏省内，江苏省是全国范围内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2023

年江苏生产总值达到 128222.2 亿元。第一产业增长了 3.5%，增加值 5075.8 亿元、第二产业增长 6.7%，

增长值 56909.7 亿元、第三产业增长了 5.1%，增长值 66236.7 亿元。江苏省内有五个城市 GDP 过了万亿

达到大关。 

3.3.2. 国家政策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O2) 
我国在 2016 年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这标志了我国对于普惠金融的支

持和重视。规划中设立了我国提高金融产品覆盖率、人们对金融产品的可得性与满意度方面的蓝图，也

进一步明确了普惠金融工作的重点是满足那些农民、小微企业、老年人、贫困群体等一些之前金融服务

没有充分辐射到的人群。2019 年起我国进一步对普惠金融机构进行降准，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并适时预调

微调，落实降低实际利率水平措施，及时运用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更多用

于普惠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5]。 

3.3.3. 银行数字化改革(O3) 
当前全社会进行的数字化转型给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重塑带来了一定的机遇[6]。现在互联网金融的

概念盛行，与传统的金融模式不同，结算业务、支付业务、消费模式相比较以前都有了很大的改变，银

行本来的支付结算地位在这种环境下受到了威胁，走向了转型之路。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规模近年来是

一直不断增长的，尽管市场大部分是由微信和支付宝控制的，但是移动支付需求增长也扩大了银行客户

的资源。银行发展的大趋势都号召注重数字金融、科技金融，多家银行顺应潮流推出特色金融产品，金

融产品不断进行着创新，技术也越来越完善。 

3.4. 挑战分析(T) 

3.4.1. 经济下行压力大(T1) 
2021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积极评价了过往时期，特别是疫情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与成

就，还敏锐地指出了当前经济体系所面临的“三重压力”：中国经济目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不足、预期

转弱。“三重压力”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风险与挑战，供给冲击会影响结构问题，需求收缩会引发总

量问题，而预期转弱会引发信心问题并会进一步加剧供给冲击和需求收缩[7]。 

3.4.2. 行业竞争压力大(T2) 
以大型商业银行与股份制银行为核心引领，城商行及农商行稳占一席之地，共同维系着银行业竞争

态势的均衡。上市银行凭借其庞大的资产规模，几乎占据了市场的八成份额。 
同时，互联网贷款监管政策的持续强化，可能为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零售信贷领域的布局开拓新的

增长点，促进业务多元化发展。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商业银行面临战略规划与管理能力的双重考验，

大型银行推出的各色线上小微信贷产品见表 3，大型银行凭借其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深厚投入与人才储备

优势，有望进一步巩固并扩大其市场领先地位，为行业树立新的标杆。长江商业银行竞争加大。 

3.4.3. 利率市场化(T3) 
我国正在推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现在市面上的金融机构的贷款定价都在往市场化的方面发展，这

些势必会给一些产品创新能力不足、资金比较于大型商业银行的中小银行带来挑战。国内对于贷款的管

控也随着经济而不断加强，银行为了达成业务上的目标，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提高用户存款利息，使得银

行自身负担加重，从而使得银行的利润空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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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Online small and micro credit products of some banks 
表 3. 部分银行线上小微信贷产品 

银行 品牌 产品 担保方式 

建设银行 小微快贷 

信用快贷 信用 

抵押快贷 抵质押 

质押快贷 抵质押 

平台快贷 信用 

工银制造贷 信用 

工商银行 工商小微金融 

工银科创贷款 信用 

工银政采贷 信用 

工银兴农贷 抵质押 

银税贷 信用 

中国银行 中银企 e 贷 

抵押贷 抵质押 

信用贷 信用 

线上税融通 信用 

交通银行 特色线上融资 

线上抵押贷 抵质押 

线上优贷通 均可 

微贷捷 信用 

农业银行 普惠额贷 
抵押 e 贷 抵质押 

链捷贷 信用 

4. 长江商业银行发展策略 

针对上文 SWOT 分析，对于长江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模式发展有着以下几点建议。 

4.1. 提高普惠金融产品创新科技性 

在当前的环境下，缺少创新力是长江商业银行一大明显的弱势，不仅阻碍了优势的发挥，而且很难

满足客户的需求。所以长江商业银行应该利用好当前不断发展的金融科技，让自己的产品有着多元化的

特色，针对客户的需求做好技术性工作，挖掘创新型人才，弥补自身的缺陷。可以合理借鉴一些大型银

行的金融产品，提高自己产品对于用户的覆盖率。而且现在处于大数据时代，长江商业银行要抓好时代

特色，利用好一些宝贵的渠道，对自己的目标客户从多个角度多个渠道进行信息整理和分析，在用户评

价方面也要做好用户细分工作。对不同需求的用户匹配与他们相适宜的各色产品，提高用户对于银行的

满意度。金融服务也要进一步走向智能化、便利化，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客户的时间和精力，也可以降低

银行自身的服务成本。具体措施如下。 

4.1.1. 强化金融信息挖掘整理能力 
长江商业银行在多年深耕小微企业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一手的信息，这是该银行一种重要的无形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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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该银行需要基于已经拥有的独特数据，建立起自身的数据分析系统，深入挖掘各个小微企业与三农

的客户特色，引入大数据分析系统，进行分类整理。在风险控制方面也要通过对客户信息的整理收集，

建立客户的资料库，利用科技对客户的风险度进行更为准确的估计。 

4.1.2. 建立农村电子地图 
长江商业银行在多年深入农村，深入各个乡镇的过程中，对客户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多的了解，现在

大数据时代，长江商业银行可以把各个乡镇的情况归纳后建立农村普惠金融电子地区，总结各个乡镇的

产业特点，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不断提高普惠金融的线上化水平。 

4.1.3. 云平台的建设和转型 
长江商业银行可以进行云平台的建设和转型，以 IT 设施为基础，提高云平台的技术水平，并且凭此

推动提升普惠金融的业务水平，使普惠金融具有敏捷交付、灵活调度与对于客户准确估计的各种能力。

在平台建设方面继续完善现有的积分商城，个人网银和小微商户的部分，并在小微企业领域可以推出面

向农村的特色电子服务，提高目标客户的使用便捷度。 

4.2. 提高抗风险能力 

长江商业银行自身的特色和用户定位，决定了该银行的信贷风险较高，而且规模比较小，抗风险能

力比较起来不足，以及在放贷后管理的部分也需要加强。长江商业银行一直以为注意下沉式的服务，深

入客户进行调查研究，但是在销售时存在为了满足小微企业的需求而忽视一些成为不良贷款的风险。业

务活动不仅要追求数量，更要在质量方面做好把控。 

4.2.1. 强化金融信息挖掘整理能力 
对风险的把控需要在事前、事中、事后这几个部分进行监督控制[8]，对长江商业银行来说要求工作

中注意对风险的考察和熟悉。在发放一笔贷款前要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调研。对于普惠金融这种金融

模式，要注意营利性，推动普惠金融发放时不仅要扩大发放的人数更要在业绩之外关心所发放的每笔贷

款的可能含有的风险，以后是否可以正常地进行回收，所发放的贷款有没有成为不良贷款的可能性这些

科学的判断。 
在借贷之中也要始终保持跟进客户状态，对客户所提交上来的材料进行多轮仔细地筛查，了解客户

的实际经营情况，以防出现材料与实际不相符的情况。在贷后管理角度，长江商业银行作为一家中心在

小微企业的中小型银行，贷后严格地管理必不可少，需要定时定期地检测企业资金流向。如果出现了客

户逾期的问题，银行相关管理人员要保持跟进追踪调查。在贷后管理方面上长江商业银行做得是不足的，

没有专门的部门来负责这一块内容，大量的普惠金融业务的贷后求偿比较难。所以长江商业银行应该设

立专门部门来完善普惠金融的风险防控。对不同的用户采取差异化的方案，做到贷前仔细调查、贷中保

持跟进、贷后审查监控。 

4.2.2. 多层次金融担保 
小微企业有着担保能力偏弱的天然劣势，商业银行一般对小微企业发放的贷款有着小、散的特点[9]。

长江商业银行可以建立科学的贷款担保系统，形成面向小微企业的多层次担保体系。长江商业银行应该

与一些商业担保服务机构进行适当的合作，为普惠金融这方面提高保障性，长江商业银行可以利用这些

机构的数字分析结果对小微企业精准衡量，提高业务的保障性。 

4.3. 差异化服务特色 

经济发展快速的江苏地区，普惠金融理念已经深入贯彻到各大银行的战略之中，长江商业银行需要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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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新的品牌特色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来满足新的需要。面对长江商业银行重点关注的小微企业、农业单

位、个体经营者，要保持住自身有的特色，在原来有沉式服务特色之外，建立对不同服务对象的细化分类、

大数据调研，根据不同需求的顾客打造专属的服务和产品，以客户为中心提供线上线下联合服务。 

4.3.1. 利用信息优势发展产品差异化 
长江商业银行之前深耕小微企业多年，对于各个地区小微企业的发展情况有着自己独特的信息优势，

在之前从创立之初就有的与小微企业的合作中，拥有了比一般的银行更丰富的信息。银行可以利用自己

已经获得的信息优势，对自己的客户群体进行整理分类。重点服务涉农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根据银

行拥有的信息，针对现有的客户与潜在客户的情况与分类特征，避免实施“全覆盖”，打造各具特色的

产品。 

4.3.2. 坚持区域网格化的服务特色 
长江商业银行实施的区域网格状的服务路径，要每周定期地安排银行人员在范围内进行走访与提供

服务，走访询问调查各个地区企业的需要。并在各个乡镇的小微企业集中区域设立安排更多的宣传栏位，

有助于打通普惠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4.3.3. 深入发展下沉式服务特色 
长江商业银行要持续定期进行银农会的活动，并进一步结合一站式的服务特色，银农会的对接让很

多养殖户和农民对银行有了更多深入的了解，很多对普惠金融不甚了解的群体借由这类活动在资金困难

的时刻有了更多的选择，契合三农客户的需求“短、快、急”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银农会充分利用当前互

联网的普及，把农村的需求与金融结合打造金融平台，提高这部分客户的体验感，为农村客户提供线上

线下结合的服务，让农村的群众通过手机的线上平台，享受一站式服务，这样不仅可以挖掘潜在客户，

也可以持续跟进客户需求，提高客户黏性，提高服务的便利性。 

5. 结论 

普惠金融进入我国之后结出了丰盛的果实。本文关注县域银行普惠金融的发展，以长江商业银行为

例，以 SWOT 模型深入研究后，针对长江商业银行当前创新能力不足的弱势进一步暴露、风险有所上升、

竞争力不足等问题，提出了利用下沉式服务积累的经验与金融科技结合、在事前事中事后多层次风险防

控与合作进行金融担保、坚持并改进下沉式服务实现差异化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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