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银行调整交易限额情况

调整起始时间

2025年1月

2025年1月

2025年1月

2025年1月

2024年12月

机构

桐城农商行

昆仑银行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

山西介休农商行

天津滨海农商行

调整内容

部分“睡眠账户”手机银行单笔交易限额和单日交易限

额将被下调为2000元

持续进行保护性调整账户非柜面渠道限额及笔数

动态调整相关账户交易限额

调整长期不动账户支付限额

调整账户非柜面支付业务限额

慈玉鹏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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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建杭 北京报道

金融改革正在成为推动农村

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5年伊

始，江苏省农村金融体系改革迈出

了关键一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示

关于筹建江苏农村商业联合银行

（以下简称“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的批文，根据批文要求，筹建工作

小组需在6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

江苏省内某农商行人士对《中

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目前江苏农

商联合银行的筹建工作主要由省

联社方面在推进，未来会具体涉及

省农信系统内行社（农商行、信用

社）如何调整暂时还没有明确文

件，但联合银行组建对基层行社的

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2024年已有多地省联社改革

成果落地，四川农商联合银行、广

西农商联合银行、海南农商银行纷

纷挂牌开业。此外，还有多地公

布了省联社改革计划，如贵州、湖

北、江西等提出将组建省级农商

联合银行。

4.4万亿江苏农商联合银行筹建 一批万亿级联社“接踵而来”

新增银行牌照

2024年9月，江苏省联社审议

通过了《江苏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方案》相关提

案，决定在江苏省联社的基础上组

建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此次监管

批复同意江苏农商联合银行筹建，

标志着江苏农信系统及江苏省联

社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不少农信社改制成为农

商行后，如何有效解决省联社“行

政化”管理与农商行“商业化”运

作之间的匹配问题，成为当前推

进各地省联社改革的关键议题。

作为国内农信系统中首家成立的

省联社，江苏省联社的改革备受

业内关注。这一改革不仅关乎江

苏省联社的转型，也为全国农信

系统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江苏省联社官网信息显示，

江苏省联社股权由该系统内60家

农商行共同持有，每家农商行持

股约1.67%。

公开信息显示，江苏省农信系

统内 60 家农商行中，常熟银行

（601128.SH）、紫金银行（601860.

SH）、无锡银行（600908.SH）、张家

港 行（002839.SZ）、江 阴 银 行

（002807.SZ）、苏农银行（603323.

SH）6家农商行在国内主板上市，

除江阴银行资产规模超1500亿元

外，其他5家农商行资产规模均超

过2000亿元。此外，另一家农商行

如皋银行（871728）在新三板上市，

截至2023年年底，该行总资产规模

为772.16亿元。除7家上市农商行

之外，江苏省联社辖内的其余53家

农商行资产规模均超百亿元。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认为，对于一个拥有6家主板

上市农商行、1家新三板上市农商

行的省份来说，江苏省辖内的农

商行实力较强，如何有效整合6家

上市农商银行资源、实现协同发

展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目前，江苏农商联合银行筹建

工作小组尚未对外公布改革的具

体方案。“根据目前已知情况，在组

建农商联合银行之后60家行社暂

时不会进行资产并表处理，目前的

清资核产是理清省联社层面的资

产，并没有涉及辖内行社的资产核

查。”江苏省内某农商行人士告诉

记者，“后期不排除有农商行可能

会退股省联社，由国资入股江苏农

商联合银行的组建等情形，但未来

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文件指示。”

对于江苏农商联合银行的组

建进展，部分江苏省内农商行作出

回应。常熟银行方面表示，目前常

熟银行仍是省联社的股东之一，具

体的农商联合银行组建工作由省

联社方面在筹备；无锡银行方面表

示，暂时未接到需参与组建农商联

合银行的文件；张家港行方面表

示，对于省联社改革进展暂不清

楚；江阴银行表示，目前没有收到

需参与组建的通知。此外还有多

位江苏省内银行也对记者表示“暂

未接到组建相关的通知”。

近两年来全国各地加速推进

农信联社改革，主要出于两方面

原因：首先是化解中小金融机构

风险，省联社改革因地制宜地为

农信机构稳健经营发展提供了更

有力的平台支持是首要原因；其

次是有助于理顺股权结构，完善

内部治理，提升经营效率。此前

业内就已指出各省联社和下级行

社之间的管理关系一直备受关

注，农商行作为省联社的股东方

持股省联社，但在高管任命方面

却要被省联社管理，出现股权和

管理权倒置，降低了银行机构的

经营效率。

记者了解到，目前江苏省联

社对辖内农信系统承担如派驻高

管及其他管理职能，省内部分实

力较强的农商行的业务经营具有

较强独立性。

从此前已组建完成并开业的

农商联合银行的经验来看，农商

联合银行组建后，在理顺省联社

管理职能之外，对辖内县域农商

行的独立法人地位、自主经营影

响有限，最直接的影响是省农信

系统新增一张银行牌照。

兴业研究报告指出，各地区的

省联社犹如隐形的“超级农商

行”，华东华南片区省联社管辖资

产规模普遍超 2 万亿元，中西部片

区联社资产规模也在 5000 亿元—

10000 亿元之间，超越传统城商行

体量。以近期官宣筹建的江苏农

商联合银行为例，江苏省联社官网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末，全

省农商行系统各项存款余额 3.83

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3.06 万亿

元，居于省内银行同业首位。

记者梳理各省农信系统资产

规模显示：截至2024年4月末，浙

江省农信系统各项存款余额 4.74

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3.62 万亿

元，连续多年保持全省银行业和全

国农信首位；截至2023年年末，广

东省全省农商行总资产4.62万亿

元，各项存款3.57万亿元，各项贷

款2.53万亿元；截至2023年年末，

山东全省农商银行各项资产总额

3.53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2.83万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88万亿元，

其中，涉农贷款余额9526.6亿元，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9451.8亿元；截

至2023年11月末，河南农商行系

统共有135家市县农商银行（农信

联社），资产总额2.42万亿元，存款

余额2.05万亿元，贷款余额1.19万

亿元；截至2024年3月末，山西农

信系统资产总额1.878万亿元。

对于资产规模较大的农信系

统来说，农信系统改革是我国金融

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健

全金融服务体系、维护经济金融安

全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2023 年国务院 15 号文，强调

“以省为单位制定中小银行改革化

险方案”，“以转变省联社职责为重

点，加快推进农信社改革”。

公开信息显示，各省农信系统

改革纷纷落地。目前已有 6 家农

村商业联合银行获批成立，分别为

浙江、河南、山西、四川、广西以及

此次获批的江苏农商联合银行；以

及三家“统一法人模式”省级农商

行获批成立，分别为海南、辽宁以

及内蒙古三家统一法人农商行。

不同省份因地制宜选取不同

模式进行改革，联合银行模式和

统一法人模式是目前农信选择较

多的模式。

不同的改革模式面临各自难

点，联合银行模式下，新组建的农

商联合银行面临管理复杂性以及

辖内不同农商行的资源整合的难

题。此前业内对于该模式争议点

在于，如果辖区内农商行发展水平

不均衡，在成立农商联合银行后，

是否会出现大型农商行把持经营

决策权，而小型农商行的利益无法

保证的情况。而统一法人农商行

模式下，需要特别关注可能出现的

省（区）政府所属企业或者其他企

业作为农商行的大股东的控股情

况，避免新机构偏离服务“三农”的

政策要求。

目前已经改革落地的各省农

商联合银行、统一法人农商行的注

册资本规模显示，浙江农商联合银

行和山西农商联合银行注册资本

金分别为 50 亿元，广西农商联合

银行注册资本金为 26 亿元，四川

农村商业联合银行注册资本金为

220亿元；三家农商行省级农商行

的资本规模分别为辽宁农商行注

册资本规模207亿元，海南农村商

业银行注册资本金220.21亿元，以

及内蒙古农商银行目前正在筹建

当中，拟募股 560 亿元（最终以监

管批示为准）。

联合银行模式和统一法人模式是目前农信选择较多的模式。

如何有效整合6家上市农商银行资源、实现协同发展是一项具有

挑战性的工作。

农信改革持续深化

个别银行“睡眠账户”单日交易降至2000元 正常交易不受影响

本报记者 慈玉鹏

北京报道

近期，部分银行

交 易 限 额 再 收 紧 。

多家银行公开表示，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

于加强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诈骗违法犯

罪的工作部署，将结

合客户交易情况，调

整相关账户交易限

额。有银行将部分

“睡眠客户”单日交

易限额由 50 万元以

上下调至2000元。

《中国经营报》

记者了解到，当前多

家银行收紧手机银

行交易限额，一是加

强消费者保护，为用

户资金安全提供保

障；二是响应监管部

门要求，加强反洗钱

监管。2025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洗钱

法》（俗称新《反洗钱

法》）正式实施。为

进一步推动反洗钱、

反诈骗，金融监管需

增强反洗钱技术手

段与能力、加强国际

合作与交流、加强监

管协调与合作；而金

融机构则需进一步

健全内部控制体系、

加强交易监测与分

析能力。

交易限额再收紧

近日，某农商行在官微发文称，

对于近一年无交易且单日限额大于

50万元的该行签约个人手机银行客

户，于2025年1月20日开展手机银行

单日限额调整工作。具体调整为，上

述客户的手机银行单笔交易限额和

单日交易限额调整为2000元。

该农商银行表示，上述客户如

需继续使用个人手机银行且保持交

易额不下调，可在1月16日前联系

该行营业网点进行使用确认。

某西北地区城商行1月10日发

文表示：“根据账户分级分类管理要

求，我行结合您的账户使用情况，持

续进行保护性调整账户非柜面渠道

限额及笔数。如调整后不能满足您

的正常使用，需要提升账户交易额

度，可通过柜面、客服电话、网点电

话、联系客户经理等方式申请调额，

我行将依据您提供的信息与您约定

合理交易限额。”

另一家国有银行天津市分行于

近日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动态调整个

人银行结算账户交易限额的公告。

公告指出，将结合客户交易情况，动

态调整相关账户交易限额。如调整

后的交易限额无法满足需求，客户

可以发起提额申请。

中国银行（601988.SH）研究院中

国金融团队主管李佩珈表示，当前多

家银行下调手机银行交易限额主要

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加强消费者保

护，为用户资金安全提供保障。近年

来，电信诈骗案件频发，诈骗手段日

益复杂多样。“睡眠账户”因长期未

使用，容易成为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

目标。一旦被不法分子获取并利用，

可能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大

额转账之类的操作，给用户带来巨大

财产损失。通过下调其手机银行交

易限额，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诈骗分

子的大额转账行为。二是响应监管

部门要求，加强反洗钱监管。

2024年11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洗钱法》已于2025年1月1日开始实

施。根据要求，商业银行需要加强对

各类账户的管理和风险防控。下调

手机银行交易限额，有助于银行更好

地监控和防范洗钱风险，避免因账户

管理不善而面临监管处罚。

苏商银行高级研究员杜娟表

示，从具体操作上看，新《反洗钱法》

进一步细化了银行的反洗钱义务。

一是对银行客户尽职调查提出更高

要求，细化履职义务、强调银行开展

客户尽职调查的主要情形、延长客

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的保存期限

等；二是新增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

和洗钱风险定期评估制度；三是赋

权金融机构建立洗钱风险管理措

施，强调风险管控措施的合理性要

求，例如“对存在洗钱高风险情形

的，必要时可以采取限制交易方式、

金额或者频次，限制业务类型，拒绝

办理业务，终止业务关系等洗钱风

险管理措施”；四是新增对于“新技

术”“新产品”“新业务”带来的洗钱

风险评估要求；五是细化大额交易

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要求；六是要

求根据需要建立相关信息系统，强

调技术在反洗钱管理层面的应用；

七是提高了对金融机构相关违法行

为的处罚力度，增加了违法违规的

类型、提高了对董监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的罚款上限。

上海大学科技金融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陆岷峰告诉记者，新《反洗钱

法》的实施对银行业务产生了深远

影响，不仅强化了银行的社会责任，

还推动了业务流程的优化与升级。

在短期内，银行须应对合规成本上

升、客户体验调整等挑战，但从长远

来看，这一法规为金融体系的稳定

与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具体

而言，新《反洗钱法》带来了以下影

响：首先，账户管理更加严格。银行

需清理“睡眠账户”和低活跃账户，

并通过下调手机银行交易限额措施

降低账户被不法分子利用的风险，

这在提升安全性的同时优化了资源

配置。其次，客户身份核验要求升

级。银行须加强开户流程中的多维

度身份验证与动态监控，尽管增加

了合规成本，但有效防范了虚假开

户与身份盗用行为，提升了金融体

系的安全性。此外，交易监控力度

显著加大。

反洗钱治理力度加大

1月，多家中国人民银行地方分

行召开2025年工作会议，提及加大

反洗钱治理力度。

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12月份

至今，多家银行、保险等机构因反洗

钱不力及其他原因被处罚。例如，

2024年12月公示广东省7家农商行

因违反反洗钱业务管理规定及其他

原因被处以罚款。

如何进一步做好反洗钱工作？从

金融监管的角度，李佩珈建议，首先需

要增强反洗钱技术手段与能力。新技

术的快速发展使洗钱手段更加复杂多

样。虚拟货币、移动支付、跨境电商等

新兴金融领域具有交易便捷、匿名性

强等特点，容易被洗钱分子利用，给反

洗钱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需要金融监

管部门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监管能

力，并指导金融机构完成。其次需要

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全球化背景下，

洗钱活动往往具有跨境、跨地区的特

点，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反洗钱合作与

交流。我国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中，还存在信息共享障碍、法律制度差

异、执行打击难度大等问题，影响了跨

境洗钱案件的查处和防范效果。再次

加强监管协调与合作。反洗钱涉及多

个监管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监

管标准等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与沟

通，形成监管合力。

从银行角度来看，李佩珈建议，首

先要健全内部控制体系，优化业务流

程。明确各部门和岗位在反洗钱工作

中的职责和权限，对开户、转账、跨境

交易等易被洗钱利用的业务环节进行

全面梳理和优化，将反洗钱要求融入

业务操作的各个环节。例如，对“睡眠

账户”可通过下调其交易限额方式促

使部分用户主动清理或激活账户。其

次要加强员工培训与教育，强化客户

尽职调查。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的反

洗钱意识和合规意识，使其熟悉反洗

钱工作的流程和要求，掌握可疑交易

的识别方法和报告程序。严格执行

“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对客户的职业、

收入来源、经营状况、交易目的等信息

进行调查，以确保客户身份的真实性

和合法性。再次要加强交易监测与分

析，及时报告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通过设置交易金额、交易频率、交易对

手等多维度监测指标，及时发现异常

交易和可疑交易行为，并及时报告大

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陆岷峰告诉记者，为构建安全、

高效、可信赖的金融生态环境，需从

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治理措施。一

是加强数据共享与跨机构合作，建

立全面的数据共享平台，推动跨境

支付数据的共享与监管合作，以高

效识别潜在风险。二是优化金融监

管技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手段，提升对可疑资金流动的监

测和分析能力，从源头遏制诈骗资

金流转。三是应提高受害者资金追

踪和冻结效率，完善银行间资金异

常流动监控系统，建立快速反应机

制，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四是强化

新型金融工具监管，完善数字货币

监管框架，规范虚拟资产交易，防止

犯罪分子利用新工具逃避追踪。五

是，公众金融知识普及亦不可忽视，

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提升公众对诈骗

手法和反洗钱操作的认知水平，从

源头降低犯罪成功率。六是需加强

金融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严格惩

治金融机构未尽保密义务的行为，

督促其履行合规责任，构建坚实的

防控体系。“这些措施的综合实施，将

有力遏制洗钱与电信诈骗行为，切实

维护金融系统安全与公众利益。”

新《反洗钱法》生效，多举措打击电信诈骗

目前已落地

省联社改革

情况

内蒙古农商行

拟560亿元

海南农商行

220.21亿元

四川农商联合银行

220亿元

辽宁农商行

207.89亿元

河南农商

联合银行

60亿元
浙江农商

联合银行

50.25亿元

山西农

商联合银行

50亿元

广西农商

联合银行

26亿元

数据来源：金融监管总局 郭建杭/整理 吴双/制表

（以监管核定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