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银行原行长胡友联陨落 有何隐情

作为“老建行”的胡友联，在上海银行任职多年低调而有建树。他近

期突然离世，或与范一飞案有一定关联。

60 岁的上海银行原副董事长兼行长胡友联，在 2022 年最后一个月

走到生命终点，但并非因为新冠病毒。多个消息来源确认，胡友联去

年 12 月中旬离世；几天后的 12 月 19 日，在新冠疫情快速传播的一

片萧索中，办了简单的追悼会。

消息源指向，胡友联去年底因牵涉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案而被要求协

助调查。至于其死因，有说法称系自尽。目前，尚无胡友联被查或死

因的公开信息披露。

范一飞于 2022 年 11 月落马，他是中共二十大后首位被查的副部级

官员，也是罕见的任职期间被查的央行高层领导。

范一飞与胡友联的履历中有颇多相似和暗合之处，他们早年曾为同窗

少年，都是“老建行”，又在上海银行重新交汇。在范一飞执掌建行

计财口时期，胡友联曾在财会部工作。在范一飞任上海银行董事长期

间，胡友联是副行长。当 2015 年 2 月范一飞调任央行之际，原上海

银行行长接任了董事长；直至次年初，胡友联经上海市管干部任命程



序递补为该行行长。

Ⅰ. 公开与隐秘的交集

根据 2016 年 1 月的上海市干部任前公示，胡友联（上图）1962 年

4 月出生，江苏盐城人，全日制中专学历，在职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等，显得其教育履历有些庞杂。

市场传胡友联与范一飞有同学关系。从两人的教育背景看，两人颇有

相似之处，最有可能的交集都有早期的银行中专的经历，应均为建行

直属的常州财经学校毕业。这所学校当时属于全日制中专，专门为建

行定向培养人才，目前这所学校已经升格为大学，并成为建行大学的



一部分前身。但两人均是从该校一毕业即进入建行工作，此后继续深

造。范一飞考上了财科所财政学许毅的研究生，博士更拜师于中国人

民大学财政学名家陈共门下，而许毅、陈共均在中国财政学界排名前

几位；而胡友联则考取了复旦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此后，范一飞还去

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而胡友联则在国家会计学院与美国

亚利桑那大学合办的项目取得工商管理硕士。此后两人公开简历中的

教育背景里，都隐去了常州财经学校的这段经历。

与范一飞类似，胡友联的工作经历起步于中国建设银行，历任建行江

苏省分行财会处副处长，建行财会部财务处处长，建行计划财务部综

合处处长、计划处处长，建行中山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范一飞（上图）比胡友联年轻两岁，显得更加卓绝翩然、一路腾达。

他 18 岁毕业后即进入江苏省分行常州市中心支行工作，30 岁就进了

建行总部中层，晋升副厅级干部，任建行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计划财务部经理，此后他长期在计财口工作，先后任建行资金计划部

副主任、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在 1998 年四大行启动改革之后，他任

建行的计划财务部总经理。2000 年 2 月，范一飞任中国建设银行行

长助理，2003 年 3 月至 2004 年 3 月曾挂职锻炼，任中国长江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此后他回到建行，继续任行长助理。2005

年，范一飞任建行副行长，直接参与完成了建行的引资谈判与股改上

市。

胡友联则于 2004 年 3 月加入上海银行，先后任上海银行浦东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2008 年任上海银行行长助理，2009 年任副行长。

2010 年 3 月，范一飞离开建行系统，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兼副首席运营官。2011 年 11 月，他兼任上海银行董事长，期

间与时任上海银行副行长的胡友联同在一个班子里。直至他离任一年

后，胡友联根据顺位升任了上海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2020 年 9 月，胡友联转任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Ⅱ. 范一飞案连环震



2022 年 11 月 14 日傍晚，范一飞当日下午从央行办公室“被带走”。

次日上午，中央纪委国家建委网站即公布，范一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成为 20 大后被查的“首虎”，令市

场颇为震惊。

2015 年 1 月，范一飞从建行调任央行，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曾长期分管金融科技、支付清算、货币发行等多个业务领域。

他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一位能干、敢干的业务型干部，做了不少行业

规范性工作和开拓性工作。不过，在近年来的央行反腐中，他分管的

这些领域也成了重灾区。2021 年 11 月 2 日，时任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驻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徐加爱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在线

访谈”中披露的数据党的十九大以来，驻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集中力

量查办了货币发行、支付清算、金融科技等央行系统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腐败案件 36 起，已给予开除党籍等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起诉

的 22 人，其中包括 8 名司局级干部，在全系统引起极大的震动。

此后，央行反腐风暴还在继续。2021 年以来，央行系统被查的司局

级干部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原司长王永红、机关服务中心原主任

牟善刚、昆明中心支行原行长杨小平、金融信息中心技术总体部原主

任詹浩、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陈耀明、中国印钞造币

总公司总经理贺林、央行货币政策司原司长孙国峰等，其中除了孙国

锋、杨小平，其它五人都属于范一飞分管的领域，比如牟善刚于 2017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2 月先后任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董事长。

直至今日，这个名单上再添一人，更因与范一飞关系密切而备受关注。

2023 年 1 月 18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北

京纪委披露，范一飞原来的秘书李果因严重违规违法被查，其时他升

任央行秘书局副局长一年多时间。据了解，去年 8 月即传出过李果被

查的消息，但很快李果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变得尤为低调。而在 11

月 14 日范被带走之后，有人在央行度见到过李果，但最终他还是泥

足深陷，难逃被追查的结果。据多位信源指称，李果被查，应与支付

牌照交易的腐败案有关。

Ⅲ. 上海银行的“特色银行”之路

胡友联是“老银行”，上海银行基层干部对其评价是“专业过硬”、“低

调”，但是与其接触少，也没有特别的印象。在上海银行界的高级管

理人员中，胡友联也远非一个特别受人关注的人物。

任职上海银行副行长期间，胡友联曾分管零售业务，并负责互联网金

融。另一位副行长离职后他又兼管公司和投行等业务。因此在获任上

海银行行长之前，他已经有了较全面的管理经验，也形成了较为系统

的经营理念。



从规模上看，上海银行是股份银行的尾巴、城商行的头部。在 2019

年的一篇媒体专访中，胡友联称，“与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

行相比，城商行的网点数量、经营区域的覆盖面有限，但在客户结构、

区域品牌效应、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的灵活度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他继而指出，国内不缺有规模的银行，但是缺少有特色的银行，“上

海银行要成为一家特色鲜明的银行”。

至于什么是上海银行的特色，胡友联将其概括为商业上可持续的普惠

金融、与核心企业互惠合作的供应链金融，以及金融科技的深度应用。

在谈及普惠金融时，胡友联指出，商业银行推进普惠金融需要注重商

业可持续性，因为只有自身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的服务于普惠金融，

与各方共同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促进普惠金融的长久生命力。

具体而言，上海银行在 2018 年至 2020 年的三年规划中，将普惠金

融作为重点方向。在城商行中率先成立全行普惠金融工作领导小组，

总行层面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分行层面设立普惠金融部网点层面探

索建设普惠金融专营、直营团队，形成自上而下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

为了建立“敢贷、愿贷和能贷”的长效机制，上海银行除了在考核和

内部资金优惠价格上向普惠金融倾斜之外，还建立了不良容忍机制，



对于符合条件的普惠贷款，仅按 50%进入不良。在全行全口径中小

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于总体不良约一倍的情况下，这一容忍机制为普

惠贷款提供了足够的缓冲。

在供应链金融方面，胡友联强调利用好核心企业的信用优势和数据优

势，转化为银行批量金融业务。

在上述专访中，胡友联介绍了上海银行 2019 年推进的国药供应链合

资公司方案，即银行与供应链核心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将双方的数据

和资金导入合资公司，既保护了核心企业的数据安全，又方便为供应

链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最后与核心企业共享合资公司的经济利益。

胡友联还重点推进了上海银行在金融科技方面与头部互联网公司的

合作。在支付和消费金融领域，通过互联网公司的流量获客对于传统

银行而言已经不可或缺。但是上海银行介入这一合作模式在商业银行

中可能是最早的一批。

2015 年，腾讯旗下的国内首家数字银行微众银行向微信和手机 QO

用户推出纯线上的小额信用循环消费贷款“微粒贷”，借助两款国民

级应用的流量入口，微粒贷迅速取得了成功。而在微粒贷开发早期，

背后即有上海银行的身影。由于介入的早，上海银行与微众银行之间，

不像商业银行单纯为蚂蚁金融旗下的小贷公司提供低成本资金而是



与微众银行按比例向客户放款。换句话说上海银行能通过这种模式接

触到真实的客户以及客户信息。

“微粒贷的模式，我们介入得更深，涉及到复杂的系统对接。”一位

上海银行的基层干部说。

胡友联也十分重视银行自身的科技建设。2018 年，上海银行成立了

以行长担任主任委员的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下设创新管理办公室，

全面部署金融科技创新规划。2019 年，上海银行进一步调整信息科

技研发组织架构，强化信息科技“业务需求把控能力、敏捷交付能力、

中台支撑能力、技术研发能力、运营安全能力”等五大能力建设。2019

年，上海银行苏州开发测试中心正式运行。

“基于金融科技的应用程度，最终决定一家银行的命运。”胡友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