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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自强分析认为,目前,营业网点数量
减少更多是商业银行在战略层面所做的
调整。“自助服务和电子渠道对传统商业
银行营业网点带来冲击,但该影响仅限于
低价值、简单的交易与服务需求,而商业
银行营业网点动态均衡数量的决定因素
则是很大程度上受零售业务左右。”

这个分析和全球性市场资讯公司
君迪(J.D. Power) 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该
公司也表示,中国的零售银行用户更倾
向于使用在线渠道办理高频率但低价
值的业务,使用手机银行办理排名前三
的业务是查询余额、转账/汇款和查询
账单。而去网点的客户则主要办理存
取现金、办理定期存款、办理转账和购

买理财产品这些可以为银行带来更高
利润的业务。

汤自强认为出于风险控制等因素,有
些银行业务还是需要到网点进行办理。
此外,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新的互联网
技术,不少居民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居民
还是需要到网点办理业务。

记者在调查过程也发现,到银行办理
一些零售业务的主要是老人家、外来工和
学生等。“每次到了养老金下发的日子,网
点的压力就很大。”有国有银行工作人员
对记者表示,很多老年人依旧习惯在柜台
取现,较少使用ATM自助设备。此外,处于
郊区和城乡结合部的外来工比较多地区,
网点往往成为排队重灾区。“商业银行营

业网点提供的某些服务功能,如大额存取
款业务,是其他渠道所不能替代实现的,而
目前此类服务仍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
汤自强表示。

事实上,网点也承担着重要的功
能。汤自强认为,银行网点一直在金融
产品的交叉营销、高净值客户的增值服
务、资金借贷的现场核算清点此类存在
较大风险隐患等业务中仍是主要渠道,
其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替代。

因此,汤自强表示,国内银行客户网点
渠道的偏好,使得银行网点目前仍是商业
银行最重要的渠道。“银行营业网点数量
短期内更不会出现断崖式下降。”

业内分析

短期内不会断崖式下降

银行物理网点关停数量暴增?
截至10月16日已关停565家,去年全年仅为191家

一个银行物理网点成本支出巨大。记
者了解到,租金、人力、装修、机器等使得银
行一年的运营成本在1000万元左右。银行
网点从利润中心转变为成本中心,使得银行
对物理网点的投入和产出考虑得更为慎重,
一些银行开始对网点进行“智能化”和“轻型
化”的改造。

追求智慧银行、科技银行的转型、打造
轻型银行常见于各家银行业的转型战略
中。早在2012年,工商银行就开始在深圳
开设智慧银行网点。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
也在不断进行网点智能化改造。

“目前中行境内1万多家网点,已经改造
5000个,预计今年再改造2700个,同时,要
保证80%的网点在智能化的改造过程中提
升效益。”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在该行2015
年业绩做出了上述陈述。而9月底,邮储银
行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徐学明在邮储银行
香港挂牌上市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也表
示:“正加快推进网点转型。”

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杨飞即认为,
社区支行、理财便利店等轻型化网点也能够
使银行实现低成本的物理渠道覆盖。理财
便利店是轻型网点的主要业态,这里的“轻”
即“资产轻、人员轻、成本轻”,但客户体验和
客户服务并“不轻”。

休闲化提升客户经验,也是银行考虑的
方向之一。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
中心主任郭田勇亦表示,随着银行零售业务
竞争的白热化,加之互联网金融来势汹汹,
银行物理网点正在向电子化、智能化、休闲
化方向变革。

北京农商银行行长助理田晖在“2016中
国金融年度论坛”表示,未来的银行网点将
逐步地减少,并转型成为集电子化、智能化、
休闲化为一体的销售中心。

建设银行副行长余静波也撰文表示建
设银行加快了网点向“产品展示与销售、客
户体验与互动、客户交流与咨询”三个平台
转型的步伐。

郭田勇表示,从各家银行的实践看来,
智能化的物理网点已逐渐成为商业银行提
升客户黏性,应对互联网金融挑战的新战
场。在他看来,新型网点通过信息技术的应
用,可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并逐渐解
决银行网点盲目扩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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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化、智能化成方向

数据显示,在网上银
行、金融机具的冲击下,
银行业物理网点铺设或
已迎来拐点,网点收缩成
为趋势。甚至有人认为,
在移动互联时代,银行物
理网点最终会消失。不
过,目前来看,国人有对银
行网点渠道的偏好,网点
目前仍是商业银行最重
要的渠道。然而,不论未
来银行物理网点消失与
否,这一传统金融模式已
经在进入一场大革新。

据中国银监会网站已披露的数据梳
理,截至2016年10月16日,全国共批准
各银行约565家支行、分理处、储蓄所、营
业网点、自助银行停止营业,而2015年全
年这一数字仅为191家。

中国银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也显示
了传统物理网点的放缓,2015年,工商银
行和中国银行在营业网点的数量上分别
减少了26个和6个。而民生银行、兴业
银行、中信银行等股份制银行的网点增
长速度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以离柜

业务率最高的民生银行为例,其在2014
年增加了166个营业网点,而2015年仅
增加了80个。

不仅如此,银行柜员数量亦在大规
模减少。根据公开披露数据,2015年,建
设银行减少柜员4881人、中国银行减少
4014人、中信银行减少537人、华夏银行
减少35人,合计减少9467人。

事实上,据普益标准不完全统计,
就在今年 5-7 月间,某国有银行共缩
减营业网点达 50 多家,另外,该行的

柜 员 人 数 相 比 去 年 共 缩 减 2000 余
人。“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自助
服务和电子渠道的冲击以及部分零售
业务模式也由被动转向主动,如信用
卡业务依托互联网可实现上门主动服
务,改变以往去营业网点开户的被动
模式。另外,部分业务还可通过线上
完成。”在普益标准研究员汤自强看
来,这正是当前商业银行在网点数量
上做减法可能的原因之一。

银行网点与柜员数量双降

“经过前几年的大量投入和广泛布
点,实际上物理网点应该已经接近饱和
了。”有股份行行长表示。

物理网点的日渐凋零,和网络银行和
移动支付发展有关。“网上银行、金融机具
以及各种移动端支付方式也基本满足了
普通人的日常需求。”上述银行行长表示,
除了必要的面签环节,保险、理财、小微贷
款、房贷这些零售业务和对公业务会比较
依赖网点,多数零售业务都可以在手机银
行上完成。

国内银行客户的行为模式和需求正
在发生改变,客户对银行网点的依赖越来
越少,银行业务加速“去柜台化”。据银行
业协会不完全统计,2015年,银行业金融
机构行业平均离柜业务率为77.76%,同
比提高9.88个百分点。而民生银行的离
柜业务率最高,已达到98.43%。

广发银行在银行业例会上发布了
一组相关数字:广发银行电子银行替
代率已提升至 98%以上,位于同业第
一梯队,这也意味着 98%的业务都可

以通过手机等电子渠道办理,不需要
再去柜台。

中行的年报也显示,今年上半年该行
电子渠道对网点业务的替代率升至
89.71%。工行的数据则更加亮眼,半年
报显示电子银行业务笔数占全行的业务
笔数达90.9%。

甚至有人认为,在移动互联时代,银
行物理网点最终会消失,佐证就是,国内
第一家没有营业网点的前海微众银行已
经成立。

离柜业务率最高超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