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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富产品优选货架到银基

开放平台，从个人养老金投资服务

到普惠型资管产品体系开发……

2022年，对于“轻型化”转型中的商

业银行来说，大财富管理正在成为

银行逐鹿零售市场战略高地的重

要切入点。

随着国家共同富裕战略目标

的实施推进，财富管理市场的客群

需求、业务模式等发生着巨大变

化。为了更好地满足多元化、个性

化的市场需求、赢得零售市场的战

略高地，银行纷纷加快了数字化、

平台化转型进程。构建数字化开

放平台生态，已成为银行财富管理

业务发展的大势所趋。

未来银行需要在数字化、平台

化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数字赋能

提升其客群精细化运营的能力，精

准挖掘细分客群的需求，进而构建

以客户为中心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体系。

构建数字化开放平台
随着大众生活消费习惯越来

越线上化，金融服务也在全面向

线上尤其移动端迁移。以 APP 为

核心构建数字化开放平台，成为

当前银行财富管理业务转型发展

的共识。

2022年，银行密集升级手机银

行 APP 版本 500 余次。易观千帆

用户体验分析系统数据显示，2022

年 1 月至 11 月，已有 70 家银行进

行手机银行 APP 版本迭代次数共

计529次。

从手机银行 APP 迭代更新的

情况来看，拓展完善财富管理功

能服务，强化财富管理开放平台

的构建，是 2022 年手机银行 APP

升级迭代的关注重点。例如，光

大银行上线APP10.0 版本，进一步

打造财富管理开放生态平台；邮

储银行 APP8.0 版本，重点更新了

理财板块的一些新功能；招商银

行手机银行 11.0 版本在提升智能

化客户陪伴能力的同时，增设了

个人养老金及适老服务等功能；

中信银行上线 APP9.0 版本，推出

全新的“养老账本”服务等；广发银

行发布APP8.0最新版本，全面升级

财富管理服务，推出“财富号”开

放生态平台。

围绕手机银行 APP 打造数字

化开放平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银

行也开始强化开放化产品及运营

平台的建设。例如，工商银行“财

富号”、招商银行“招财号”、平安

银行“银基开放平台”、中信银行

“幸福号”等财富管理开放平台均

上线运营。以招商银行为例，该行

在 2022 年半年报中明确指出，上

半年该行零售金融搭建开放的产

品平台和运营平台。升级推出“招

商银行 TREE 资产配置体系”，为

零售客户构建囊括活钱管理、保障

管理、稳健投资和进取投资四类财

富管理产品的专业配置方案；通过

市场化筛选引入资管机构入驻“招

财号”开放平台，内容生态与客户

陪伴不断丰富，客户投资体验得到

提升。

道乐研究院在研报中指出，截

至2022年9月底，已有10家银行开

放了财富开放平台，包含工行、建

行、交行、中行等国有银行，也包含

招行、平安银行等股份银行。

道乐研究院认为，财富开放平

台本质上是从产品销售为导向向

用户需求为导向的转变；财富开放

平台引入了资管机构，让其为用户

在投前、投中、投后提供理财资讯、

投教内容等，正是满足用户的需

求，顺应行业从产品销售到财富管

理的行业趋势。

工商银行副行长郑国雨在刊

文中指出，银行推进财富管理转型

发展，要“突出平台化，从卖方思

维向买方思维转变”。郑国雨表

示，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强化开

放思维，发挥好开放平台作用，建

立全市场产品遴选机制，积极引入

优质基金、理财、保险、信托、私募

产品，探索构建开放式、全谱系、

高质量产品货架。加强同业间客

户引流、产品互补，形成开放式财

富社区，为客户提供更加多元的投

资选择。

从手机银行财富管理服务功

能的扩展完善到开放式产品及运

营平台的搭建，2022年银行财富管

理领域数字化转型进程正在进入

新的阶段，面向大众客群的数字化

开放平台建设步伐正在提速。

在此背景下，中国数字财富市

场规模的急速扩容，也为商业银

行财富管理业务的数字化、平台

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波士顿咨询研究认为，中国数字

财富市场过去六年经历快速发展，

渗 透 率 从 2016 年 的 24% 攀 升 至

51%，未来有望进一步提升；预计

2030 年数字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将

达到358万亿元。

全生命周期运营
将成布局重点

数字化、平台化的业务模式

驱动下，银行财富管理目标客群

也在向大众客群甚至普惠长尾客

群延伸。

波士顿咨询在《2022年中国数

字财富管理市场报告》中明确，金

融机构致力于通过数字化手段为

少数群体提供更为平等、方便、可

及的金融服务。

从手机银行 APP 版本发布情

况来看，2022年越来越多的银行针

对老年人客群、视听觉残障人士客

群、县域乡村区域客群等领域客群

推出定制化版本，以拓展金融服务

的触达范围。波士顿咨询数据显

示，目前约80%的银行已提供无障

碍版本的APP。

微众银行行长助理方震宇认

为，通过金融科技赋能和数字增

效，金融服务生态效率得以大幅提

升，财富管理业务门槛和交易成本

也得以下降，这使得银行的财富管

理等综合化金融服务能覆盖到更

多、更广泛的客群，甚至包括偏远

地区、特殊人群等。

易观智慧院高级分析师陈晨

此前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

访时也表示，共同富裕的背景下，

财富管理开始变得大众化和普惠

化，目前有多家国有银行、股份制

银行和一些比较领先的区域银行

都在积极布局；另外在客户经营

上，银行相比其他类型的金融机

构，客群的覆盖面也更广泛。

未来随着数字化、平台化转型

的持续深入，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在

普惠大众客群运营探索上也将持

续发力。

波士顿咨询分析认为，对机构

而言，数字化优化了财富管理的

流程，进一步释放客户经理的产

能；各类机构升级数字化能力，挖

掘细分高潜客群价值，加速渗透

大众客群。

某股份银行零售业务人士表

示，通过客群的精准细分和需求挖

掘，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

将是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实现客群

精细化深耕的关键；尽管目前不少

银行已经开始进行相应的探索实

践，但从整体来看，仍处于起步阶

段。下一步还需要在组织架构、数

据融通、数据挖掘能力等方面继续

努力。

郑国雨在撰文中分析如何推

进银行财富管理转型发展时强

调，要突出生态化，从销售驱动向

全旅程服务驱动转变。在郑国雨

看来，将财富管理服务以组件化

的方式融入服务场景，围绕衣食

住行、教育、健康、养老、住房以及

家族财富传承、跨境财富管理等

场景，在产品创新、渠道优化上下

功夫，完善“线上+线下”“人工+

智能”“推送+互动”的服务模式，

打造覆盖全客户、全渠道、全产

品、全旅程、全场景的财富管理服

务体系。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咨询

顾问王细梅认为，分层、分群的精

细化运营，聚焦的就是针对分客群

的全旅程、全生命周期服务；下一

步银行需要基于客户画像，充分挖

掘客户需求，搭建覆盖客户全生命

周期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把产品及

服务有效匹配到客户旅程全周期，

从而打造智能化、个性化、高效率、

低成本的客户经营模式。

波士顿咨询也指出，以智慧、

专业且有温度的财富管理服务为

导向，需要打造客户导向的立体式

客群经营、智能仿生超渠道、买方

视角的产品与服务、稳态与敏态结

合的组织能力和数字驱动的运营

中台等五大核心能力；其中，客户

导向的立体式客群经营要求在传

统的客群分层与分群基础上，基于

全面的客户洞察及需求识别实现

更精准的微客群经营。

展望未来，推进数字化、平台

化建设，拓展财富管理客群的全生

命周期服务能力将成为 2023 年银

行财富管理业务布局的竞争热点。

对于财富管理机构来说，未来

业务发展将更强调客户的全生命周

期的服务，通过制定差异化的投资

策略和资产配置方案，满足客户不

同阶段、不同场景的多样化需求。

而产品作为资产配置的基础，

在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布局

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银行业务

人士普遍认为，下一步，仍然需要

进一步丰富产品，通过数字赋能挖

掘细分客群的市场需求，搭建覆盖

全生命周期匹配不同风险偏好的

产品体系。

总体来看，“平台化”“生态

化”将成为行业升级新方向。上

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认

为，数字化能力将成为未来财富

管理行业竞争能力的核心。“在我

们看来，在金融科技能力、零售金

融场景建设以及客群丰富程度方

面具有比较优势的机构，在行业竞

争升级的背景下，其生态构建能力

的优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

凸显。”

财富管理战火蔓延：数字化+平台化抢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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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金融科技投入 银行数字化建设按下“快进”键
文/本报记者 杨井鑫

在全球数字化经济崛起和国

内“无接触经济”发展的背景下，

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入了快车

道。随着银行不断加大对金融科

技的投入，数字化在改变银行业

务模式的同时，也构建起了数字

金融新生态。在 5G、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技

术推动下，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创

新不断提速，推动了金融业经营

理念及服务模式的重塑和转型，

创新发展成为银行业信息科技演

进的主旋律。

银行业的竞争正在演变为一

场金融科技的竞争。从市场情况

看，息差收窄和信贷扩张是大趋

势，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则是摆脱行

业困境的关键。同时，银行的业务

侧重点也在逐渐转向普惠小微等

领域，这让银行在经营模式、产品、

风控等方面更需要金融科技的赋

能，而加大在金融科技上的投入也

成为未来银行业的共同选择。

“押注”金融科技
2022年，银行对于金融科技的

投入仍然维持较快的增长态势，金

融科技对银行业务的赋能被应用

在普惠、“三农”、产业供应链等多

个领域。

从42家上市银行2022年半年

报看，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

行、交通银行等均明确表示，将加

快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应用，为银行

数字化转型做好支撑。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则在其中提出

了将强化科技型人才布局作为数

字化转型的重点任务。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上

半 年 ，交 通 银 行 金 融 科 技 投 入

28.05 亿元，同比增长 14.5%；招商

银行信息科技投入53.6亿元，同比

增长 6.03%，占营业收入的 3.26%；

兴业银行科技投入 21.38 亿元，同

比增长25.47%。

“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快速发

展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持续不断的

创新动力，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正

在改变中国银行业发展轨迹，金融

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持续推动银行

业提质增效，数字化转型成为商业

银行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

济的关键。”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

书记、专职副会长邢炜表示。

据邢炜介绍，银行业的金融科

技整体投入持续加大。超七成银

行近三年金融科技投入占营业收

入比重超2%。分银行类型来看，大

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对金融科技

的投入最高，农商行对金融科技投

入的增速最明显。同时，银行人士

关注度最高的三项技术为大数据、

区块链和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已

日趋成熟，且已证明可被广泛应用

到银行的业务营销、风险管理、后

台管理等多个环节，有助于提升管

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创新业务

模式。

国有银行整体在金融科技投

入上占据头部位置，金融科技的布

局较早且覆盖全面。工商银行通

过金融科技赋能打造了开放银行

统一品牌“工银聚富通”，面向政务

平台、产业平台、消费平台、涉农平

台，为平台及平台用户提供多种金

融服务。截至2022年上半年，“工

银聚富通”服务 G 端政务平台 160

余个，B 端活跃客户 3.5 万户，C 端

活跃客户556万户。

建设银行于 2021 年 9 月发布

了金融科技战略规划，规划第一年

的工作集中在推进全面云化转型、

加快技术中台建设和完善金融科

技体制机制等方面。截至 2022 年

上半年，该行“业务中台”共梳理

440 项标准化能力，已应用于全行

49个场景平台。

此外，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

金融科技应用上也有诸多尝试。

农业银行 2022 年在区块链技术和

信息安全技术方面持续提升科技

赋能水平，尤其是推进区块链云服

务平台系统建设，并将区块链应用

于养老金管理、信贷风控等领域场

景。交通银行则在人工智能技术

上有规模化应用，统一图像识别平

台应用于手机银行、企业网银、小

程序和 H5 页面等主流渠道，服务

的业务场景达到167个。

“特色化”发展路径
对于股份制银行来说，在金融

科技的投入紧随国有大行步伐。

2022年，招商银行构建业内首个零

售财富管理业务投研工作平台。

按照该行的说法，在财富管理业务

中，资产配置背后一定有强大的投

研能力，而零售财富管理业务投研

工作平台能够整合资本市场各类

离散的数据信息，构建起量化筛

选、产品池管理、理财产品研究、组

合管理、AUM 透视等一系列深度

赋能总、分、支行员工工作的功能

模块，将长期积累的专业选品能

力、研究成果、研究标准及实践经

验进行数字化沉淀，成为财富管理

业务独具特色的专业化工具。

面对金融科技的发展，中信银

行则将构建“一流的科技型股份制

银行”作为该行发展目标。近几

年，该行实现了由科技年投入不足

20亿元、总行端科技人员不足300

人，向年投入超70亿元、全行科技

人员规模超 4000 人的跨越式发

展。此前中信银行瞄准了云计算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打造了承载数字化系统的核心平

台——信创云。截至 2022 年 6 月

末，中信银行基础设施云化率达到

99.7%，银行生产云、开发测试云、

生态云和子公司云“四朵云”布局

基本成型。

光大银行金融科技在银行的

地位上升到了前所未来的高度。

据该行高管称，光大银行2022年全

年的科技预算比上年增长 5.4%。

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年内计划新增

科技人员 1000 人以上。光大银行

副行长杨兵兵表示，2022年的重点

工作是实施推进 2021 年制定的五

年新一期科技战略规划，包括了业

务赋能十大工程，科技治理优化四

大工程和基础技术能力提升五大

工程，一共涉及到了80个子项目。

同时，光大银行对公司金融和零售

金融进行了科技驻派工作，包括模

型人员一共1430人，大幅提升了需

求响应和开发效率。

此外，中小银行对金融科技的

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但是分化

较大。对于金融科技的投入和赋

能，宁波银行表示将金融科技作为

重要生产力，每年将营业收入的5%

左右投入到金融科技建设上，在金

融产品、服务渠道、营销经营、营运

风控四大领域赋能经营，重点为客

户提供响应更快、体验更好的全流

程、全周期、全场景综合服务。

“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银行

开展数字化转型既存在固有的

瓶颈掣肘，也存在明显的优势空

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

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涛

表示。

尹振涛认为，影响中小银行数

字化转型的关键就是数字经营理

念和数字治理文化尚未形成。同

时，由于科技投入及技术更新需要

较长的投资周期和较大的资金投

入，中小银行在人才基础、技术能

力等方面的差距越拉越大。中小

银行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时代的需

要，是应对市场竞争的需要，更是

自身发展的需要，必须走出符合中

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特色之路。

科技赋能谋突围
2022年1月，中国银保监会发

布了《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

型的指导意见》，旨在加快数字经

济建设，全面推进银行业和保险业

数字化转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

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

群众需要。

“在现代化建设和数字化经济

发展的过程中，监管在政策上鼓励

银行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而金融科

技是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

方面。这也意味着未来行业对金

融科技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

会越来越高。”一家股份制银行数

字金融部人士称。

该人士认为，金融科技在银行

的业务应用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到

银行产品的个性化、差异化、定制

化等方面，还涉及到网络安全、数

据安全和风险管理水平等领域。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数字

化经济将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

驱动力量，而银行在服务实体经济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数字

化转型也是不可或缺的。”

按照他的说法，银行传统业务

的同质化较严重，行业的竞争激

烈。在银行数字化过程中，金融

科技的实力和业务方向存在一定

差异，落脚到实际业务中，银行的

获客能力、客户体验等方面都是

有差别的，这也就会形成竞争比较

优势。

艾瑞咨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预计银行业技术投入规模未来

将保持 20%左右的速度增长，到

2024年将达到4328亿元。

另外，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务的

赋能能够有效地降低银行运营成

本，这成为银行加大科技投入和加

快数字化转型的动力。2022 年 12

月26日，毕马威发布《2022年中国

银行业远程银行发展白皮书》称，

远程银行建设有效帮助银行触达

85%的长尾客户，在客户服务体

验、客户经营能力方面有显著提

升，而远程银行经营成本只需要传

统银行的四分之一，极大地降低了

银行的运营成本。超过 50%被调

研的银行在智能技术创新与科技

赋能平台投入资金高于500万元，

其中有 40%以上的银行投入超过

1000万元。

“每一家银行的数字化转型

成熟度是不同的。尽管金融机

构越来越认识到银行数字化转

型战略的重要性，并积极为未来

做准备，但是要通过数字化实现

业务的迅速扩张，银行仍有大量

的工作要做。”上述股份制银行

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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