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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浪潮中城商行如何乘风破

浪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赋能的广泛渗透，金融

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提速，金融业态正发生着深刻变革。

城商行作为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主

力军，为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更有效应对复杂的经营发展

环境，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和发展普惠金融的能力，也

纷纷加速布局数字化转型。近年来，部分城商行在推进数字

化转型、应用金融科技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探索，但要在数

字化转型之路上取得长远发展，仍需破除一些阻碍。包括要

用数字化思维进行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定位和组织架构的搭

建，以及进一步提升银行数据治理能力，打造专业的数据分

析团队，进一步增强数据对决策的支撑能力，深化数据赋能

业务的应用。 

 

 

 

官方网站：cnfic.com.cn 

客服热线：400-6123115 

 

 
 

 

 

 

2020 年 10 月 30 日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 

 



 

2 / 6 

目录 

一、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科技赋能金融业态深刻变革 ......................................... 3 

二、城商行积极布局数字化转型，部分银行取得有益探索 ................................. 3 

三、城商行数字化转型要行稳致远，仍需破除一些阻碍 ..................................... 4 

 

 



 

3 / 6 

 

数字化浪潮中城商行如何乘风破浪 

 

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赋能的广泛

渗透，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也不断提速，金融业态正发生着深刻变革。 

城商行作为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主力军，为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更有

效应对复杂的经营发展环境，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和发展普惠金融的能力，也纷纷加速布局

数字化转型。近年来，部分城商行在推进数字化转型、应用金融科技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探索，但

要在数字化转型之路上取得长远发展，仍需破除一些阻碍。包括要用数字化思维进行数字化转型

战略的定位和组织架构的搭建，以及进一步提升银行数据治理能力，打造专业的数据分析团队，

进一步增强数据对决策的支撑能力，深化数据赋能业务的应用。 

一、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科技赋能金融业态深刻变革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张。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由2005年的2.6万亿元，扩张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

比重也逐年提升，从2005年的14.2%，提升至2019年的36.2%。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

最为核心的增长极之一。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赋能的广泛渗透，也推动着金融业态的深刻变革，金融业数字化

转型步伐不断提速。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数字化浪潮的来袭,以及日趋严

峻的市场形势和竞争压力，更是加快制定和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和科技成果

转化力度，银行发展业态更加丰富，逐渐呈现出服务智能化、业务场景化、渠道一体化、融合深

度化的高质量发展趋势。 

在近日召开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指出，数字化转型是提升

金融服务质效、补齐传统业务短板的迫切需要。要全面加快金融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健全适应

数字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而日前召开

的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多位监管部门人士和专家也强调了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肯

定了金融科技在数字化转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二、城商行积极布局数字化转型，部分银行取得有益探索 

城商行是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我国多层次金融体系中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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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性的机构类型之一。为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更有效应对复杂的经营发展环境，进一步提高

服务实体经济和发展普惠金融的能力，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城商行的必要选择。近两年，城商行纷

纷加速布局数字化转型，部分城商行在推进数字化转型、应用金融科技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探

索，通过对金融科技广泛而深入的应用，逐步实现了管理和运营智能化，提升了客户体验、扩展

了盈利空间、降低了运营成本。 

部分城商行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应用，强化经营决策的技术支撑，加

速对前端和后台的数字化流程改造，加速数字化运营模式转型。例如，南京银行根据数字化转型

战略发展规划，持续搭建各板块大数据应用，切实发挥新兴技术对业务及管理的推动作用。该行

推出“鑫航标”大数据平台，致力于打造面向全行经营管理人员的数据查询、分析和应用的管理

工作平台，并持续深化“鑫航标”大数据平台在各业务板块中的应用，升级移动鑫航标和管理驾

驶舱。 

部分城商行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积极开展合作，借助外力实现优势互补，提高数字化转型果

效。例如，甘肃银行与华为持续深化合作，加快推进大数据平台建设。早在2016年，甘肃银行就

运用华为Hadoop平台产品建设了属于自己的大数据平台。2019年，甘肃银行与华为又进一步合作开

发了融合数据平台，实现了多种数据平台的融合，有效提升了甘肃银行的数据采集、存储、加

工、管控和分析能力。随后，甘肃银行基于该数据平台又建立了“海川”采集平台、“镇海”大

数据平台、“补天”数据仓库、“问道”数据分析平台等系统，广泛地应用于客户营销、风险控

制、运营管理等多个业务领域，并实现了服务快速切入各类生产交易和消费场景，为全行发展智

慧银行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部分城商行积极推进传统网点的线上化、智慧化改造，通过布放智能机具、应用生物识别技

术等，有效提升客户办理业务的效率、优化客户体验，升级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例如，上

海银行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深化网点转型，推进网点业态重塑和形象提升，力求打造“智慧、专

业、温馨、高品质”的网点渠道形象，完善从总行到分行、支行、网点、销售队伍、专业团队，以

及线上渠道的策略协同。截至2020年上半年，该行在306家网点布放了新型智能柜员机，提供大额

现金存取、开卡激活、电子银行签约、账户查询、转账汇款、理财销售、定期存款、密码服务、

公共事业缴费、信用卡面签激活等综合金融服务，网点渠道智能化水平和服务效率不断提升。 

三、城商行数字化转型要行稳致远，仍需破除一些阻碍 

尽管多家城商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但数字化转型对于资产规模相对较

小、业务结构相对单一、治理能力相对较弱的城商行来说，依然存在一些现实困难，需要城商行找

到正确的突破口和合理的发展路径，来真正实现科技赋能金融业务发展，促进银行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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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数字化思维进行战略定位和组织架构搭建 

当前城商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普遍存在对数字化认识不够深刻全面，从而存在在战略定位和

实施方面思路不明确、落实不到位的问题。部分城商行只是简单的将线下产品和服务直接转到线

上，导致银行对数字化转型定位不清晰，牵头部门混乱，难以对传统的业务流程、管理体制和服

务模式进行全面改造。埃森哲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多数中小银行不仅未对数字化有清晰的概念，

而且也未深入把握数字化对银行的真正创新意义，缺乏差异性、精细化的战略定位，缺乏强有力

的创新推动举措。 

城商行需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全局性的工程。首先在思维模式上，要将银行

自身的经营发展与科技融合起来，用科技视角来审视银行的发展机遇，树立数据价值思维。在此

基础上，根据银行自身发展特色，将数字化转型设计融入银行的治理结构和运行体系，使数字化

转型成为全行发展战略。在推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设计阶段性的发展目标，管理层、中层和基

层员工协同推进、整体调整，实现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执行的全面落实。 

西安银行早在2017年制定的五年战略规划（2017-2021）中，就把数字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奠定了西安银行数字化发展的基础。近年来，该行始终将科学先进的战略管理作为可持续发展的

必要条件，保持对战略管理的不断反思和动态优化。该行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针对自身业务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全新数字银行架构及业务运营体系，聚

焦可持续的数字化银行模式，持续推进数字化银行建设。此外，从组织架构上，该行也进行了高

效整合，设立数字化转型领导工作小组，专门负责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推动和落地，同时。从战略

制定到架构调整，再到具体的项目落地，该行行让数字化思维和工具武装到每一个员工，数字化

转型效果明显。 

2.提升数据治理能力，深挖数据资源价值 

数据已成为银行的重要战略资源，以大数据为驱动，推进业务模式转型，已成为商业银行的

共识，对于城商行亦如此。但当前，多数城商行的数据治理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对于数据治理

的意义还缺乏深度理解，因而仍存在多种问题。例如，数据资产管理意识淡薄，缺乏规范化、统一

化的数据标准，以及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数据孤岛”现象普遍，存在数据分散管理、数据共享

或传递仍依靠人工等低效率模式，缺乏高效的数据管理体系；数据分析和价值挖掘能力较弱，数

据分析只停留在因果分析上，难以找到海量数据后的业务规律和深层次关联，较难实现数据赋能

业务的深度应用。 

城商行应从基础性、长期性和整体性的视角建设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的数据资产管理体

系和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对数据的采集、使用等都进行规范化的管理，从而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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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此外，城商行还应把数据管理上升到公司治理的层面，努力实现业务部门的数据互通，从数

据分散管理向归集化管理推进，构建统一数据资产视图。同时，要建立起专业的数据分析团队，

使银行有能力通过数据模型和数据分析工具，把海量数据、多维数据、多类型数据进行清洗、整

合和专业分析，培养更深层次的数据洞察力，实现数据分析从强调因果到重视关联，增强数据对

决策的支撑能力，深化数据赋能业务的应用。 

例如，重庆银行一直致力于深挖数据价值，提高银行的数据治理能力。该行研发上线的“风

铃智评”系统能够在充分挖掘、整合行内外大数据的基础上，智能化分析各行业经济周期与特

征，结合企业财务指标，对标评估企业历史与当前经营状况及发展前景，同时通过市场供需环

境、企业经营上下游关系，勾勒不同行业的产业链图谱，还能通过股权、人事、担保、交易等信

息，挖掘企业间的隐蔽关系，通过事件影响、风险传导，追踪企业间风险感染线索。通过以上这

些强大的智能化评估分析能力，“风铃智评”系统在关联授信调查、集团客户管理、信贷资金流

向监测、交叉违约预警、内部风险审计、招标风险排查、运营内控管理、员工行为管理等方面都

发挥了重要的辅助决策作用，有效提高了该行业务风控和内控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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