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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表现韧性 银行股定军心股评一周

银行网点上演“加减法”
规模“瘦身”，特色“强肌”

网点逐步收缩
“2024年，国有六大行中，除了农业银行

外，线下网点数量继续呈现收缩态势，合计减

少近361家。与此同时，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官网显示，去年国内共计2483家商业银行线

下网点获准退出，依然保持了较大的力度。”

最近，一则媒体报道披露的数据引发了外界

的关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网点是银行服务的

主要渠道和场所。银行通过增加网点，吸引客

户，实现规模扩张，从而提升市场份额。而随

着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加快与线上化经营的提

升，促使更多业务触达渠道延伸至线上，线上

活跃用户数量及使用频次的增长会导致线下

网点使用有所减少，出于降本增效的目的，银

行确实会有选择地关停相应网点。

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银

行业非柜台渠道业务量呈现显著增长，2016年

至2019年银行业的平均离柜率分别为84%、

87.58%、88.67%、89.77%，2020年至2023年银

行业平均电子渠道分流率则分别达到了

90.88%、90.29%、96.99%、93.86%，表明绝大多

数银行业务已经实现线上化。

从绝对数量来看，邮储银行去年的改革力

度较大，截至去年末共有营业网点39224个，

与2023年相比，减少了140家。该行也是线下

网点数量最多的银行。

工商银行排在第二，2024年线下网点由

2023年的15495个缩减至15365个，同比减少

130个。

建设银行线下网点由14255个缩减至

14166个，同比减少89个；中国银行线下网点

由10299个缩减至10279个，同比减少20个；

交通银行线下网点由2834个缩减至2818个，

同比减少16个。

股份行方面，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

行、光大银行、浙商银行的机构数量较2023年

有少量增加，浦发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则

有所减少。其中，平安银行去年机构数量锐减

了52个。

有业内评论指出，银行关店潮的背后，是

一本清晰的“经济账”：手机银行覆盖转账、理

财等大多数功能，年轻人早就不爱跑网点了。

柜面业务量骤降，守着冷清的大厅，银行也得

考虑租金、人力成本能不能回本。

多家商业银行的年报信息也透露，网点的

关停大多基于降本增效、数字化转型、战略调

整等因素的考量。有业内人士透露，即使是在

三线城市，单个传统支行网点的年运营成本也

在300万至500万元不等。

特色网点增加
在“做减法”的同时，银行正在网点升级转

型方面“做加法”。例如，各家银行都在持续强

化网点服务能力，通过科技能力建设，提高网

点的运行效率。

传统以柜面交易为主的网点正在向“轻型

化、智能化、生态化”转型。多家银行在2024

年加大智能设备投放，如远程视频柜员机

（VTM）、智能现金柜台等，减少人工窗口依

赖。以工商银行为例，截至2024年末，该行设

置自助银行19746个，智能设备76185台，自动

柜员机49659台。全年自动柜员机交易额

42652亿元。工行表示，未来仍将着力重构柜

面系统，提升网点自助服务能力。

在一些社区银行网点，与周边商家合作，开

展消费优惠活动，客户在网点办理金融业务的

同时，还能获取周边商家的优惠券，享受便捷的

生活服务。部分银行网点还与政府部门合作，

设立政务服务专区，如在网点内可办理社保、医

保等业务，实现“金融+政务”一站式服务。

例如前几年的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发布

了“交银e办事 ·政务通”服务，在全市一百多

个网点的自助设备上全面引入上海市政府“一

网通办”服务项目，为市民提供业务办理、查询

类以及证照查询打印类服务，让网点真正变成

了市民身边的“政务办事大厅”。

还有一些新颖的电竞网点、宠物友好特色

网点等也在逐渐走入大众视野。4月13日，上

海银行业首家“宠物友好”网点——浦发银行

张江科技支行正式挂牌。作为上海银行业的

首发创新项目，浦发银行敏锐捕捉到“宠物经

济”“情感经济”与“她经济”的交汇点，率先在

张江科技支行试点推行“宠物友好+”服务模

式。在硬件设施上，增设携宠通道、宠物推车

借用点、泊宠位以及携宠专属服务窗口等，为

携带宠物的客户提供便利。同时，浦发银行积

极丰富金融产品生态，推出萌宠存单、萌宠系

列主题卡，精准匹配年轻人和爱宠人士的多样

化需求。这种将“场景金融”与“情绪价值”有

机融合的方式，不仅强化了人与宠物之间的情

感连接，更为客户带来了更具人性化、更有温

度的金融服务体验。

除此以外，智能机器人成为一些银行网点

的“新员工”，它们能够热情地迎接客户，引导

客户办理业务，解答常见问题。在营销方面，

AI通过对客户数据的深入分析，能够精准地洞

察客户需求，为客户推荐合适的金融产品，根

据客户的资产配置情况和投资偏好，提高网点

营销的精准度和成功率。

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加大布局线下特

色网点成了银行业的一种趋势，其优势在于通

过特色服务及业务的塑造打造自身的品牌与

口碑，以此争取客户，但一些网点也面临特色

打造成本较高、时效性较强、使用率不高等窘

境，需要分别看待。例如针对老年客群打造的

“银发”特色网点具备可持续性，也能够以此提

升老年客群的服务质量，继而带动银行其他业

务的提升，而一些追逐IP、追逐“网红热点”的

网点如若经营不当，可能一开始会吸引客户眼

球，等热点过去后或遭遇门庭冷落，成为“季

抛”甚至“月抛”的“消费品”。

本报记者 杨硕

经过上周市场大幅震荡后，本周A股走

势非常温和，沪深股市也出现分化。依靠金

融股尾盘拉升，上证指数日K线竟然“五连

阳”，但每天涨幅非常微弱，一周涨幅也仅

仅只有1.19%。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周K

线均收阴线，但周跌幅均不到1%。市场总

体稳定。

日K线“五连阳”
上证指数本周表现较好，日K线“五连

阳”，但涨幅非常小，除了周一上涨24.58点，

周二至周四每天上涨不足10点，周五低开高

走报收3276.73点，虽然较周四下跌3.61点，

但日K线依然是阳线。周K线收出小阳线，本

周涨幅为1.19%。4月7日向下跳空缺口又被

补掉一些，而4月10日的向上跳空缺口则没

有补。

深证成指本周则是高开低走，收出小阴

线，周五报收9781.65点，本周微跌0.54%。创

业板指数也是高开低开周K线收阴，周五报收

1913.97点，本周微跌0.64%。

总体来看，经过了上周股市大幅波动

后，本周市场比较平稳，上证指数本周振幅

只有1.2%，波动幅度非常小，深证成指和创

业板指数周振幅也不到4%。大盘进入到

“上涨难下跌也难”的模式，显现出比较强

的韧性。

金融股成“砥柱”
本周，银行股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上

证指数之所以能够“五连阳”，就是因为尾盘

银行股的拉升，经过5天小幅上涨后，工商

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周五均

创出历史新高。中证银行指数本周上涨

4.05%，是表现最好的行业指数。证券公司

指数本周微涨0.1%。保险股也表现不错，

中国人保本周涨幅超过8%，中国人寿、中国

平安、中国太保本周涨幅在2%左右。

一些之前热门板块本周均有所调整，但

跌幅也不是很大，使得本周主要指数涨跌幅

比较温和。金融股尤其是银行股再次起到

稳定军心作用，如果未来金融股能够继续走

高，那么，大盘就可能走出盘整局面。

平稳是主旋律
美国发动的关税战搅动全球，令全球经

济发展蒙上阴影，但从本周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一季度经济数据来看，今年中国经济开局

不错。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4%，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1.2%。3月份

工业增加值增长7.7%，为一年多来最高；一

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比上年全年加快0.7个百分点。3月

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9%，同样是

一年多来最高；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4671亿元，同比增长4.6%，比上年全年加快1.1

个百分点。

对于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我们有信心有底

气，同样，A股市场的平稳完全可以期待。下周

金融股能否带领大盘继续向上拓展空间，还需

要观察，即使上涨难度较大，目前平稳走势也将

是主旋律。 连建明

资本市场迎来新里程

碑：全市场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基金（ETF）总规模，首次

突破4万亿元大关。ETF产

品规模的持续增长背后，是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可以

ETF为代表的指数化投资新

趋势。

自去年9月底ETF规模

突破3万亿元，到如今站上

4万亿元关口，这一跨越仅

耗时约6个月，也标志着以

ETF为代表的指数化投资已

成为公募基金行业的核心

增长引擎。

从2004年首只ETF“华

夏上证50ETF”破冰，到如今

科创板ETF、中证A500ETF

等创新产品百花齐放，中国

ETF市场在政策红利、资金

配置与生态优化的共振下，

正以“飞轮效应”加速驶入黄

金时代。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

ETF市场实现快速增长主要

得益于多项核心因素：一方

面，监管部门持续的政策支

持为ETF发展创造了有利环

境，显著增强了市场参与主

体的信心；另一方面，随着机

构投资者占比提升和个人投资者专业

水平提高，市场对ETF产品的需求呈

现持续增长态势。另外，ETF产品规

模的持续增长背后，也是越来越多投

资者认可以ETF为代表的指数化投资

新趋势。

有业内人士指出，ETF总规模突

破4万亿元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多

重积极意义。“首先，ETF产品的蓬勃

发展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正在向更加

成熟、国际化的方向迈进；其次，ETF

以其便捷的交易特性，有效降低了普

通投资者的参与门槛，显著提升了市

场流动性，对平抑市场波动、提高运行

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不过，也有业内观点指出，在快

速发展的过程中，ETF业务也面临一

些“成长的烦恼”。例如，部分热门赛

道和主题出现了大量相似的ETF产

品，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之间的

差异化优势逐渐减弱。另外，部分投

资者对ETF的风险特征、投资策略和

套利机制缺乏深入了解，容易在市场

波动中做出非理性决策，投资者对

ETF的认知和理解仍需进一步提升

等等。

随着ETF迈向“千基时代”，对于

普通投资者来说，“选择困难”已经摆

在眼前，如何厘清分类成为当务之

急。易方达基金就结合本土实践与国

际标准，将股票指数ETF进行系统梳

理，分为规模指数（宽基）、风格因子指

数、行业指数、主题指数四大类。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发展，银行网点正在逐步缩减规模。不过，从绝
对数量上看，银行网点正在“瘦身”；但从质量上看，银行网点持续“强体”，探
寻数字化生态下的新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