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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数据统计发现，自 2016年 5 月 30 日至

2018年 5 月 28日，我国银行物理网点共退出 4591家；从 2017年下

半年开始，银行退出网点数目同比增速平均是 55%。银行网点“关停

潮”真的来了么？ 

一、银行网点的结构性转型 

我国银行物理网点众多，据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查询，截至 2018

年 5 月 28 日，登记在册的全国物理网点达 228828家。 

虽然近年来不少银行网点退出，但是，据统计，从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18年 5 月 28 日我国银行物理网点净增 694 家。在银行网点

“关停潮”的表象下，其实是银行网点的结构性转型。 

研究发现，GDP体量越大的省份银行网点变动越大，并且存在两

种极端，要么增加较多，要么减少较多；GDP 体量较小的银行网点变

动比较平稳，既无大增也无大减。 

GDP 体量较大的部分省银行网点数量大减是一种市场出清现象，



这种现象在广东、北京、天津和上海四大省级经济单位都有体现。另

外一种 GDP 体量较大的省份银行网点数量大增，比如，河北、浙江、

山西等，这些省份中新增的银行网点与经济增速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但是和经济体量有关。这说明大部分银行的扩张仍然以经济存量而不

是经济增量为基准，银行网点的扩张似乎并不是以服务新增经济为直

接目的，而是一种服务存量经济的补充行为。 

由此看来，虽然近 1 年银行裁撤网点数量增加，但新增网点的数

量同样在增加，整体上我国银行的物理网点数目呈现上升趋势。不过，

2018年以后增速开始放缓。因此银行网点出现“关停潮”的说法言之

过早，但未来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 

这种发展趋势存在合理性吗？从国外的经验数据来看，一方面，

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导致银行业整体利润水平在短时间内出现大幅下

滑，行业竞争加剧。网点作为银行最为“昂贵”的渠道资源，能否实

现有效回报将决定银行的整体绩效水平。作为网点主要功能的吸储，

这些年来已经呈现下降趋势。根据 wind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上市

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明显下降，26 家 A 股上市银行吸收存款的增长

率从 2016 年的 10.3%变为 2017 年的 6.1%。 

另一方面，网点租金和人工成本上涨，硬件维护成本和设备更新

投资需求也在竞争的压力下大幅度“被动”上升，进一步加大了网点

的盈利压力。根据 wind 数据显示，我国 26 家 A 股上市银行的应付职

工薪酬从 2015 年开始一直居高不下，总规模在 3 亿元左右，提升网



点渠道整体投资回报率以及单点的经营效率成为银行关注的核心问

题。 

与美国对比，从数目上来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6 年，

美国每 10 万人口有 32 家银行网点覆盖，每 1 万平方公里约有 100 家

银行物理网点。而目前，中国每 10 万人口有 16 家银行网点覆盖，每

1 万平方公里约有 236 家银行物理网点。虽然从人数上看美国的人均

银行覆盖率约为中国的 2 倍，但从空间上看中国物理网点的覆盖率约

为美国的 2.36 倍，这种现象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从空间上看中国银

行的密度比美国高，但是因为人口密度高于银行密度，所以人均网点

数反而更少。 

从变化率上来看，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将会更积极地进行网点布局

和数量调整，网点小型化、专业化，以及不同银行对物理渠道的差异

化定位和发展策略等情况都会出现。 

根据美国联邦储蓄保险集团的数据，2010—2015 年，全美银行网

点总数量下降超过 6%，其中，花旗银行的网点数量削减了 22.7%，美

国银行减少了 19.5%，第一资本银行减少了 15.2%。 

综上来看，虽然目前我国银行网点数目增值还没有下降，但是增

速已经趋缓，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再加上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银

行网点的调整和转型似乎是历史的必然。 

二、银行物理网点转型的重点趋势 

银行物理网点的收缩趋势在互联网银行的夹击下变得更加迫切。 



从 2016 年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金额达 5.5 万亿

美元。中国移动支付快速发展的背后是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而互

联网金融尤其是第三方支付的快速发展影响了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支

付结算收入）、业务销售渠道、存贷款业务发展，必然会对银行物理

网点造成冲击。 

如何在互联网围追堵截的市场中保有一席之地？笔者认为，银行

物理网点转型有以下几个重点趋势： 

智能化。智能化的主要作用在于降低成本，在传统网点高柜台的

模式下，引入更多智能化设备，提供一种人工服务和电子银行之间的

“网点智能服务”，这种方式可以让客户在自助操作的基础上，又有

工作人员进行当面指导，同时享受到人工服务一对一的精细指导和电

子银行的高效、快速。 

多元化。这种转型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以增加

银行网点的盈利能力。从受众群体上来看，银行物理网点的重点服务

客户可以集中在两类人身上：第一是中老年客户，他们对互联网和电

子银行的接受度和信赖度都比较低，更容易接受实体网点的服务。第

二是对服务要求较高的高净值客户，他们对银行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比

较多样化，面对面的沟通更容易传达和沟通需求。 

在这两类人群挖掘的基础上，还可以借助网点的物理场地，挖掘

一些以前没有的价值，吸引相应的人群来与银行网点互动，从而提高

居民对银行的认可度和信任度，提高业务渗透率。 



小型化、专业化。这种转型方向主要可以降低租金成本，提高坪

效，最大程度地发挥租金的作用。 

这种银行的经营策略是进行精细化布局。一些具有明显地方特色

的银行，如果做成全能型银行则部分功能很少被使用，但是依然需要

配备一定的设备、人工等，成本较高。而小型化、专业化的“便利店”

式网点需要根据当地客户的类型、客户主业的类型等，针对性很强地

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内容，砍掉低效率的服务板块，为客户提供

更精准、更专业的服务，减少资源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