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银行产权结构(银行产权结构图)

目前，银行网点的生意，不管是从业务特点上，还是业务量上，资金结算和货币存储都是主要的内容，反应着人们在
这两方面的需求。因为日常的市场交易中，结算效率的提高，物品会获得提早交割，从而提高交易各方的边际收益，
同时，物品不管以哪种形式存在，其产权始终有潜在的威胁，即便有了货币的协助也不会有所改变。本文受到敏友的
《重庆向北去》一文的启发，认为在市场上，客源指挥着网点的布局和选址安排，而基于银行网点的生意特点，结算
的交易费用和产权的保护费用将是主要考虑的侧重点，并认为无论网点的存在、还是其选址和发展，这两大项费用的
转变情况都会对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为什么会有物理网点

任意的生意都要追随人们特定的需求，长久而持续的需求是生意长存的根本。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日常菜市里的
交易，一般其资金结算和存储，在纸币的帮助下，一个腰包估计就够了，但随着市场分工的扩大和交易规模的提升，
结算范围也会随之扩大，资金规模也如是，这时候，集中地大规模地处理就显得划算许多。但这样的处理就必然需要
物理网点的支持么？微信和支付宝的出现证明了这不一定。那么要在怎样的局限下才能成立呢？根据前述，结算便利
和产权保护是银行生意的大局限，开店要围绕着这两点做文章，争取在此局限下达到成本最低的原则，也即是说，凡
是能做使这两点成本最低的做法都将是银行选择最终的经营形态。纵观历史的进程，银行更多是基于在特定阶段人们
采用的通讯方式和货币形态来调整自己的经营形态。理由是：

一是银行的结算体系依赖于通讯方式的支持，其产出效率取决于后者的产出效率，因为通讯便捷会提高结算的速度，
从而节省人们交易结算的费用，带来买卖双方的收益递增，但通讯要建立在特定的物理基础上，需要各种设备的支持
，这是自然科学的内容，也显示着通讯便捷的成本不菲，基于此，银行若想继续在结算费用的节省中占据比较优势，
就必须在相应的设备中加强布局和采购；我们观察现在的银行网点情况，会发现电脑、网线、ATM等是基本的配置，
这分明是当前的通讯方式主要为互联网的缘故。同样，在邮递和电话时代，电话、发报机等也会是基本的配置，从而
使得银行网点更像是邮局或发报局一样的存在。即使回到钱庄的年代，也会出现马棚、马槽等类似驿站的安排。

二是货币形态为金属货币或纸币，会带来保管、运输和兑换等方面的交易费用内容。因为货币在市场竞争下有价，是
财富的一种形态，会带来产权保护的困难。我们看到现在网点一般有厚重的防弹玻璃和报警系统以及挂着警棍的保安
等，这实在是因为玻璃窗后面存储着大量的纸币和有价票据。据前辈说当年乡下的网点，要配置真枪实弹，到晚上还
需安排人员守夜，同理也。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两个局限并非一成不变，近代银行替代钱庄，皆因银行以电汇和纸币替代此前的邮递和金属货币
，在结算速度上更有比较优势，还省掉了在搬运过程中的产权保护费用，因而淘汰了钱庄。

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变化似乎更大，首先是移动设备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使互联网从电脑转移到了手机上，
这使得货币交易的结算在掌上变成了现实的可能，微信、支付宝等，也包括银行自己，纷纷推出可以实现货币交易的
功能或APP，而因为其快捷大大超出了传统的柜台交易和网银交易等，从而带来掌上交易方式在量上的暴增。根据《
中国支付清算行业运行报告（2018）》显示，2017年，国内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分别处理移动支付业务375多
笔、2390多亿笔，金额分别达到202万亿多元、105万亿多元，同比大幅增长。同时，商业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分
别处理网上支付业务485多亿笔、483亿多笔，金额分别为2070多万亿元、38万亿多元，出现下降趋势。

其次是货币形态由实物转为数字化，特别是互联网盛行之后，网银、储蓄卡、信用卡、POS机等结算方式在银行的大
力营销和供给下，纸质货币大规模地被数字化电子化，使足不出户而实现交易的成本随之下降得厉害。再到现在的移
动互联网时代，随时随地的掌上结算方式更是将货币数字化扩散到日常的菜市场等，不带钱包出门变成了一种生活常
态。

基于这些新的变化，银行的物理网点存在的意义就显得有点尴尬了，其边际产出的减少，必定带来一些网点的撤并，
毕竟生意归生意，当然能省则省，有意思的是新闻舆论大谈特谈银行网点撤并潮是银行不行了的迹象，其实是局限发
生了变化，银行作出了成本的调整。

                                    1 / 4



智行理财网
银行产权结构(银行产权结构图)

网点选址的逻辑

就目前银行采用的物理网点来说，因为要添置必备的通讯和防护设施，该合约其实很贵，犹如开铺子纳客，是下了重
注的选择。每一个网点的开张，都要考虑装修、设备和运营等各项成本内容，单以装修部分来说，以现在行情算，两
三百平，也要好几百万至上千万的花销，而运营期还要考虑房租、水电、安保、押运、通信等直接成本，若不能客似
云来，这重注的结果必定惨淡。因此，在现有货币交易采用的通讯方式和形态不变的情况下，经营成本的压力会使得
银行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客源的质量上，即寻找那些存款较多较稳定的客户身上。

但在市场上，客源的质量分布是不一样的，或者说类聚在不同的地方，而且不同的客源质量在同样的投入下会带来不
同的产出效率，极端的例子是繁华的商业圈和新建的住宅小区对比，一个企业众多，人员众多 ，一个却连个人影都没
有，我们不难想象两者各自带来的收益将不在一个量级上。因此，将网点安置在靠近有质量的客源地方在当前的通讯
方式和货币形态下是便宜的选择。这里的逻辑主要是距离的缩短将大幅地节省客源的交通费用，进而通过产权的移交
（存款方式）来减少保护的费用和结算时间等等。不过如果当前的通讯方式和货币形态发生转变，以距离来调整边际
成本与边际收益的相等未必就是便宜的选择，至少不是必然的选择。

当然，高质量的客源产生收益会增加其所在地的地租，从而形成网点的经营成本之一，但边际相等的约束始终存在，
我们也很少见到银行网点抢占商业圈的中心。就算特别接近，那网点很多时候也会以自助网点的形态出现，而不是大
型的综合性网点。简单的验证就是购物中心里，我们见到的更多是ATM，而不是开着有人员和窗口的柜台式网点。

进一步的检验尝试

如果说有质量的客源决定位置的假说成立，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有几个推论：

一是任一网点不会离客源聚集的地方很远，甚至直接就在客源地来协助交易。那么我们会在地图上看到，银行的物理
网点会更多地集中于商业区域、大型交易场、综合市场、钢贸市场等地方，甚至某些商业圈内会出现金融一条街的现
象，盖鱼多而已，而偏僻的住宅区等非商业区会有较少的网点分布，除非那里有大型的企业或者财政厅这样的存款大
户。当然，但客源的存在不一定意味着网点的安排。我们也发现在机场、火车站、地铁站、中小学这些客源集中的地
方，网点近乎没有，这是否推翻了假说呢？其实不然，而是这些地方的客源以旅客为主，行色匆匆，是无暇顾及网点
服务的。以下是随意截的南宁老城区最繁华的商圈-朝阳商圈的部分地图：

从这个图来看，我们看到在该区域，银行网点相对来说是非常集中，尤以自助网点为主，其原因在于购物地方，客源
以个人消费为主，并且其消费频率相对较高，根据边际相等原则，银行提供更为便利的自助设备来降低运营成本，而
不是综合性的网点安排。

相应地，我们在以办公为主的区域会发现综合性的网点数量会超过ATM的，因为这里的客源以企业客户为主，承接的
资金规模和结算更具有复杂性，以下是南宁较为集中的写字楼区域-金湖广场一带的地图：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自助网点明显要少得多，反而综合性网点增多了，而其周边客源我们也看到是以一些大型政
府机构、写字楼客户为主的。

二是由于类聚的客户有不同的类型，银行会采用不同的合约来应对，比如是在对公和个人的柜台数上，商业区会更倾
向于个人，而办公区会更倾向于对公，或者如上述提到商业区全部以ATM替代，而不设置综合性网点。

三是有质量的客源集中地发生变迁，那么网点的产出规模会随之下降，甚至消亡。近年来，老城区一些地方的网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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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撤并，主要就是新兴的商业圈和高档住宅区带走了有质量的客源，就算投入更多的先进设备也挽救不了存款的跌势
。有意思的是，在撤并之后，距离新网点更远的客户会出现流失情况，特别是有定期存款的客户，所以撤并不一定意
味着新网点的总存款增加。

四是立于较偏僻地方的网点，其产出效率一定比不过繁华地带的，除非客源的质量有保证。这点反应在新开发的区域
上最明显，五象新区为南宁市近年来大力开发的区域，但居住人口和企业还没有跟进，相对来说，银行在网点上的布
局并不多，以下是一部分的截图情况：

上图的下方，也是邕江的下方为五象新区，但该区域网点数量非常少，完全比不上对岸网点的数量。

五是同一地方，客源的规模足够大，那么网点的设置数量会高于其他地方。我们从报表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农
行年报中提到的机构分布情况表：

区域 境内机构（个） 占比（%） 

总行 8 0.03 

长江三角洲地区 3,100 13.10 

珠江三角洲地区 2,546 10.76 

环渤海地区 3,403 14.38 

中部地区 5,268 22.26 

东北地区 2,287 9.67 

西部地区 7,049 29.80 

境内机构总数 23,661 100.00 

很明显，经济发展较好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的网点机构数量每个都能超出东北地区的，加起来也超过了更
为广阔的西部地区。

未来的发展

结算便利和产权保护是银行这门生意展开的基础，亦是银行在市场中要遵循的争胜准则。未来行将大变，特别是网络
带来的成本结构变化，必将使很多结算业务逐渐地从物理网点移到网上，这不可逆转，那么物理网点是否还有立足的
空间呢？如果两个局限始终是人们的不懈追求，我们可以断定物理门店仍将继续存在，正如网购大行于世，却也不能
抹去楼下便利店的身影。理由三点：

首先，不能忽略技术开发的成本，虽然说理论上毫无障碍，但任何的投入都要考虑成本收益的对比，所以时间上会有
延缓的空间。比如当年四大行均不同程度地退出县镇市场，结果是县镇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之后，人均收入逐年增长，
从而带动这一层级有网点的信用社和邮储银行出现存款大增长，甚至超出一些大行，说明网络未完全普及而至的地方
，物理网点仍具有地域空间。

其次，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制度成本的问题，有很多方面，主要两点：一是政策管制方面，比如对外汇进行管制的实际
执行单位目前一直放在银行的物理网点一级，由其审核检验，而不是在外汇管理局，因为更接近市场和结算主体，所
以是当前最便宜的选择，若外汇管制不除，那么物理网点很难消除。二是更为重要的银行提供的在产权保护上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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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合约安排，包括签约协议、开通账户、挂失、补办、密码印鉴等等，从某些角度上，银行的物理网点可以视为一个
确权和维权的大平台，牵扯公检法、央行、证券行、律所、银保监等等机构，这无疑使得它在产权保护上更胜一筹，
至少我们知道微信支付也好，支付宝也好，目前还是要基于银行的产权保护体系。当然，未来这部分可以被网络协议
等方面的制度设计而替代，只是过程可能取决于技术进步到什么境地或者信息网络普及到什么程度。

第三，物理网点可以立足于某些交易费用的节省而获得内容上的新发展，因为除了零售银行存款这个产品之外，目前
还有各种信用卡、理财产品、按揭、保险等在物理网点进行销售，这么看，物理网点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零售渠道，既
然如此，那么相应的展销活动和体验式安排，就会使网点有窗口一样的存在意义，比如“社区网点”的概念曾经流行
一时，这大概起于美国安快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逆市优越表现。该银行发起的社区银行参考的是商业百货店的
模式，去除了防弹玻璃和柜面的设置，取而代之的是舒适而时尚的开放空间，店内设有读报区、上网区，免费提供咖
啡，最为关键的是把银行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形象在店内展示。一般而言，社区客源质量当然不及写字楼间的优质企业
，但因为随着互联网金融快速兴起，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成为客户日常接受金融服务的主要渠道与媒介，和货币电
子化的盛行，不需要现金的交易，社区银行的设立并没有那么贵，更重要的是，它深入社区，对于发现客源、提供信
息以及展销方面都有相对成本的优势。这样看，或许未来我们会看到银行网点在购物中心或者一些综合体中开立类似
服装门店的实体店吧。

是的，无疑货币电子化的影响巨大，但正如敏友直言，门店只会因应交易费用重点的转变而在形态、位置、面积上改
变。

结语

总之，不管怎么改，有质量的客源始终是银行收益的根本来源，而银行又从中提炼出为客源提供结算便利和产权保护
作为立行之本，并根据通讯技术和货币形态的局限提供相应的配套机器设备支持，从而形成物理网点的存在，未来这
两个局限变化了，物理网点也随之变化，或消亡或更新，但结算便利和产权保护的大局限不变，银行仍将继续生存发
展，并演化出不同的形态。本文在验证上不是很严谨，因为部分的数据不宜做出公布，所以来自同行的检验和认同相
对来说比较重要。最后再次感谢敏友的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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