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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是全球银行业最主要的增长引擎，剔除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大

成熟市场后，该地区在 2012-2020 年间预计将贡献全球银行业营收增长的

39%。然而，这一增长的背后却是盈利能力的下降，究其原因一是竞争加

剧，二是在面临行业变革时，许多银行的运营模式已触及高效规模拓展和

业务灵活度的上限，再无提升空间。 

如今，IT 已成为银行业增长的重要助推器，为规模扩展、效率提升和

风险管理等诸多方面提供强有力支持。在亚洲，银行的业务与 IT 的结合更

加紧密，尤其是在利用 IT 提高客户体验的领域。中国四大银行（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与领先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与民生银

行）都开始了不同程度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渠道与产品创新，开始尝试各种

手机移动银行与直接银行的服务。但是，我们对 13 个国家 85 家银行开展

的亚太地区银行业年度 IT 对标调查 显示，很多银行的 IT 投入不足，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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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银行的 IT 投入效率欠佳，未能有效推动业务增长和效率提升。当然，

也有一些银行借助 IT 实现了显著的业务效益，甚至相关支出还低于部分同

业银行。本文总结了我们根据调查问卷收集的主要结论性意见，重点概括

了不同 IT 运营模式的成功要素和特点，旨在帮助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银

行充分发挥 IT 的商业潜力，以大力推动效率提高和业务增长。 

一个地区，两种市场 

2010 年以来，亚太地区成熟市场银行的 IT 支出略有增长，约占经营

费用的 15%左右，这一比例的下四分位数为 7.1%，上四分位数达 29.4%。 

但是，在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中，银行 IT 支出在经营费用中的比重竟

然从 2010 年的 9.4%（这个数字已经很低）降至 2012 年的 8.1%，统计

数据的下四分位数为 3.1%，上四分位数为 15% (见图 1)。意味着就平均水

平而言，亚太地区新兴市场中银行的 IT 支出并未与运营成本的整体上涨保

持同步。由于正常的时滞，报告中的数据只涵盖了 2012 财政年度。但我

们随后对亚太地区银行的跟进同样反映了 IT 支出这一变动趋势，以及分析

中所提出的相关问题。 

整体而言，亚太地区银行的 IT 支出大大低于其他地区。在 2011 年和 2012

年，欧洲银行（包括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 IT 支出在运营费用中的平均

比重高达 19%。 

将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包括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银行的总体 IT 支

出方向和重点进行横向比较，其结果也是相似的。目前，亚太地区成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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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银行在推动自身战略变革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日常运营的投入则随

之减少，自然而然地 IT 预算也更多用于应用软件而非基础设施。与之相反，

亚太地区新兴市场的银行 IT 支出却在继续加大日常运营方面的投入比重，

只是对应用软件开发和维护的绝对支出金额有所增加而已(见图 2)。 

根据我们的调查，亚太地区成熟市场的银行已经开始更多地运用 IT 手

段，目的是推动业务增长和效率提升，进一步以客户为中心，推进渠道转

型，提升应用软件开发的流程效率和自动化程度，升级基础设施以提升运

算规模，同时满足新的业务举措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与之相比，新兴市场

的银行目前则侧重于搞好业务基本面，通过平台升级、应用整合和存储简

化 IT 流程。将这些现象和上文分析的趋势相结合，可以看出亚洲新兴市场

银行的 IT 支出正更多地用于跟上业务增长的步伐，而非用于应对未来业务

增长和变革的战略需求。 

启示 

IT 有助于提升亚太地区银行业的业务增长和效率，但我们的年度对标

调查分析显示，虽然有的银行已经可以利用 IT 提升效益，但另一些银行的

IT 支出要么不足，要么不够有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同市场的表现也

存在差异，比如，亚太地区成熟市场的银行已在借助 IT 手段提升业务的客

户导向以及推进新的业务举措，但新兴市场银行的 IT 支出仍在总量“补给”

状态，尚未从战略角度考虑如何分配以应对未来的发展需求。 

无论在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银行的 IT 投资重点并非总是为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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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协同效应的最大化，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取决于短期或应对性的决策行

为。例如，合规体系是优先的 IT 支出需求之一，非监管风险或管理信息系

统及数据仓库则优先度较低，但恰恰是后者对形成高效能的一体化风险管

理能力至关重要。如果亚洲银行（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的银行）不培养相

关能力以持续创新和提升业务价值，其份额很可能流失到非传统的市场竞

争者。在亚洲，新兴的消费阶层整体年龄比其他地区更小，更易于接受移

动互联网技术，他们对传统银行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正在逐年下降。这种消

费者预期和行为的转变以及来自富有创新精神且运作灵活的非传统金融企

业的竞争，也反映出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最新发展动态。以支付宝为例，这

是中国一家领先的第三方在线支付供应商，其注册用户多达 8.45 亿，2012

年交易金额超过 2900 亿美元 。而且，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与

腾讯都已经获取第一批民营银行的试点牌照，开始利用自身的 IT 优势向传

统银行业发起进攻 。 

亚太地区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银行在 IT 支出水平、增长动态方面的

差异，对各大银行借助 IT 手段创造业务价值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即使成

熟市场的银行维持现有的 IT 支出水平，也必须安排战略转型，将 IT 支出占

经营总支出的比重从当前的 31%再提升一步，以确保其产生最大化的战略

商业价值。 

在亚洲新兴市场的银行中， 用于业务变革的 IT 支出比重只有 29%，

大大低于其他地区，因此其面临的挑战更大。未来，中国的一些银行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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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增加战略性的 IT 投资。相比欧洲的一些领先银行，亚洲银行的 IT 投入

整体较低，而且更多地是在满足现有的业务需求领域，而不是战略性的投

资，这在短期内仍然是中国一些银行的主要趋势。虽然许多新兴市场的银

行可以通过开发更加精益化的 IT 运营模式和架构来节约成本，但为了满足

业务增长以及业务运营复杂程度的需要，大幅增加 IT 支出仍然是必须的。 

如果不优化 IT 支出，亚洲新兴市场的银行将面临双重风险，包括业务

价值流失和伴随增长而来的利润率下降。此外，现有的战略变革支出比重

太低，也使得银行不足以应对与老牌企业和新进企业掀起的日益激烈的数

字化“军备竞赛”。 

提升绩效曲线 

增加 IT 支出和推动战略变革只是一方面。此外，通过在结构上优化 IT

运营模式，提升其效率、可拓展性和灵活性，那些最佳实践银行能够创造

更多价值，并带头启动数字银行业务。 

和前些年一样，我们在对标分析中将亚太地区各家银行的支出水平、

相对业务表现与地区平均水平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对其 IT 表现进行了

分类 。银行业内部在效率和效能方面存在着惊人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 

• IT 总支出。最佳实践银行的 IT 支出占经营总支出的比例比亚太平均

水平低 10%。但这并不代表增加支出不能带来效益，而是表明最佳实践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6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