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券商单项奖颁奖现场

九成券商备战转融通业务

转融通业务开闸在即， 金融机构

对该业务的筹备工作也已进入最后的

冲刺阶段。

调查结果显示， 有

50%

的券商

目前已经购买了转融通软件， 并已完

成安装调试， 现正静待与沪深交易所

及中登公司的联网测试；

40%

的机构

则表示， 目前正准备购买转融通软

件， 软件供应商正在挑选之中； 另

外， 只有

10%

的机构表示短期内不

打算开展转融通业务， 因此目前还未

计划构建转融通技术系统。

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 已有

90%

的

券商完成或正在积极筹备转融通业务，

并搭建相关

IT

平台。

据了解， 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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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融资融券试

点券商已开始与证金公司在技术系上进

行对接、 联网测试等方面的工作， 融资

融券标的扩容也是在为转融通铺路。 转

融通业务作为券商的下一个业务创新重

点， 其配套

IT

技术系统也必将成为券

商目前

IT

创新工作的重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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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

IT

建设与创新调查结果显示：

CRM

系统建设滞后 仅半数机构实现全覆盖

编者按

：

12

月

9

日

，

在第十二届金融

IT

业务创新高

峰论坛上

，

证券时报记者对与会的百余位来自银行﹑ 券商

和期货的金融机构人士进行了问卷调查

。

本次问卷调查涵

盖客户关系管理

（

CRM

）

系统客户覆盖率

、

投顾平台建设

、

转融通技术系统筹建等多方面内容

，

调查结论为金融机构

IT

业务的创新情况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

半数机构

CRM

系统全覆盖

调查结果显示， 与会人士所服务金

融机构中， 占比为

50%

左右的金融机构目

前

CRM

系统对客服资料的覆盖率已经达

到

100%

。 此外， 有

28.6%

的金融机构

客户覆盖率达到

90%

；

14.3%

的金融机

构客户覆盖率达到

80%

；

7.1%

的金融

机构客户覆盖率仅占

50%

左右。

CRM

系统是现代企业客户管理的

重要工具， 我国金融机构多年前已开始

搭建

CRM

系统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调查结果却显示出仅半数金融机构

的

CRM

系统客户覆盖率达到

100%

，

少数机构的覆盖率还不足

50%

。

通过上述调查数据， 可以看出

目前一些金融机构在客户关系系统

化管理方面仍然相对滞后。 业内人

士认为， 客户关系管理作为现代企

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对

归属于服务业的金融机构来说， 如

果无法有效对客户关系形成系统化

管理， 势必将对金融业务拓展的进

度造成阻碍。

微博宣传主攻产品及服务

近年来， 随着微博营销的迅速崛

起， 金融机构在该领域的投入越来越

大。 借助微博辐射式的高效传播效率，

金融机构找到了一个最为廉价有效的

营销渠道。 目前， 金融机构通过微博

平台的宣传又主要侧重在哪些方面呢？

调查结果显示，

72%

的金融机构

人士表示， 该公司的微博平台主要

以宣传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为主；

17%

的人士表示微博平台以品牌宣传为

主； 而以重大活动宣传﹑ 投资者教

育宣传为主要功能的金融机构分别

只占

5%

和

6%

。

而据 《

2010

年微博调研报告》 数据

显示，

83%

的用户表示在微博中可以接

受发布有关产品和品牌的信息。 而相

比其他社会化媒体上的信息信赖度，

微博的信任度最高， 非常信任和比较

信任的比例则达

69.2%

， 微博无疑成为

了金融机构进行宣传的有效工具。

此外， 除了利用微博宣传公司的

产品和服务外， 金融机构还常利用微

博进行会议营销。 例如， 券商会定期

邀请嘉宾为特定投资者通过微博举办

投资策略会和主题报告会， 并利用会

议交流的机会进行开户营销。

超六成金融机构

IT

建设外包

调查显示， 有超过六成以上的金

融机构表示， 公司已将

IT

业务系统

开发和建设工作外包给专业的

IT

公

司来完成。 其中

,

占比为

35.7%

的金

融机构表示， 目前公司研发能力和技

术实力存有欠缺， 核心

IT

业务系统

建设全部外包；

28.5%

的金融机构表

示， 现已具备一定的研发实力， 但仍

将部分核心

IT

业务建设外包。

另外， 仍有

21.4%

的受访机构表

示， 目前公司已经具备强大的研发能

力和技术实力，

IT

业务系统全部由

自己完成；

14.2%

的机构则表示对自

己目前设计的

IT

业务系统不太满意。

与会某银行人士表示， 将

IT

业

务外包， 一方面可以大大节省公司在

IT

开发中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另一

方面则可充分利用

IT

公司的专业性。

IT

业务成本占比持续提升

金融机构在

IT

业务上投入的精

力和资源， 可以通过各金融机构的

IT

业务成本占总运营成本的比例得

出清晰的结论。

调查结果显示，

IT

业务成本占

总运营成本的比例为

5%

以上的机构

占比为

34%

；

IT

业务成本占比在

3%

至

5%

之间的机构比例为

50%

；

IT

业

务成本占比在

1%

至

3%

之间的机构

占

8%

；

IT

业务成本占比在

1%

以下

的机构占比同为

8%

。

以这一数据同历年证券时报同类调

查结果对比可以看出， 金融机构在

IT

业务的投入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这体

现出金融机构对

IT

业务系统建设的重

视程度也正在提高之中。

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朱永强在本

次峰会上指出， 在

IT

业务的研发上，

券商目前投入的人力和资源投入相对

太少。 而从长远来看，

IT

研发工作才

是

IT

业务得以创新和持续发展的核心

所在。

“苹果用户”成券商首要目标

本次调查还包含了一项有趣的问

题， 即针对目前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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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著名智能

手机， 券商的手机证券客户端建设情

况如何？

调查结果显示， 所有参与调查

的人士均表示， 其所在券商已开发

了针对苹果公司

iPhone

手机的证券

客户端。 而谷歌的

Android

则占据第

二位， 有超过

80%

的公司表示已开

发其客户端。 其后则是诺基亚公司

的

Symbian

手机， 开发该类客户端

的公司占比为

74%

。 而微软的

Win－

dows Phone

则排在最后一位， 只有

50%

的券商表示开发了相关的客户端

产品。

近年来， 苹果

iPhone

系列手机的

流行热潮席卷全球。 而在我国， 随着苹

果手机用户的爆炸式增长， 金融机构无

疑会将苹果手机相应客户端的开发作为

首要目标。

但另一个数据也正引起各金融机构

的重视， 今年二季度报告显示， 在智能

手机操作系统中，

Android

系统的市场

份额高达

43.4%

， 同比增长

152%

， 占

第一位； 而苹果的

iOS

系统的市场份额

只从

14.1%

提高到

18.2%

。

从全球数据来看，

Android

系统的

市场快速增长应该会引起金融机构的重

视， 而未来开发

Android

手机客户端产

品将成为券商的下一个首要目标。

投顾平台渐成理财产品超市

券商投顾平台目前主要为客户提

供哪些产品和服务？ 调查显示， 部分

券商所搭建的投顾平台正向着销售各

种机构产品的 “理财超市” 模式发展。

调查显示， 多数参与调查的券商

均表示， 除了提供自家的理财产品以

外， 投顾平台销售的产品主要还包括

了各类型基金产品﹑ 其他券商的理财

产品以及各类保险产品等。

这一结果显示出， 部分券商已将

新兴的投资顾问平台打造成集合各类

金融产品的综合 “超市” 平台。

据了解， 投资顾问业务作为券商

今年的主要创新业务之一， 投顾平台

的搭建是券商今年

IT

业务建设的重

点工程。 业内人士表示， 投资顾问业

务涵盖了从客户的风险承受识别到为

客户提供资产配置、 理财规划、 组合

投资和品种建议的一个持续过程。 对

于投资顾问个人而言， 如果没有公司

的支持、 没有系统平台做为依托， 是

很难实现上述业务构建的。

(

本版稿件由杨冬、 邱晨撰写并制

表， 吴比较制图

)

“客户体验”主导金融

IT

创新

对于未来金融

IT

业务创新的焦

点， 高达

53.8%

的与会金融

IT

界人

士认为应该从客户体验出发， 通过

IT

技术的创新为客户带来价值。

另外， 也有不少人士认为， 应该

以

IT

创新来带动金融机构的各项业务

创新。

30.7%

的人士表示应该全力推进

金融

IT

创新， 在

IT

创新的基础上创

新业务。 而

15.3%

的受访人士则认为，

IT

创新应该紧跟业务创新的脚步， 为业

务创新及时提供相关的

IT

支持。

对于金融机构创新方面到底是

IT

先行还是业务先行， 中信证券董事总

经理朱永强表示， 在创新上， 不存在

技术引领业务、 业务引领技术的模式，

这样理解是不全面的， 未来业务的广

度和深度会提升整个

IT

业务复杂度，

因此

IT

的管理一定要有矩阵式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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