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国圣：国内大型资管机构

数字化建设的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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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 

作者：段国圣、迟哲 

CWM50 常务理事、泰康保险集团执行副总裁、首席投资官段国圣近

日撰文，对我国大型资管机构数字化建设进行了系统性地思考。 

文章指出了我国资管行业数字化建设中在数据治理、应用系统、业务

流程支持、创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海外头部资管公司的数字

化建设的经验中，提炼梳理资产管理行业数字化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可行路

径。 

文章认为，中国大型资管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按照二次信息化、数

据智能化、决策智能化分步实施；根据数字化转型“三步走”的实施路径

构想，文章提出适合国内大型资管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实施建议：一是实数

字化转型的组织与文化保障；二是数据治理先行，夯实数字化基础；三是

打造统一应用平台，推动流程在线；四是推动数据中台建设，提升数据分

析能力；五是创新技术应用，提升数字化转型价值贡献，助力决策智能化

转型。 

以下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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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网络化、自动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

化建设已经成为资管行业竞争的新高地。数字化将从三个方面重塑资管机

构的能力结构与竞争格局：一是提升公司整体的运作效率和承载能力，实

现降本增效、业务增量不增人；二是提升财富管理与客户服务的效率，提

升用户体验与粘性，支撑产品创新，扩大资金流入；三是提升投研分析效

率与投资管理能力，如通过智能技术提升投研数据的处理效率、引入另类

数据和因子等直接创造 Digital Alpha。 

数字化转型不进则退，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对现有的投资研究模式、产

品客户体系、风险管控方法、经营运作流程进行深度重构，优化客户与用

户体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当下每个资管机构都必须要面对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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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一、我国资管行业数字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过去 20 年，国内资管行业蓬勃发展，相比于快速发展的市场规模与

客户需求，资管机构内部的科技能力发展偏慢。在内部科技团队无法承担

核心系统开发的情况下，信息化建设普遍采用“外购系统+内部运维”的模

式。这种模式可以快速支持新业务上线与拓展，但也造成了目前资管机构

数字化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数据治理方面：业务数据孤岛化、质量差 

实践中，资管机构普遍存在着数据孤岛、数据质量不高的问题。核心

业务数据存储于相互独立、不同架构的应用系统中，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

和口径管理，无法实现快速有效的数据汇集，导致难以在不同的业务条线

之间构建有效的统合数据应用。 

其中，主数据管理缺乏全局性考虑、主数据质量较差的问题尤为突出。

主数据是指贯穿于业务流程的业务主体数据，它们较为稳定、使用范围广

泛、跨多个业务板块和 IT 系统存在。主数据质量问题与业务流程问题往往

相伴相生：由于主数据缺乏治理，导致业务流程难以打通；由于业务流程

无法打通，进而又影响到上下游主数据的一致管理。资管行业长期依赖外

部数据供应商提供市场主数据，但在内部业务数据如组合体系、账户体系、

客户数据、场外品种、私募产品等方面缺乏全局性、高质量的主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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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业务流程难以贯通，流程衔接效率和效果不佳。 

（二）应用系统方面：系统烟囱林立、缺乏规划 

国内资管行业 IT 系统经过长期的建设，很多公司已经形成了较为体系

化的应用系统集群，但因为大量采用外购产品，系统建设、架构升级经年

累月叠床架屋，导致缺乏清晰的全局视图与发展路径。即使花大力气进行

了规划项目，但由于自主开发能力与科技治理能力不足，规划蓝图无法在

实际建设中得到有效实施，导致系统烟囱林立，流程不顺，数据不通，难

以快速支持个性化需求，业务承载能力受限。 

（三）业务流程支持：端到端流程的线上化亟待完善 

当前，国内资产管理行业内的很多业务流程已经实现了系统支撑，但

流程线上化距离实现端到端“流畅高效”的业务体验目标还有差距。一方

面，流程管理存在部门化的现象。在系统建设、流程设计方面或多或少都

有“康威定律”的影子，业务流程还仅限于业务部门内部线上化管理，难

以实现端到端打通，部门间流程还需要手工处理进行衔接。另一方面，线

上改造只是简单、机械地复制线下流程，并未根据线上化特点，对原有流

程进行优化和变革。这导致很多流程线上化之后，不仅没有减轻业务用户

的负担，反而增加了线上操作的工量。久而久之，线上化流程逐步退化，

预期中的流程驱动往往蜕变为线上账本，甚至荒废不用。此外，如前所述

缺乏全局性的主数据管理也是业务流程难以实现跨部门流转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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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技术应用：技术架构相对落后，创新技术应用不足 

资管机构科技团队普遍缺乏自研能力。资管机构科技团队主要从事项

目管理及系统运维工作，信息科技核心开发与分析能力严重依赖金融科技

厂商。近年来，随着资产管理机构与互联网渠道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在零

售、客服、渠道管理方面，资管机构的自研能力在快速提升，但在投资核

心系统方面，依然缺乏自开发能力与大型平台项目经验。 

数据分析技术架构相对落后。国内资管行业数据体系，基本都是架设

在以 Oracle 系统为主的传统关系型数据仓库上。伴随企业数据规模增长和

业务需求的多样化，旧的技术架构无法满足复杂、快速增长的业务需求，

特别是在高并发、实时计算与即席查询等应用场景上，对于传统数仓体系

进行技术升级已是当务之急。 

投资领域的创新科技应用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能

力在国内资管行业的应用还处在点状尝试的状态，在零售营销与运营自动

化方面有较好的应用，但在被给予厚望的投资决策与研究方面，体系化的

规划和落地鲜有显著成果，性价比不高。 

二、海外大型资管机构数字化建设的实践经验 

比照国内资产管理行业，海外资产管理行业起步早，发展快。伴随着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创新不断被应用于资管业务领域，甚至

很多技术创新来源于投资业务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从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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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资管公司的数字化建设的经验中，提炼梳理资产管理行业数字化发展

的基本逻辑和可行路径。 

（一）行业共享的同质化应用平台与机构自建的差异化科技平台相结

合 

海外资管巨头普遍将科技能力视为公司基础能力与核心竞争壁垒。科

技平台建设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逐步形成了通过行业共享的应用平台

支持同质化的业务流程实现提效降本、通过自建的科技平台提升差异化竞

争力的基本格局。海外资管行业的通用运营与信息科技基础设施能力比较

完备，全面地覆盖了数据、运营、交易执行等同质化业务的平台化和共享

化支持。同时，资管巨头的科技能力充分体现在研究分析、投资决策、风

险控制、资产定价、量化对冲、客户服务等差异化服务领域，形成独特的

核心竞争能力。 

（二）集中管理的科技平台与分布式管理的科技资源相结合 

头部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对科技平台进行多维度的集中管理，包括

技术架构、数据标准和主干应用平台，较好地解决了流程标准化与数据标

准化的问题。而科技资源，特别是面向应用和业务的科技团队，一般采用

与业务团队融合管理的方式，通过科技能力前置有效提升了对业务需求的

响应效率。基于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科技团队为业务团队提供的解决方

案也丰富多样，包括应用模块、微服务、模型脚本、数据接口等，大大提

升了技术对于业务的支撑能力。这些得益于统一的数据架构与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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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业务用户普遍较强的科技应用素养，避免了快速响应构建的应用模块

及小工具的混乱和失控。 

（三）高度重视数据治理，设置专业的团队与平台统筹管理全公司的

各类数据 

头部机构对数据治理都非常重视，由全职的数据团队和技术平台进行

各类业务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特别是在全球主数据、私募产品数据、

客户数据等方面，资管机构投入巨大，通过在岸或离岸数据处理中心来实

现非标准数据的标准化管理，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共治、共建与共享。 

（四）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融入生态建设，形成差异化竞争能力 

海外头部资产公司均有专职的数据科学团队为投研、客户、产品、风

控等业务团队提供专业高效的数据分析服务，数据分析的服务方式涵盖分

析应用、模型开发、数据接口服务等多种类型。通过业务科技共建共享，

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通过模型、因子与指标逐步沉淀和固化到业务平台中，

并通过平台向客户开放进而成为差异化竞争力之一，在资产配置、风险控

制和定价方面效果尤为显著。 

（五）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全面应用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海外机构得到深入应用，在销售支持、客户

洞察以及投研效率提升方面效果明显，也形成了基于另类数据的系统化投

资体系，特别是在对冲基金和因子化投资方面。但对于大规模主动投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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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2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