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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盘和林 

疫情加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金融行业也不例外。当前，国内

各大银行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探索各自的数字化转型道路。 

 

过去一段时间，银行数字化转型主要聚焦于业务数字化，特别是疫情

时期，虽然线下业务受到严重影响，但银行的内部依然任务繁重，当时主

要的任务就是业务线上化，数据上云等。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银行开

始逐渐从业务数字化向数字业务化转变。这意味着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进入

到第二阶段，数据将成为驱动银行开展业务的重要元素。 

从业务形态到业务模式的转型带来的突出改变就是现代商业银行全新

的人才结构需求。据银保监会相关数据统计，2020 年有超过 2000 家银行

网点关停退出，2021 年有 2805 家银行网点关停退出。银行虚拟客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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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品牌官、虚拟柜员的出现，以及银行网点减少，银行业务及岗位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疑问，随着银行智能化水平提高，业务自助化程度

提升，网点柜员需求将降低。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商业银行

将聚焦场景建设，其网点将作为全新的销售场景，延申业务触角，触达更

多的客群，与之相伴的销售人员需求也会有所增加。 

除了基层员工结构的调整，银行对于数字技术人才的需求也日益旺盛。

2022 年 1 月 17 日，银保监会下发《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银行应该大力引进和培养数字化人才，鼓励选聘具有科技

背景的专业人才进入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从数字化转型角度出发，当前

阶段银行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总行层面的系统架

构升级需要技术人才，目前，工行和建行在金融人才的招聘上比较激进，

分别拥有 3.48 万和 2.77 万名金融科技人员；二是分布式架构下，分支机

构需要相关技术人员指导工作并进行系统的日常维护；三是数字化转型的

一个目标就是提高银行对于市场的反应速度，除了在技术上不断迭代升级，

还需要专人去应对新场景和新业态。 

不过，总体上而言，银行的员工数量确实在减少，上市银行年报数据

显示，截至 2021 年中，上市银行平均员工数量为 6.49 万人/家，较 2015

年减少 7.03 万人/家，柜员、大堂经理、客户经理等基层员工是离职主力。 

人才结构的改变直接影响到银行的招聘偏好。一个明显的改变是银行

更青睐应届毕业生，对于社会招聘的重视程度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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