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学文：构建金融操作系统

实现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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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霍学文（北京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放眼未来、把握大势，商业银行必须把握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机遇，全

方位、深层次、系统性地变革重塑，持续激发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开创

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局面。北京银行明确把数字化转型作为发展的核心战略，

力争通过三年时间，推动数字化转型成效达到同业领先水平，着力建设成

为国内领先的数字银行，为客户提供普惠金融服务、金融增值服务、金融

链接服务。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构建金融操作系统 

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

科技为核心生产工具、以平台生态为主要生产方式，需要一个类似于计算

机操作系统的金融操作系统，向下对接大量设备、海量数据，向上支撑金

融数字化转型的快速开发与部署，实现数据的可信共享、资源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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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质量提升。北京银行正在全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核心就是构建灵活

扩展、安全稳定、生态共赢的金融操作系统。 

构建灵活扩展的金融操作系统。现代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内核，采用模

块化的策略，组织各个功能，进一步提高了功能的可扩展性。北京银行构

建金融操作系统，就是在云化的硬件基础设施的基础上，以“统一模型、

统一机制、统一平台、统一语言”为原则，运用企业架构建模方法，形成

标准化、结构化、高内聚、低耦合、可插拔、可复用的系统组件，打造稳

定、灵活、组件化的企业架构。在此基础上，针对业务逻辑，对组件进行

灵活重组，组装成银行生态系统可直接调用的服务，支持业务重组和流程

再造，有效破解业务竖井、系统紧耦、流程低效、资源重复、数据孤岛等

问题。通过构建灵活扩展的金融操作，形成对业务架构和业务模型资产的

全面统一管理，更好地促进金融服务的无缝嵌入。 

构建安全稳定的金融操作系统。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北京银行将认真践行总体国家安

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安全、自主、可控”的发展路线，运

用领先的信息安全保障技术，在确保业务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为各

项金融服务运行提供安全稳定可靠的支撑环境。严格落实监管要求，确保

金融操作系统的数据规范和业务流程规范，具备可信共享的技术保障能力。

把数据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建立数据安全长效机制，做好新技术、新业态、

新算法等潜在风险防范，确保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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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生态共赢的金融操作系统。金融业是一个生态圈，每家金融机构

都在生态圈中生存。北京银行构建金融操作系统，将坚守深化产业生态合

作的初心，在夯实内部服务的基础上，积极链接外部服务，实现金融操作

系统从内部企业级向跨界生态级的延展。一方面，通过金融操作系统，加

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科技公司等的全方位深度合作，拓展科技触达的金

融服务范围；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操作系统，将北京银行形成的一套技术

开放、不断迭代、稳健运营的通用技术整体解决方案，积极向中小银行赋

能，保持与金融生态圈的协同发展、融合发展、一体发展，助力中小银行

降低技术成本、提升技术水平、提高风控能力、加快业务发展，拓宽金融

服务的可得性边界，实现场景共建、业务共生、生态共通，提升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质效。 

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在于统一数据底座 

数据是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性、基础性资源。银行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

积累了海量数据资源，必须加强数据的挖掘和应用，构建数据驱动的经营

管理模式。北京银行明确树立了“一个银行、一体数据、一体平台”（One 

Bank，One Data，One Platform）的理念，着力打造基于统一数据底座、

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的数据治理体系。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数签”阶段：开展数据治理，完善数据标签标准。数据治理是一项

基础性工程，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目标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要给数据定

标准。数据标准是实现业务系统间数据交换使用一致性和准确性的重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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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是数据质量管控的重要抓手。北京银行构建了规范化数据建设与信息

系统建设并行的源头治理机制，由“先建后治”向“源头管控、过程布控、

全局智控”转变。2022 年，北京银行全面开展了手工数据专项治理工作，

重点推动信贷系统、资金交易系统、国际结算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等升级

完善，全行数据质量有效提升。另一方面，要给数据打标签。给数据打标

签是提升数据价值密度、支持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方式。北京银行结合外部

监管和内部经营管理需要，给各类业务逐笔打上管理及统计维度的标签，

提升源头数据项对经营管理要求的覆盖度。通过建立数据治理长效机制，

提高底层数据的标准化、标签化、颗粒化水平，把好数据“源头关”，提

高数据“含金量”。 

“数汇”阶段：实现数据汇集，构建统一数据底座。统一数据底座是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共享、强化数据

赋能的重要支撑。紧紧围绕“平台、模型、服务、管控、安全”五个方面，

形成北京银行数据底座基础能力，构建全域数据供应网，使数据要素在全

行自由流转。优化提升数据平台基础能力，持续建设“海量计算、批流一

体、多维建模、安全探查、实时处理、可视分析”的企业级数据技术底座，

实现 PB 级数据的内联外通。持续推动数据共享，贯通数据竖井、链接数据

孤岛，推动行内各系统数据“串并联”，让全行客户资源在权限内共享。

通过打通底层数据，实现全数据贯通，着力构建“统一可信、敏捷供给、

便捷服务、安全共享”的统一数据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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