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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未艾的上海金融电子化事业

周斌耀

一、金融电子化发展的几个阶段

上海银行系统从七十年代开始，就在探索电子化发展之路，通过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在上海开业的

银行也由几家，发展到现在的几十家。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如保险、证券、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等也从无到有，得到了很大的

发展。目前上海各类金融机构及其分支网点已超过二千家。这其中，相当数量的金融机构是在九十年代发展壮大起来的。

1．起步阶段

七十年代中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这一阶段作为金融电子化的试点，主要是以计算机来替代手工记帐，进行繁琐的帐务处

理。当时的计算机处理能力和开发的应用系统都十分有限。

这期间 PC 机刚推出不久，其性能价格比并不为金融界所看好。于是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率先引进了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

的中、大型通用计算机系统，用于银行业务的处理，开始了中国金融业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电子化产品的序幕。在上海首先实现

了南京东路一条街的通存通兑。

2．由试．点到推广

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是从试点走向推广阶段，金融系统以全面实现柜面业务计算机化为目标，开发了许多业务

应用系统，这阶段主要还是以计算机替代手工记帐为主，实现全行业的计算机化。

由于受当时通讯条件的制约，大机的延伸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随着 PC 技术的突飞猛进，其性能价格比有了很大的提高，

各银行、保险公司相继采用了一大批 PC 机来处理各自的金融业务，推动了计算机在金融领域的大规模发展，这期间基本完成了

各金融网点的计算机化，完全抛开了手工记帐的落后状况。同时引进了一些自动取款机(ATM)，由此开始了银行业务计算机化从

替代手工向增强服务、创新金融产品的方向发展。随着大量新型电子化装备的引进，金融系统开创了既替代脑力又替代劳力的

金融电子化发展进程。

3．发展创新阶段

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是整个中国金融电子化发展的高潮，不仅体现在计算机数量的配置上，而且在计算机应用的深度

和广度上都有了大大的拓展。各金融机构除了开发一系列业务应用系统外，还相继开发了各自的 MIS、OA 系统，加强了对各种

数据的利用和各类信息的传播。出现了无人银行、自助银行、电话银行及新型的网上银行等等，传统的银行运作方式开始出现

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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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范围内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特别是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各金融机构也向网络化、数字化方向发展。各商

业银行不再以业务分类的形式来建立许多小规模的系统，而是朝数据仓库的方向发展，推出综合业务管理系统。许多新兴的金

融机构，从创业开始，就十分注重电子化工程的建设。最为突出的标志是证券交易所的设立，从一开始即从电子交易入手，逐

步推出自助服务，电脑下单，实现卫星传输，实时交易、清算。

二、上海建成的一些金融电子化工程

1.网络工程

上海城市金融区域网的建成，能够使上海各金融机构的数据、信息及时有效地传送。目前借助这一网络，运行着帐务管理、

信贷登记等十几个业务系统。

上海大区行成立后，人民银行从监管角度出发，在上海大区行范围内提出了创建金融安全区的口号，目前已实现了沪、浙、

闽三地各金融机构的网络连接，实现了三地信息资源的共享。

各商业银行也建成了各自的全市联网工程，实现了储蓄、对公业务的通存通兑，有些银行还实现了全国联网。其它金融机

构如外汇交易中心、证券交易所、各保险公司等等，利用不同的联网方式，也建成了全国性的网络工程，能够实现数据的实时

传送。

2．金卡工程

上海金卡工程起步于 1993 年，由上海市政府领导，人民银行组织各金融机构共同实施的跨行业、跨系统的金融系统联网工

程，并于 1994 年建成了信用卡网络中心，实现了上海全市各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类金融卡的跨行交易。目前上海金卡工程已实现

了与全市 2 千多台 ATM 机、7 千多台 POS 机的连通；同时上海已实现了与国内部分城市的联网，且实现了与 VISA、MASTER 组织

的联接，可以直接受理该两个组织发行的外卡。

3．同城清算

1995 年同城票据自动清分系统的开通，实现了由手工交换到自动票据清分的转换，由此减轻了劳动强度，减少了差错，提

高了时效，也提高了数据的利用率。目前上海票据交换所的日票据处理量都在十几万笔以上，靠手工分拣是不可想象的。

4．电子联行

电子联行系统已稳定运行了八年，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卫星通信网，每天在网上传输着庞大的资金。今年上海已实现了天地

对接，这是支付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异地票据信息通过卫星传送，到地面后与地面金融网络连接，使异地资金能及时

入帐。借助这一卫星网络，还开通了电视会议系统，有效地加强了人民银行各区域间的联系。

5．各商业银行的电子化工程

各商业银行在实现了各业务处理系统的计算机化后，充分发挥计算机技术的强大功能，推出了各具特色的一卡通、一本通、

外汇买卖等业务，同时借助各类先进的金融电子化产品，推出了电话银行、自助银行、网上银行等一系列新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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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类代理服务

银行在实现了自身的电子化发展后，正在走向社会，为社会各行业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如代收各类公用事业费、代理公

积金、养老金，受理证券机构的资金转帐，代理保险业务等等，充分发挥了银行电子化建设的效益。三、金融电子化的进一步

发展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电子化工程建设，上海金融系统在金融电子化领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在电子化领域的装备上已接近发

达国家的技术水准，但是在各类应用系统的开发，金融服务的意识和手段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还有许多路要走，还有许多事

要做。

1．支付系统

目前，人民银行正致力于支付系统的建设，这是面向各商业银行的资金清算服务系统。支付系统的建设目标是实现大额实

时处理、小额批量、银行卡授权、政府债券簿记、国际支付等等一系列系统的集成，上海正在开展这一系统的试点工作。

2．企业网建设

人民银行正着手企业内联网工程建设，将利用目前国际上最流行的技术来架构这一网络体系，以实现全行业资源共享。同

时实现与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网络连接，为人民银行实施金融监管和为各金融机构提供有效服务创造条件。

各商业银行在完成了各自的 OA 系统建设后，也在着手各自的全行业企业网建设，有些银行已实现了全系统的电子邮件、公

文传输系统的建设。

3．金卡工程

金卡工程的实施是金融电子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其他各金融机构都相继开发了大量的卡管理业

务系统，金卡工程正在向纵深发展。上海作为全国 IC 卡试点城市，人民银行正在组织本市各商业银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IC

卡实施规范，争取实现一卡在手，走遍全市的目标。

4.数据仓库建设

人民银行的机构改革，成立大区行，客观上要求更集中的数据、信息的共享是必然的趋势，目前分散的数据和杂乱的信息，

将难以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商业银行也同样面临着改革，原来各省、市各自为阵的局面，必然会走向更大的集中统一，数据

仓库的建设已在逐步实施中。

5．综合业务管理系统

在过去分散开发，各系统互不统一的模式下，资源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在经过这几年的探索，各金融机构都纷纷开发出适

用于各业务系统的“综合业务管理系统”，以期有效的利用资源，更加快捷地开发出新的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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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类代理业务的扩展

在代理各类社会金融服务方面，将进一部扩展其功能，扩大服务的覆盖面，加强与社会各方面的合作。如与各大超市联网，

方便顾客购买；与出租公司合作，直接利用银行卡结帐；扩大路桥通的使用范围；增加与社保、医保等的合作，方便广大市民。

同时银行还扩大与各证券公司、保险机构的代理服务，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做大金融这块蛋糕。

7.电子商务

人民银行一直积极参与并鼓励各商业银行参与电子商务的建设工作，对于 CA 认证机构的建设，与海关、外贸等机构以 EDI

联网，相关实验环境的开通，都倾注了很大的热情。网上银行上海也已有几家银行在试验开通。作为电子货币的 IC 卡，上海也

在积极试点开发。

作为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网上认证、网上购物、网上付款、电子货币等等一系列配套系统的建设，将有利于电子商

务的推广。

8．各大金融市场的建设

上海已建成证券交易所、外汇交易中心、全国融资中心、期货交易所等等各类全国性的交易机构。利用卫星和地面网络实

时传输着各类金融交易、清算交易，每天有千亿元的资金在各大市场流动。上海将会建设有更多的如黄金市场、离岸金融市场

等各类金融大市场，金融电子化也会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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