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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银行线上业务正在加
速发展，已经有不少银行网点的功
能越来越多地迁移到了线上，超过
90%以上的零售业务都可以通过
手机办理，到银行线下网点办理业
务的人逐渐减少。同时，银行ATM
机的数量也随之缩减，物理网点的
关停量仍在持续增加。

随着人们支付习惯和业务办
理习惯的改变，银行也在进一步
优化调整线下网点，加快推进线
上业务的全流程数字化转型。

ATM机和银行网点缩减

根据央行最新公布的《2020年支
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截至2020年
末，ATM机具为101.39万台，较2019
年末减少8.39万台。全国每万人对应
的ATM数量7.24台，同比下降7.95%。

从2020年整年的数据梳理来
看，ATM机数量下滑的趋势明显，
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二季度末、
三 季 度 末 ，ATM机 数 量 分 别 为
108.30万台、105.21万台、102.91万
台，季度环比分别减少1.47万台、
3.09万台、2.31万台。这意味着，随
着移动支付的不断便捷以及银行
线上业务的不断发展，ATM机的使
用率不断降低，正在日渐式微。

同时急剧减少的还有银行的线
下网点。《证券日报》记者查看部分
银行近年的年报发现，银行网点数
量呈现连续缩减的趋势。以中行为
例，2018年至2020年各年度末，该行
营业网点数分别为10726个、10652
个、10487个。根据银保监会金融许
可证信息平台的数据统计后发现，
截至4月6日，商业银行机构退出列
表显示，今年以来已有431家银行网

点终止营业。
记者注意到，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则是银行非现金支付业务的增
长。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全国银行共办理非现金支
付业务3547.21亿笔，金额4013.01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16%和
6.18%。

对于银行ATM机不断缩减的原
因，武汉大学客座研究员唐大杰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银行ATM机最主
要的功能是现金存取和卡业务的相关
办理。随着我国线上支付业务的不断
便捷和普及，中国已经进入移动支付
时代。除此之外，ATM机的业务一直
属于被垄断行业，银行作为客户支付
了较大一部分费用，减少ATM机的投
入也可以减轻一笔负担。”

监管机构人士、看懂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李凤文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银行ATM机及网点减少的

原因主要在于，一是近年来全行业
离柜率上升，减少了柜面业务的压
力。因此，一些网点业务量呈现了
下降的趋势，有的甚至寥寥无几，
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二是为了降
低经营成本。目前，银行许多网点
都是临时租赁的，不但需要支付较
高的租赁费用，水暖电等物业费
用，而且网点从业人员也不得少于
内控合规要求，无形中浪费了人力
资源。如果网点业务量过小，将加
大银行的经营成本。从利于核算
的角度出发，撤并业务量小，对群
众办理业务影响不大的物理网点
成为银行网点整合的重点。ATM
机减少也同样属于此类问题，由于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业务不
断普及，客户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
银行业务，加之使用ATM机存取款
业务不断的萎缩，有的ATM机也就
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减少

ATM机也是必然现象。

银行网点仍将长期存在

2021年伊始，转型、升级和优
化已成为各行各业离不开的话
题，商业银行业在渠道建设方面
更加聚焦在优化老旧网点和加快
数字化业务转型上。

比如工商银行在年报中表
示，要扎实做好网点优化调整。
持续加大对环境老旧网点、核心
潜力网点的装修改造力度，完成
网点整体装修1611家，为客户服
务提供有力硬件保障。持续推进
物理网点、手机银行、远程银行与
新型渠道间的协同融合。积极提
供数字化、非接触客户服务。

中国银行也在年报中提到，
要深入推进网点转型与智慧运营
改革，将网点逐步打造成为面向

全渠道、全场景、全生态的营销服
务综合体。深入推进全流程数字
化转型，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生物识别等新兴技术的
应用，不断增强数字化、智能化发
展能力，推动场景融合，丰富产品
功能，持续改善客户体验。大力
拓展线上渠道，持续迭代升级手
机银行，推动线上业务快速增长。

在银行在加速推进数字化建
设的同时，为了帮助老年人也能
全面融入信息化社会，银行也在
加强“适老化”金融服务。

记者走访了北京部分银行网
点发现，几乎全部银行网点都设
有老年人的专属设施，比如在营
业场所提供老花镜和爱心轮椅等
设施。部分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还
表示，专门培训过如何指导客户
更好地学习使用手机银行。

李凤文表示，无论银行网点
智能化和线上化如何发展，传统
线下网点短时期或者相当长的一
段时期内也不会消亡。原因是我
国已步入老龄社会，据统计，我国
有近1.4亿老年人依然游离在互联
网之外，仍习惯通过传统的线下
渠道获取服务。如果物理网点消
失，就会影响到这些老年人享受
应有的金融服务，影响幸福指数。

“今年3月30日，中国银保监会
印发的《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切实解
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通
知》指出，各银行保险机构要加强金
融服务下沉，进一步完善基础金融
服务，根据老年客户群体数量和金
融服务需求，合理科学进行网点布
局。由此可见，银行网点仍将长期
存在。与此同时，物理网点绝大部
分是由人工负责的，与全部智能化
有着很大的区别，人性化的服务更
有温度，也更有人情，因此也不会从
银行服务中消失。”李凤文表示。

截至2020年末，全国银行ATM机为101.39万台，较2019年末减少8.39万台，正日渐式微

银行数字化进程加速 年内431家网点“关门”

本报记者 王 宁

进入4月份，百亿元级私募持
股情况大部分浮出水面。

《证 券 日 报》记 者 根 据 117
家上市公司 2020 年年报数据统
计发现，目前有 25 家百亿元级
私募出现在流通股中，其中，不
少个股更是成为百亿元级私募
重仓对象，百亿元私募合计持有
市值高达 285.89 亿元（以 3 月 31
日收盘价计算，以下相同）。从
板块分布来看，制造业企业几乎
成为这些私募一致持有的对象，
例如高毅资产在持有的 21 只个
股中，19只属于制造业板块。

多 位 私 募 人 士 向《证 券 日
报》记者表示，自去年以来，多数
私募选股均以低估值和高成长
特征为主，在诸多板块中，制造
业企业可能更兼具上述特点，不
过，上市公司发布的年报是以去
年私募持股情况为主，对于目前
来看，持股风格可能有所转变，
白酒、医药、互联网等可能会成

为私募青睐的方向。

高毅资产合计持有10.4亿股

记者发现，25家百亿元级私募
持有的117只个股，合计市值高达
285.89亿元，持股量达10.41亿股。
从持股数量来看，高毅资产持股数
量最多达23只，且其中不少属于重
仓股；其次，重阳投资持股13只，星
石投资、迎水投资和明汯投资均持
股10只，东方港湾持股8只，盘京投
资、九坤投资、礼仁投资、淡水泉、景
林资产、玄元投资等均持股5只以
下，林园投资、中欧瑞博、大朴资产、
盈峰资本、少薮派投资、保银投资、
泰润海吉等均持有1只个股。

从持股市值来看，高毅资产仍
是最多者，合计市值高达155.46亿
元；其次是礼仁投资，持有3只个股
市值达33.62亿元；重阳投资持有市
值达22.92亿元，迎水投资持有市值
9.9亿元，星石投资持有市值10.17亿
元，磐沣投资持有市值16.44亿元。

从持股量来看，不少个股均被

私募重仓持有，例如大华股份和同
仁堂等，高毅资产持有的流通股比
分别高达 4.72%、4.74%；其次，海
信家电、明泰铝业、柳药股份、上海
家化和海尔生物，均被高毅资产、
重阳投资、磐沣投资持股占比在
4%以上；紫金矿业、柳药股份、同达
创业、利亚德、仙鹤股份、天合光
能、濮阳惠成、恒为科技、亿帆医
药、京新药业等，也均被多家百亿
元级私募持股占比在2%以上。

从板块分布来看，制造业几乎
成为了百亿元级私募布局的重点。
数据显示，在高毅资产持有的23只
个股中，19只个股所属板块均为制
造业；重阳投资持有的 13只个股
中，8只均为制造业企业。此外，明
汯投资持有的个股中，有6只为制
造业企业；迎水投资、星石投资和东
方港湾等多家私募也不同程度持有
制造业企业股票。

新进55只减持17只个股

记者梳理发现，在117只被私募

持有的个股中，有55只为新进状态，
17只为减持，17只为增持，其他保持
不变。具体来看，在55只增持的个
股中，仙鹤股份占比最高，被景林资
产持股占比高达2.68%，其次是利亚
德，被宁泉资产持股占比达2.39%；
沃尔核材、同益股份、药明康德、泉峰
汽车、华设集团和上纬新材等多只个
股，被私募持股占比在1%以上。

信普资产投资总监毛君岳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A股市
场行情不太乐观，在对投资者资产
安全尽力负责的前提下，将降低今
年的收益预期。去年以来，多数私
募均对兼具低估值和成长性的板
块布局较多，例如家居、地产等，尽
管房地产行业不景气，但家居家具
成为生活中舒适居住的释放点，整
体来看，具备稳健性、择时等特征
更具备潜力。

君创基金总经理商维岭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A股行情将围绕
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处于景气周期
的以 CRO、高端白酒板块为代表
的高成长赛道，其中头部企业仍然

会保持强势增长态势；二是受益于
疫情后的场景类消费公司，将会享
受会给行业复苏带来的业绩回
升。我们将会寻找细分成长赛道
中最好的优质企业，并在合理的价
格进行投资，对战略方向的核心资
产以中长期持有为主；好企业普遍
具备良好的商业模式、宽广的护城
河和强大的品牌力等，战略方向将
聚焦在白酒、互联网、场景消费等
优质赛道上。

“上半年将继续保持对白酒、
医药健康、互联网、场景消费等优
质赛道的重点关注，同时，也会通
过多维度量化指标来持续关注市
场流动性的边际变化，今年会重点
评估收益与风险的相对关系，优化
匹配投资策略。”商维岭表示，在整
个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过程中，
一些公司将会脱颖而出，这是聚焦
优秀品牌力、产品力公司的原因。
目前基金的 55%权重在大消费领
域，35%权重在大科技领域，10%
权重在价值成长领域，未来会根据
市场估值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25家百亿元级私募持有市值285.8亿元
制造业成“大块头”

本报记者 张志伟
见习记者 张 博

4月1日，未来金融科技（FTFT.
US）宣布和Nanjing Ribensi签署收
购框架协议，旨在进军加密数字币
行业。而就在一天后，比特币价格
短暂重回6万美元关口。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此轮上涨行
情是因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与传统
机构、大型公司拥抱比特币共同刺激
所致。

事实上，今年以来由于加密数
字币市场火热，越来越多的上市公
司选择进军加密数字币行业。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之所以
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进军加密数
字币行业，一方面，这些公司对于
区块链及加密数字币的未来充满
信心；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公司因
原有业务无法持续而无奈转型。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目 前 ，加
密 数 字 币 只 有 少 部 分 种 类 得
到了市场认可，离大规模推广
应用存在距离，并且加密数字
币存在政策风险，一些公司转
型 加 密 数 字 币 行 业 是 否 成 功

还需观察。

比特币价格
短暂重回6万美元

加 密 数 字 币 行 情 网 站 Co⁃
inGecko 数据显示，4 月 2 日，比
特 币 价 格 短 暂 重 回 6 万 美 元 ,
最高探至 60086 美元。

“从大环境来看，美国将发布3
万亿美元经济复苏计划首个法案，
这表明美国放水拉动经济仍在继
续，之前对于通胀造成的货币环境
收紧预期的担忧有所化解，美国量
化宽松政策持续是支持比特币上
涨的核心基础。”火币联合创始人
杜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另外，传统机构进一步拥
抱比特币也是刺激其价格近期持
续上涨的重要原因。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近
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已宣
布计划推出一种新比特币衍生
品，该产品将使交易员能够对小
数单位的比特币合约进行投机。
这将是提供效率以及成本利用率
高的新方式，供投资者调整比特

币的风险敞口，丰富交易策略，对
于小型交易者更加友好。

北京看懂研究院研究员王赤
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应用场
景不断拓宽也是此次比特币价格
上涨的原因之一。例如，特斯拉美
国官网已支持使用比特币来付款。

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Visa
宣布，允许使用加密数字币USDT
在其支付网络上结算交易，PayPal
宣布允许美国消费者使用他们持
有的加密数字币在其全球数百万
家在线商户进行支付，这令比特
币应用场景与使用需求进一步扩
大。

此次比特币价格短暂触及6万
美元关口后，未能延续上涨态势。
4月3日，比特币价格一度从5.9万
美元附近下跌至 5.6万美元附近，
单日价格下跌超3000美元，日内跌
幅为 3.2%。截至 4 月 6 日下午 3
点，比特币价格报58863美元。

多家上市公司
进军加密数字币市场

据比特币家园数据显示，今

年 以 来 ，比 特 币 价 格 涨 幅 超
103%。比特币行情的火热也引
来众多上市公司进军加密数字币
市场。

4月 1日，未来金融科技宣布
和Nanjing Ribensi 签署收购框架
协议，未来金融科技将支付 6000
万元人民币(约910万美元)以收购
Nanjing Ribensi，旨在进军加密数
字币行业。

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公司宣
布进军加密数字币市场，包括了
美图、500彩票网、第九城市、威发
国际、Urban Tea等美股与港股上
市公司。

一方面，这些公司看好区块链
与加密数字币的未来。加密数字
币领域是目前的热点，在比特币价
格不断突破新高的当下更是赚足
了眼球。

另一方面，部分公司转型加
密数字币行业也是无奈之举，它
们期望通过转型扭亏为盈。“部分
进军加密数字币市场的公司有几
个特点:一是主营业务惨淡，二是
公司转型出现困难，三是有的交
易所或监管部门对上市主体的主

营业务没有强制要求。购买加密
币、‘挖矿’可以帮助这些企业获
取一些收益，而从投资角度看，这
些标的公司的投资价值不高。”王
赤坤对记者表示。

记者还注意到，2019 年 Ur⁃
ban Tea以175万美元出售了亏损
的化工业务，于4月份完成了亏损
业务的剥离，并开始集中资源全
面运营茶饮业务。值得一提的
是，该公司 2020财年归属于母公
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210.66万
美元，同比下降107.64%。

鑫苑科技 CMO魏然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近期很多美股、
港股上市公司在尝试和区块链概
念与业务结合，以提振股价，在比
特币牛市期间不失为一个好策
略。”

以威发国际为例，3月18日，
该公司宣布将开展区块链与加密
货币领域业务。3月19日，港股威
发国际盘中暴涨超 110%，盘中最
高见 3.19 港元创其上市以来新
高。此外，相关板块公司股价也
因宣布进军加密数字币市场而出
现不同程度地上涨。

比特币价格再次短暂冲上6万美元关口
多家上市公司宣布进军加密数字币市场

本报记者 吴 珊
见习记者 楚丽君

4月 6日，光伏巨头隆基股份进军氢能产业的消息引起
市场对于氢能源板块的关注，截至收盘，氢能源板块整体涨
5.23%，板块内有 82只个股实现上涨，占比超九成，其中，厚
普股份、富瑞特装、首航高科、天沃科技、美锦能源等18只个
股集体涨停，深冷股份、中泰股份、开尔新材涨幅均超 10%，
分别涨16.07%、14.36%、13.46%。

与此同时，氢能源概念股也获得市场资金的追捧，《证券
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数据统计发现，4月6日，氢能源概念板
块有59只个股呈大单资金净流入态势，占比近七成，合计大单
资金净流入 17.90亿元。其中，鸿达兴业、美锦能源、新天绿
能、首航高科、宝丰能源等5只个股获得大单资金净流入均超
1亿元，分别为1.99亿元、1.85亿元、1.84亿元、1.26亿元、1.11
亿元，上述5只个股合计吸金8.05亿元。

对于氢能源板块的强势表现，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表示，
这是由于受到隆基股份布局氢能源消息刺激，对于氢能源未
来发展表示看好。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私募排排网研究员朱圣表
示，短线来看，氢能源板块的大涨，主要是受到隆基股份布局
氢能源消息刺激。长期来看，氢能是世界上最干净的清洁能
源，具有燃烧热值高的特点，已经成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的
重要选择。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制氢大国，未来随着氢能
在冶金、汽车等领域的逐步扩散，氢能的消费量将稳固增长，
因此氢能未来需求可观。

“氢能源板块受到了光伏龙头隆基股份进入氢能源产业
的利好消息推动。氢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降低碳排放
的重要能源，相关技术趋于成熟，氢能生产和应用已经具备
产业化条件。国内对氢能和燃料电池政策支持比较明确，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氢能技术发展和品牌的建立，未来十年
国内氢能产业快速发展可期。当前国内氢能生产应用仍然
处于初始期，短期看从事氢能产业材料、零部件和设备制造
企业的机会更突出一些。”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
平安证券表示，氢能产业已成为我国能源战略布局的重

要组成。随着氢能逐步用于汽车、钢铁等行业，氢能的利用量
将逐步增长，焦化、氯碱、丙烷脱氢和乙烷裂解等产业受益副
产氢气应用，建议关注金能科技、东华能源。氢能炼钢还处于
研究和示范阶段，建议关注头部公司的示范进展。氢燃料电
池车辆由于能量效率高、安全性高、无排放、寿命长等优点，有
望逐步推广，推荐潍柴动力、宇通客车、长城汽车、上汽集团。

部分氢能源概念股也获得机构的看好，最近30日内，有
22只个股获机构给予“买入”或“增持”等看好评级，其中，宝丰
能源看好评级家数最多，获得17家机构看好评级，天赐材料和
中材科技均获15家机构看好评级，卫星石化、新奥股份、开滦
股份、龙蟠科技等4只个股均获得5家及以上机构看好评级。

此外，也有机构对于氢能源板块行情的持续性表达了谨
慎的看法。冬拓投资基金经理王春秀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氢是最清洁的能源，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但制约氢能源
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制氢成本太高。主流的制氢方法是煤
制氢，平均成本10元/KG，电解水制氢成本更是高达20元/kg-
40元/kg，在成本约束下，大规模的商用短时间内无法落地。
因此，氢能源板块的大涨是主题炒作行情，不具有持续性。

氢能源板块大涨逾5%
18只概念股涨停

本报记者 李 文

4月6日，兴业证券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兴业证券
总裁刘志辉、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郑城美、副总裁兼首席风
险官夏锦良、首席财务官林红珍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
此次会议并回答投资者提问。

兴业证券年报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末，集团总资产
1810.2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12%，净资产408.35亿元，较上
年末增长10.24%，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377.39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 9.60%。2020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75.80亿元、净
利润 45.8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3亿元，同
比增幅分别为23.37%、139.33%和127.13%。

2020年，公司证券及期货经纪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1.89亿元，同比增长57.70%；资产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 39.56亿元，同比增长 81.40%；机构服务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人民币61.61亿元，同比增长4.56%；自营投资业务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43.83亿元，同比增长12.2%；海外业务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1.64亿元，同比减少61.97%。

从业务亮点来看，兴业证券去年机构服务水平进一步
提升，大投行业务实现突破性增长。投行业务方面，加强区
域建设，全年股权类主承销 195亿元，行业排名提升至第 16
位（2019 年为第 24 位）；债券承销 5.8 万亿元，同比增加
40%，推动投行净收入同比增长 85%。而在业绩发布会上，
投行业务话题也受到投资者和行业分析师的共同关注。兴
业证券表示：“过去几年，投行全体员工持续深耕蓄力，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并储备了一批较为成熟的项目，在注册制改
革背景下，投行的相关准备顺利变现。”

另外，财富管理转型成效显现，品牌效应进一步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股票基金交易总金额 7.54万亿元，同比增长
48%。母公司实现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不含席位）
12.99亿元，同比增长65%；母公司实现代理金融产品销售净
收入 5.39亿元，同比增长 170%，排名持续稳定在行业前 10；
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期末余额 307.57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84%，超出行业增幅近24个百分点，市场份额1.90%，创历史
新高；实现融资融券利息收入15.41亿元，同比增长45%。

对于业绩表现，业内人士点评认为：“公司经纪与投行业
务弹性显著，信用、自营业务稳健增长，协同机制持续完善。”

对于2021年的经营举措，公司表示，一是加速数智化转
型及综合研究服务发展，实现科技和研究对企业发展的全面
赋能；二是以大投行为核心，加速业务模式转型与业务结构
重塑，推动大机构业务赶超突围；三是以产品销售、基金投
顾、机构经纪为着力点，深化财富管理转型升级；四是夯实机
构客户基础，建立重点行业优势，推进发展绿色金融，提升重
点领域的行业影响力；五是以传统自营业务为基础，积极探
索对客投资交易服务，构建大自营综合业务体系；六是持续
优化各项经营管理机制和体制，全面提升集团总部管理能
力、集团科技创新能力、人力和财务资源保障能力、合规风控
能力、党建和企业文化建设能力。

兴业证券
投行业务实现突破性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