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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银行核心业务系统作为银行业务及管理的 主要技术支撑平台，在业务经营

与管理领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商业银行的客户服务能力、市场反应能

力、产品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先进、灵活、可扩展、安全稳定的银

行核心业务系统，银行的业务流程再造、组织架构变革、发展战略转型也需要核

心业务系统的支持。 

本文以 S银行引进国外核心业务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竞争战略、银行再造

和 IT 战略的若干理论和工具，结合作者四年来全程参与该项目建设的经历，对

S银行引进国外核心业务系统的选型、实施和效果评价等方面进行综合的研究、

探索和经验总结。 

本文首先阐述了银行核心业务系统的概念，并对国外核心业务系统中蕴含的

先进设计理念和特点进行介绍。紧接着，描述了 S 银行 IT 系统的应用现状，针

对 S 银行境内外机构 IT 系统缺乏整合与数据共享、缺少客户统一视图、不支持

灵活的产品创新和业务运营的集中化处理等问题，引出了 S银行新一代核心业务

系统的构建目标和方法。随后，在遵循标准化、规范化系统选型的基础上，S银

行从全球排名领先的厂商中选择一个 符合自身特点的合作伙伴，并成功实施了

S银行的核心业务系统。 

本文对 S银行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选型与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对国内众

多即将引进或正在实施国外核心业务系统的中小型银行而言，应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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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As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platform for busines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n bank industry, the Core Banking System has been playing 

significantly key function all the time. In modern bank industry, its key abilities, such 

as customer service, market response and product innovation, to a great extent are 

dependent on an advanced, flexible, expansible, safe and stable Core Banking System.  

Additionally those aspects, including bank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reforming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etc., 

need great support of Core Banking System, too. 

Setting the Core Banking System introduced by S ban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some basic theories and tools in the field of competition strategy, bank reengineering 

and IT strategy, and combining with writer’s experiences in participation of this 

project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this article tries to do a relatively general research, 

exploration or gain lessons on the vendor selection, implementing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or this foreign Core Banking System introduced by S bank. 

First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concept of Core Banking System, and introduces the 

advanced design idea and its characteristic. Next it describes present application status 

for IT system in S bank. There are many problem existed in present IT system, such as 

no integration with or lack data sharing with its overseas offices, lack uniform 

customer overview, unable to support a flexible product innovation and centralized 

business processing. So bring the targets and measur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re Banking System in S bank. Then S bank selects its partner fully in line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top leading global vendors, and implements this Core 

Banking System successfully. 

This article mainly summarizes the lessons in the process of vendor sel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ew Core Banking System in S bank. There are some instructions 

or references from this S bank’s project for many domestic banks in small or medium 

size which will introduce or construct this similar foreign Core Banking System. 
 

Key words: Bank; Core Banking System; Selection;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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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导 论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1.1.1 选题背景 

中国加入 WTO，加速了中国经济环境和金融体制的大环境变革，S 银行一

方面要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银行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来自与国外银行家的竞争

压力也逐步显现。与变革的步伐相比，现有系统的局限性越来越显着，特别是在

适应未来业务快速发展方面，S银行逐渐对现有系统失去了信心，整合成本和难

度甚至比重新建设还要复杂。 

S 银行在信息科技方面面临如下的压力：现有的核心业务系统（主要是对银

行的存贷款、会计核算、账务等进行处理） 早开发于 17 年以前，受当时的国

内银行管理方式、业务范围和软件开发水平的局限，系统基本上是相互独立和分

离的，数据无法有效共享，功能和性能上都无法适应银行业竞争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在国内外银行业竞争的加

剧，为了更快地适应客户需求及市场竞争压力，S银行对 IT 的迫切需求转向“拿

来主义”。因此，希望通过直接引进国外的成熟技术和产品，快速地“组装”一

个系统，简单地复制一家银行，以实现“后发制人”的优势。 

1.1.2 研究意义 

随着中国银行业的高速发展和加入 WTO 后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银行业进

一步融入国际市场，市场竞争不断升级，国内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竞

争的层面包括新产品开发、业务流程重组、良好的客户服务方式，完善的客户销

售渠道和网络等方面。 

同时，这种竞争关系也反映到信息技术对业务处理的支撑方面，如何建设中小

银行核心业务处理系统，利用信息技术缩小中小银行与国内外银行巨头的技术差

距，体现“科技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升公司内部竞争力、支撑业务发展，提高

市场占有率是目前中小银行信息系统规划和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和现实问题。 

对于与 S银行发展规模与发展背景相似的其他中小商业银行而言，可以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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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论述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1.2 研究内容及框架 

1.2.1 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S银行目前系统存在的问题和产生原因分析，国外

核心业务系统的应用背景和系统特点，以及 S银行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的选型和

系统实施等需要关注的一些主要问题。 

1.2.2 研究框架 

本文选择 S 银行的核心业务系统实施作为研究对象，将 IT 战略、业务流程

再造理论引用到中小银行的核心业务系统建设中，这是作者近四年来从事核心业

务系统项目的一种总结。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1章 导论。对核心业务系统进行概要性的介绍，引出了本论文的选题背

景和意义、研究内容及框架，以及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2章 银行核心业务系统概述。综合介绍了银行核心业务系统的概念、应

用架构和功能范围，继而阐述了国外核心业务系统概况，以及目前国内银行引进

国外核心业务系统的概况。 

第3章 S 银行 IT 系统现状概述。通过分析 S银行 IT 系统的现状，阐述了 S

银行现行核心业务系统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挑战的业务战略和

IT 战略规划， 后提出了 S银行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的构建目标和构建方法。 

第4章 S 银行新核心业务系统的选型。参照标准的选型流程，回顾了 S银行

新核心业务系统的选型过程，并介绍了所选择厂商的解决方案。 

第5章 S 银行新核心业务系统的实施。描述了 S银行新核心业务系统项目的

实施范围、实施过程、实施风险及对应的规避策略。 

第6章 实施效果评价与研究结论。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 S

银行引进国外核心业务系统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后是结论部分，对本文内容

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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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的理论基础 

本文结合相关的理论对 S银行引进国外银行核心业务系统进行深入研究，具

体用到的理论如下所述。 

1.3.1 竞争战略理论 

竞争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企业、学术界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对企业

竞争战略的研究需求与日俱增。在这些研究中，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波

特教授的竞争战略理论 具代表性，其学说重点包括：五力模型、三大一般性战

略、价值链、钻石体系和产业聚群。 

迈克·波特认为，企业环境的关键部分在于企业投入竞争的产业，产业结构

影响企业竞争规则和竞争战略的确立。而一个产业内部的竞争状态取决于五种基

本竞争力的相互作用，即新加入者的威胁、客户的议价能力、替代品或服务的威

胁、供货商的议价能力以及既有竞争者。其中，每种作用力又受到诸多经济技术

因素的影响。这五种竞争力共同决定着一个产业的竞争强度和 终利润潜力，也

决定了产业结构。企业在辨明自己相对于产业环境所具备的强项与弱项之后，采

取进攻性或防御性的行动，在产业中建立其进退有据的地位，成功地对付五种竞

争作用力，从而为企业赢得超常的收益。在五种竞争力量分析的基础上，波特进

一步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竞争战略：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聚

战略。 

总成本领先战略，要求企业必须建立起高效、规模化的生产设施，全力

以赴地降低成本，严格控制成本、管理费用及研发、服务、推销、广告等方

面的成本费用。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企业需要在管理方面对成本给予高度的

重视，确实总成本低于竞争对手。  

差异化战略，是将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化，树立起一些全产业范

围中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实现差异化战略可以有许多方式，如设计名牌形象，

保持技术、性能特点、顾客服务、商业网络及其他方面的独特性等等。 理

想的状况是公司在几个方面都具有差异化的特点。 

目标集聚战略，是主攻某个特殊的顾客群、某产品线的一个细分区段或

某一地区市场。低成本与差异化战略都是要在全产业范围内实现其目标，目

标集聚战略的前提思想是：公司能够以较高的效率、更好的效果为某一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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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对象服务，从而超过在较广阔范围内竞争的对手
1
。 

1.3.2 SWOT 分析法 

1.3.2.1 SWOT 分析法的涵义 

SWOT 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它是由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来的，是一种能够较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和研究一个单位

现实情况的方法。所谓 SWOT 分析，就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内部优势

（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与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威胁（Threats）

等因素通过调查并列举出来，然后把研究对象的各种因素相互加以匹配，进行全

面系统的分析研究，从而制定出 优的发展战略。 

1.3.2.2 SWOT 分析内容 

  SWOT 分析法常常被用于制定集团发展战略和分析竞争对手情况，在战

略分析中，它是 常用的方法之一。进行 SWOT 分析时，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内容：  

1.分析环境因素。运用各种调查研究方法，分析出公司所处的各种环境

因素，即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能力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机会因素和威胁

因素，它们是外部环境对公司的发展直接有影响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属于客

观因素，内部环境因素包括优势因素和弱点因素，它们是公司在其发展中自

身存在的积极和消极因素，属主动因素，在调查分析这些因素时，不仅要考

虑到历史与现状，而且更要考虑未来发展问题。 

2.构造 SWOT 矩阵。将调查得出的各种因素根据轻重缓急或影响程度等

排序方式，构造 SWOT 矩阵。在此过程中，将那些对公司发展有直接的、重

要的、大量的、迫切的、久远的影响因素优先排列出来，而将那些间接的、

次要的、少许的、不急的、短暂的影响因素排列在后面。 

3.制定行动计划。在完成环境因素分析和 SWOT 矩阵的构造后，便可以

制定出相应的行动计划。制定计划的基本思路是：发挥优势因素，克服弱点

因素，利用机会因素，化解威胁因素；考虑过去，立足当前，着眼未来。运

用系统分析的综合分析方法，将排列与考虑的各种环境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

以组合，得出一系列公司未来发展的可选择对策。 

                                                        
1
 迈克尔·波特，陈小悦译. 竞争战略[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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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银行再造理论 

1990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迈克尔·哈默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再

造：不是自动化，而要彻底放弃》一文，成为用“reengineering”一词来表示企

业全面改造思想和实践的第一人。1993 年出版的《企业再造》（Hammer and 

Champy,1993）一书中，哈默提出了经典的再造定义：“对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

的再思考和彻底性的再设计，以取得企业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衡量绩效

的关键指标上的戏剧性变化。”
2
 

1994年，在总结欧美银行再造实践的基础上，Paul Allen将该理论引入银行

业，出版《银行再造：生存与成功的范例》一书，提出“银行再造”理论，将银

行再造描述为“银行为了获取在成本、质量、反应速度等绩效方面的巨大改变，

以流程为核心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的再设计。”
3
 

基于上述企业流程再造与银行再造理论，2005年10月上海银行业首届合规年

会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首次提出了“流程银行”的理念，

他认为中资银行的业务流程存在重大弊端，仍是“部门银行”，而非“流程银行”。

流程银行的实质是按照 有利于满足客户需求和创造客户价值的原则，对营运流

程进行重新设计和组装，重建完整的业务流程、组织流程和管理流程，实现内部

运营的高效率。从花旗、美洲、德意志等全球领先银行的实践来看，流程银行表

现出五个显着特征：强调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以业务条线垂直运作与管理

为主；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前台、中台和后台的分离，后台业务集中化处理；业

务便利化、信息化、自动化、标准化和智能化。 

1.3.4 IT 战略理论 

约翰·沃德、乔·佩帕德所著《信息系统战略规划》一书，将 IT 战略定义

了组织为支持业务整体战略而对信息系统的要求或“需求”，它深深根植于业务，

既考虑到竞争力影响又考虑到 IT 需求的整合。IT 战略关注于勾画出组织对信息

和系统的需求是如何用技术来支撑的，本质上说，它关注“IT 供应”。它专注与

IT 能力和资源（包括硬件、软件和通信）以及诸如 IT 操作、系统开发和用户支

                                                        
2
 迈克尔·哈默，詹姆斯·钱皮著，王珊珊等译. 企业再造[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3
 保罗·H·艾伦（Paul H. Allen）. 银行再造生存与成功范例（修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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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服务之类的提供
4
。 

李伟、陈雄鹰编着的《企业 IT 战略与决策》中，IT 战略是企业战略的有机

组成部分，是关于信息功能的目标及其实现的总体谋划。从功能划分的角度来讲，

IT 战略是一类独立的战略。但从信息功能实现的角度来看，IT 战略又必须与业

务战略相整合，因为无论信息多么重要，它都处于从属的地位，是为业务功能的

实现而存在的。从动态角度理解，战略是一个过程，称为战略管理。战略管理过

程包括三个阶段：战略制订阶段、战略实施阶段和战略评价阶段。从内容的角度

看，可以将企业的 IT 战略分为三个侧面来分析：跟踪学习策略、应用开发策略

和系统维护策略。这三个方面的战略在实践中，总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
5
。 

                                                        
4
 约翰·沃德，乔·佩帕德著，吴晓波，耿帅译. 信息系统战略规划（原书第 3版）[M]. 北京：机械工业

出版社，2007. 
5
 李伟，陈雄鹰编著. 企业 IT 战略与决策[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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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银行核心业务系统概述 

2.1 核心业务系统概念 

银行核心业务系统(Core Banking System)构建了银行业务的核算体系，提供

了银行业务的核心产品与基本服务（存款、贷款、贸易融资与贸易服务、支付结

算与清算、产品定义、客户信息、现金管理、银行卡、柜面服务等等），是银行

一切业务的基础与核心。现代商业银行的客户服务能力、市场反应能力、产品创

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先进、灵活、可扩展、安全稳定的银行核心系统，

银行的业务流程再造、组织架构变革、发展战略转型也需要核心业务系统的支持。 

2.1.1 业界定义 

银行核心业务系统的概念，存在着多种大同小异的说法。因为工作关系，笔

者对国外多个银行核心业务产品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但遗憾的是，一直未能在

国外产品厂商处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义，由于银行核心业务系统的复杂和庞大，国

内鲜有系统的翻译、介绍和分析材料，即使是国外厂商在介绍自己的产品时，往

往用列举法罗列业务模块和功能作用，以此说明核心业务系统的范围和内容。因

此，目前国内外对银行核心业务系统的概念并未形成一个标准和权威的定义。下

文列举了若干著名权威机构对银行核心业务系统的一般性定义。 

2005 年埃森哲咨询公司联合 SAP 等几家国际知名咨询公司进行了一次全球

银行业核心业务系统调研，并提交了一份联合调研报告—《重新定义核心银行》。

该次调研涉及了包括中国在内的 21 家亚太地区银行，33 家欧洲银行以及 21 家

北美银行，进行了上千人次的访谈，访谈的对象包括银行高级管理层，分行经理

以及银行 IT 专家等。根据该份研究报告，各家银行对于核心业务系统范围界定

不尽相同，但是绝大多数银行都同意“核心业务系统应该是支持银行运营基本产

品和服务的所有 IT 组件的集合，包括客户的基本信息、存款、账户管理、贷款、

按揭、支付交易与信用卡等”。主要分歧在于包括网上银行在内的各种渠道是否

属于核心业务平台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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