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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banking industry is gradually opening up the “Bank 4.0”, which is the digital era.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 intern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commercial banks, more and more commercial 
banks are exploring their own potential, establishing internal incubation mechanisms, and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achieve 
rapid innovation, solve large enterprise problems, expand new business, quickly seize the market, and retain talen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how to build an ecosystem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support for employees and inject strong power into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platform tools, China Unicom channels, evaluation 
systems, talent training and other one-stop internal incubation management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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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银行业正在逐步开启“银行4.0”，即数字化时代，为应对外部环境的竞争压力，提升商业银行内部的创新能力，越来
越多的商业银行通过挖掘自身的潜力，建立内部孵化机制，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实现了快速创新、解决大企业病、拓展新
业务、迅速抓住市场、留住人才等目的。论文将探讨通过建立数字化平台工具、联通渠道、评价体系、人才培养等一站式
内部孵化管理方案，为员工打造终身学习、创新支持的生态圈，为经营管理和业务创新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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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创新指数研究》课题组 2021 年

发布的测算结果显示，2020 中国创新指数达到 242.6，比上

年增长 6.4%，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首席统计师李胤表示“中

国创新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创新环境不断优化，创新投

入继续增加，创新产出较快增长，创新成效进一步显现”。

2020 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达 24393.1

亿元，稳居世界第二。金融创新是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了保证金融创新的成效，商业银行需要搭建

一个具备创新制度、创新流程、创新组织等一体化创新管理

体系 [1]。

2020 年麦肯锡发布的《麦肯锡中国银行业 CEO 季刊》

指出，数字化转型是银行下半场竞争制胜的关键。在数字化

时代银行迎来线上化、平台化、生态化、开放化四大发展机

遇。数字化发展能力是跻身领先梯队商业银行的五大趋势之

一，根据麦肯锡的国际银行调研显示，全球领先银行已将税

前利润的 17%~20% 用于研发、布局、加速数字化转型。商

业银行可探索运用数字化技术推动金融创新，打造从创意到

创新项目投产的长效机制，通过开放式创新链接更多社会资

源，建立内外融通的创新生态，赋能内部创新的蓬勃发展 [2]。

2 商业银行创新必要性

一是国家创新需要。中国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创新型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企业经营最重要的

品质”，创新是第一动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科技事业在党和人民事业中始终具有十分

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创新已经成

为全世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 [3]。

二是行业竞争需要。创新是企业发展最持久的核心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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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现代商业银行为满足新时代发展要求、从容应对外部

环境竞争压力，在行业激烈竞争中谋发展、求生存，需要加

强企业创新能力，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优化企业经营流程，

提高银行业务转化效率，降低经营成本 [4]。

3 国内外商业银行的创新管理探索

美国银行在其创新管理中，一是建立专业化的创新组

织架构。该行设有直属于董事会的金融创新委员会，下设产

品开发、信息调研、市场营销和风险管理等部门。二是高度

重视其客户满意度，定期进行“客户之声”调查，实践以数

据为基础的创新管理。三是吸取其他行业先进技术、经验，

并加以创新来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与服务水平。美国银行采

用“六西格玛”企业质量流程管理技术，实现创新流程标准

化、模块化，可以迅速解决业务问题，同时引入创新实验室

概念，有效解决了创新方案偶然性强、缺乏系统性的问题 [5]。

招商银行 2018 年推出“蛋壳”线上平台，招商银行持

续不断地在产品、体制、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与探索，按照

创新的来源不同，招商银行的创新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主

式创新。通过内部挖掘创意自研产品，填补当前市场空白，

这类创新是创新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招商银行产

品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二是引进式创新。引进国内外已有

的、相对比较成熟的创新产品，是创新体系中的重要补充；

三是改进式创新。创新产品的引进并非照搬照抄，需要依据

招商银行的实际情况，结合市场现实问题，不断调整磨合持

续改进，以达到真正为招商银行服务的目的。

4 商业银行创新管理的痛点

商业银行要做到创新赋能业务发展，需摆脱传统的定

式发展模式，找到一条契合自身发展特点的创新道路。商业

银行高管层的战略制定将推动“自上而下”的创新机制实施，

把控顶层设计；基层员工等内部流程用户发挥“自下而上”

的主观能动性创新，完善底层逻辑，两者结合组成双向并行

的创新体系，同时，商业银行可联通外部市场及用户，搭建

社会资源共享、创新能力共融的生态圈，为内部的创新发展

注入“活水”[6]。

商业银行的创新管理仍存在以下痛点：

一是缺乏集成的金融创新和创意管理体系。产品研发

从创意征集、审核采纳、需求分析、产品开发、测试验证、

市场投放到能效评估等环节，需要构建一个清晰的闭环流

程，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工作方法、关键指标和

结束标志，创新举措与环节链接紧密型较弱，难以形成整体

解决方案。

二是缺乏体系化、标准化和模块化的流程管理基础。

部分银行的产品与创新管理部门还处于成长阶段，不具备全

面整合产品、主导产品创新、评判创新效果的能力，导致创

新项目转化率不足 10%，孵化推动周期超过 2 年。

三是缺乏专业的创新管理人才管理、激励能力。创新

项目经理在新产品挖掘、设计、研发和运营中承担了重要作

用，目前部分银行创新项目经理无法有效管理产品的生命周

期，商业银行也很难培养、激励及留住创新产品研发与管理

的专业人才 [7]。

四是缺乏创新管理集成平台。无论是产品创新、业务

创新、技术创新、流程创新等均涉及多部门、多流程，缺乏

进度可视化的集成式管理平台难以推动、保障创新的快速平

稳转化为生产力，先进的创新项目在流程时间的消耗中逐渐

失去市场竞争力。

5 数字化创新管理体系解决方案

5.1 构建数字化整合的创新体系
由创新数据信息、创新业务功能、创新流程组件构成

的创新“信息架构模型”可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操作，可

分别进行企业级的、条线级的和部门级的创新，将众多的创

新举措围绕数字化平台开展，加强各组件的联动性，有助于

提升创新战略部署与执行，提高创新工作流转速率，降低时

间及人力成本。

5.2 夯实流程与标准是创新管理的基础
通过流程化、体系化、标准化对创新管理有着重要作用，

流程化可以精简创新管理环节，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带来更可

控的风险；体系化可以合理配置资源，将有限的资源效能最

大化；标准化可以优化提高工作效率，可分解、可整合的特

性为多条线复用提供了基础。同时，数字化创新管理将具备

可追溯性，形成“发现问题—提出方案—解决问题—成效反

馈”的闭环创新管理途径，持续优化问题解决方案，拓展效

能边界 [8]。

5.3 发挥内部协同、内外协作的创新效应
商业银行应按照既有利于满足客户和市场需求，又能

促进创新管理专业化的要求，充分发挥各级创新机构的职

能，协调加大对具有全局性和较大发展空间的产品服务的创

新力度，及时推进、解决创新过程中的瓶颈问题。整合优质

的产业资源，放大产业生态的协作效应，构建共创共赢的创

客生态圈，并通过开展各类培训、研讨、沙龙等交流活动，

将外部技术、项目与内部创新需求进行对接、转化，让员工

直观感受创新创意应用效果，开阔员工视野，培养员工创新

意识。

5.4 加强考核激励和文化促进
商业银行要配套建立以价值为核心的创新考评制度，

使创新管理工作步入持续优化的动态过程。创新的激励与约

束机制需覆盖相关工作的全过程，达到可追溯、可视化的目

的，同时建立约束机制，实现奖惩分明。文化是一个组织最

底层、最核心的竞争力，应努力塑造创新文化，增强创新引

导，发挥文化引领作用，不断培育创新文化，形成合作互信、

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调动全员创新积极性，使创新真正成

为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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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字化创新管理平台建设方案

平台围绕六大核心模块建立，运行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运行流程图

6.1 创意中心
为员工搭建发声途径，由各级员工发布相关创新创意，

并进行详细描述；平台管理人员可在后台搜索、查看创意，

一键导出，更新状态是否采纳、转化，并备注原因；创意提

出将进行查重，重复比例过高将拒绝提出，提出的创意按记

录留存个人中心，同时创意将打上个人标签，直至项目结束，

计入用户档案，保护员工知识产权。

6.2 项目中心
经评审通过的有价值项目可进入项目孵化环节，提供

全程可视化项目动态图谱，提供项目进度管理工具、会议系

统；可申请场地、外部企业协助等生态资源；深度孵化的项

目可申请行内创新孵化基金。

6.3 任务中心
在“任务中心”发布与承接创新任务，任务发布部门

可指定或邀约具备相应能力标签的员工参与创新任务。任务

的类型分为重大任务、一般任务、轻型任务三种，完成任务

获得标签提升及积分奖励。团队可申请组队共同完成任务，

提供员工数字化画像，一键足球，申请、匹配导师，申请内

部创新资源。

6.4 生态中心
银行作为社会资源的集合平台拥有大量的合作伙伴，

可以为创新创业企业链接产业上下游的公司、校方、投资机

构等资源，创意项目可申请内外部导师辅导以及外部企业创

新技术支持。内外专家。

6.5 用户中心
可查看创意提出进度；可视化项目进度查看；查看历

史创意明细；查看进行中的项目进度；查看对应的标签、积

分；查看平台使用说明；查看资源、基金申请进度；推出创意、

技术、执行、活跃、学习、经验的六边形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根据任务、活动、学习等进行增长。

6.6 权益中心
积分可用以参与各类奖项评选、高新企业参访、培训

课程兑换等，推出创新流程课程；外部创新技术、项目讲解

培训课程；转向技术培训课程；线下课程报名申请；学习将

获得标签经验、积分等。

7 结语

论文针对银行 4.0 时代，商业银行搭建数字化创新管理

体系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与探讨，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线下点

状式创新举措缺乏整合的创新体系，创新“孤岛”间各自为

战，数字化平台具备较强的资源链接融通能力，可以充分发

挥资源配置、平衡发展的优势。同时数字平台具有标准化、

可追溯的特性，在流程可精简、模块可复用的情况下，强化

创新控制能力，延伸覆盖创意到创新产品的各个环节，有效

地降低创新过程中存在的方向性、合规性风险，提高创新落

地的成功率。数字化平台对于内外联通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引入外部创新生态推动内部创新发展，并反向输出商业

银行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链的内外循环，链上企业共享共荣。

因此，构建数字化线上平台对于商业银行创新管理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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