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金融市场
编辑赵天舒 美编张彬 责校池红云 电话：64101949bbtzbs@163.com

年内超千家关门 银行网点如何破局

宠物保险蓝海里的“暗礁”

170亿美元 10月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再涨

北京商报2021.11.8

不“受宠”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喂养猫猫狗狗，

通过吸猫撸狗缓解压力、寄托情感。有机构数

据显示，2020年国内宠物数量已超过1亿只，

宠物市场规模达到了3000亿元，未来三年预

计将实现超过20%的年化增长率。

伴随着宠物数量增长，宠物的医疗需求

也在增加。养了两只猫的“铲屎官”王小小（化

名）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去年我的‘猫主

子’生了一场大病，前前后后花了2万多元才

治好。”另有养宠人千千自我调侃，本以为自

己成为“猫狗双全”的人生赢家，没想到还是

入了“四脚吞金兽”的坑。

看病贵可谓是激起了养宠群体的共鸣。

《2020中国宠物医疗行业白皮书》显示，宠物

诊疗支出增长6.2%。预计2025年，宠物医疗费

用将超1300亿元。

庞大的宠物医疗需求为宠物保险带来了

机遇，目前已有一些险企和互联网平台嗅到

了商机，进军宠物保险市场，如平安产险、国

寿财险、大地财险、众安保险、蚂蚁保险、腾讯

微保等。

北京商报记者整理发现，目前市场上主

流的宠物保险产品包括宠物医疗险、宠物责

任险、丢失险、托运险等，主要保障对象为猫、

狗。以最常见的宠物医疗险为例，该类产品的

保险责任是疾病治疗报销和意外伤害治疗报

销。各家保险公司的产品有些许差别，年保费

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累计赔付限额多为

8000-20000元。

虽然宠物保险这块蛋糕吸引了众多险

企、互联网平台纷纷涌入，但是其市场表现却

不温不火，难尽如人意。数据显示，对比部分

发达国家高达40%的宠物保险渗透率，我国

目前宠物保险渗透率不及1%。

三大风险

当前宠物保险市场渗透率低是哪些原因

造成的？悦保科技副总裁田红兵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逆

选择风险、过度医疗、产品性价比低。

“当前，不同类型、不同健康状况的宠物

在投保宠物险时往往面临同样的保费，变相

鼓励了部分高风险群体投保逆选择。”有分析

人士指出。

实际上，不仅险企会遭遇骗保等理赔陷

阱，理赔难、费用不透明等问题也困扰着消费

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宠物保险的投诉

超过80条。一位消费者的投诉信息显示，其在

10月8日上交了材料进行大地宠物医疗保险

理赔，并多次致电大地保险公司客服，但直至

10月21日仍未有结果。另一位消费者的投诉

信息显示，他的宠物狗治疗皮肤病花费了970

元，其购买的保险产品免赔额是200元，赔付

比例是60%，但自己只获赔了270元，相关赔

付明细也并没有说明。

一位资深保险销售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宠物保险属于保险的细分领域，目前的产

品主要靠定制，就是由一些做宠物周边的公

司直接与保险公司商定条款，做一些试水性

动作，相关条款和赔付责任也都差别不大，都

不是很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王向楠指出，当前宠物保险市场发

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宠物身份识别技术

还在发展，欺诈风险仍较高。宠物个体差异较

大，风险衡量成本高，保险机构面临逆选择风

险。宠物健康及医疗标准建设不足、保险机构

与宠物医院及医生合作有限，影响了医疗险

的供给。宠物事故定性有时麻烦，带来了责任

险风控的麻烦。

风险管理跟上

虽然宠物保险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问

题和挑战，但是这片蓝海市场仍蕴藏着无限

潜力。《中国宠物保险发展报告》预测，若以

25%左右的增速增长，2025年我国宠物保险

保费规模有望达到14亿元左右，宠物保险渗

透率有望达到1.2%以上。

那宠物保险这片潜在蓝海市场隐藏的

“暗礁”该如何躲过？田红兵表示，归结下

来，最核心的症结在于宠物保险的风控，一

是要解决宠物个别身份的识别确认，二是

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种类的疾病调整保险

产品。

对于消费者骗保、过度医疗等问题，险企

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解决？王向楠认为，这依赖

于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结合健康保

险、农业保险和责任保险的经验，做到能够低

成本地识别个体身份、评价宠物健康和医疗

方案，分析责任事故风险。

实际上，对于宠物身份识别问题，基因检

测、芯片植入、猫狗脸AI识别、鼻纹识别技术

等新技术正逐渐被应用于实践中。如支付宝

保险平台开放了宠物鼻纹识别技术，据悉，这

项宠物鼻纹识别技术的识别成功率超过

99%。悦保科技推出的宠物识别技术服务方

案，则是通过面部识别与鼻纹生物特征算法

解决宠物个体身份识别问题。

不过，瑞再认为，即使实现了完美的宠物

个体身份识别，依然需要面对宠物保险经营过

程中出现的“跑冒滴漏”风险。宠物保险的风险

管理，应当贯穿宠物保险的产品开发、销售、

承保、理赔和客户服务等全流程和全生命周

期。 北京商报记者陈婷婷实习记者李秀梅

当越来越多的用户偏向选择手机银行、网

上银行办理业务，作为主要获客渠道的物理网

点地位被逐渐弱化。11月7日，北京商报记者根

据银保监会行政许可信息梳理发现，剔除受合

并、包商银行重组等影响后的机构，开年至今共

有1221家银行网点“关门谢客”。

银行物理网点陷入尴尬局面，一波又一波

的“消亡论”也一度引发社会关注，银行网点“关

停潮”真的来了吗？一位国有大行人士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退出的原因有很

多，目前金融业务线上化的趋势非常明显，部分

网点目前客户访问量较小，其次，就网点的综合

运营收益和成本考虑，适时减少网点数量，有助

于提升整体盈利水平；同时业务发展的调整，需

要对网点的布设进行必要的调整，“关停潮”的

说法为时尚早。

在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

看来，银行网点退出很常见，主要是从成本、收益

考虑，退出反映了某些局部网点经营利润难以完

全成本，尤其是在银行面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经营精细化管理，银行对经营成本敏感性上升；

其次，国内信息技术发展迅猛，金融业务线上化

快速。因此，银行在网点选址等方面考量更多。

而从梳理的整体数据来看，市场的主观判

断似乎也并不准确，新增网点的数量同样在增

加。北京商报记者统计发现，开年至今，共有

1420家银行网点开业申请获批，设立的机构主

要包括分行、支行、分理处及营业所，其中六家

国有大行共设立316家网点，招商银行、浦发银

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

广发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共设立279家网点，城、

农商行、村镇银行以及信用合作社共设立825家

网点。

在精简网点的同时，银行也在加紧对实体

网点升级改造，“智能化”“无人化”的概念不断涌

现。例如，当前，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浦发银行等多家银行纷纷推出了5G网点。引入

了生物识别、影像识别、人工智能、AR、VR等前

沿科技，智慧柜员机、金融太空舱等新设备吸引

用户目光。

不可否认的是，网点的智能化改造意味着将

高频、耗时长的业务逐渐迁徙到智能机器办理，

但这背后也对人力、物力、成本提出了挑战。一位

银行业人士直言，现在部分银行网点没有突出主

业，也没有满足居民基本的金融服务需要；只是

在场景搭建上添加了许多“花里胡哨”的场景，并

没有突出服务重点以及业务发展方向。

北京商报记者此前也在实地走访过程中发

现，拥有炫酷设备的银行智能网点虽然吸引了不

少客户驻足参观，但在实际办理业务的过程中，

人们还是更多倾向于在柜面办理或咨询现场工

作人员，且客流量依旧以老年群体居多。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陶金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目前银

行网点的减少对应着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创新，但

更根本因素在于线上业务减少了包括交通、时间

等方面的交易成本，这可能也是长期中的大势所

趋。在转型过程中，银行网点的总体服务质量下

降，一是因为网点减少使得网点距离更远，本身

会造成客户办理线下业务更不方便，二是因为网

点数量减少使得规模经济效应下降，业务办理、

服务效率都可能下降、成本提升。

当传统的“理财经理推荐”“拉横幅划重点”的

展示不再吸睛，作为与客户面对面接触、情感交互

的物理存在，未来银行网点如何深度转型，增加客

户黏性？上述国有大行相关人士直言，未来银行网

点改造升级应以金融服务为基础和载体，实现金融

科技与金融服务的深度结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服务深度和服务广度。

在周茂华看来，物理网点线上网点各有优

势，未来银行物理网点与线上网点将相结合，满

足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同时，信息技术赋能物

流网点，为客户提供智能、便捷的金融服务需求。

同时银行网点转型需要关注老年人等群体数字

鸿沟问题，推动网点更加智能和人性化。

“当前，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深度应用金融

科技，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做好

风控和定价，也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收益。

数据拓源可能是未来金融科技深度应用背景下

银行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这些数据包括财务、

财税、司法、舆情、管理层等诸多方面。在此基础

上，对客户更加熟悉的银行的客户黏性自然也

在增加，也能够更加合理地对风险进行定价。当

然，要大量获取潜在客户资源和合规信息，还需

要投入更多一线人员进行大量调研，因此，线上

化转型的同时，想要做好普惠金融，银行对线下

的投入也必不可少。”陶金如是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宋亦桐

估值变动推动稳中有升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10月外汇储备

规模环比回升170亿美元至32176亿美元，

尽管此前微跌，但这已经是该数据连续第

6个月保持在3.2万亿美元之上。

今年以来，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著呈

现“稳”的特征。在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

观研究员周茂华看来，继续在3.2万亿美元

附近波动，反映跨境资本流动性至少没有

大进大出，跨境资本理性有序；我国外汇储

备规模波动幅度远不及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幅度，一定程度反映了目前我国外汇储备

的资产结构较为合理。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则进一

步指出，本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主要由估

值因素导致。汇率变动方面，美元汇率指数

小幅震荡，10月下跌0.1%至94.1。非美元货

币对美元走势出现分化，英镑上涨1.5%，

欧元下跌0.2%，日元下跌2.3%。

资产价格方面，主要国家金融资产价

格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6.9%，欧元

区斯托克50指数上涨5%，日经225指数下

跌1.9%，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

数下跌0.3%。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综合

考虑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影响，我国

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此外，真实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预计

对外汇储备规模形成贡献。目前，全球经济

整体恢复，主要经济体保持了较高的经济

景气度，美国制造业PMI指数重回60%之

上，欧元区制造业PMI指数接近60%，日本

制造业PMI指数也为近期高位，国外经济

的持续恢复带动我国外需较强，近期出口

保持较快增长。同时，北向资金保持净流入

态势，10月净流入超过300亿元。温彬称，

这些因素都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

形成了支撑。

“从外汇储备月度数据波动原因看，

主要受汇率及资产价格短期波动影响，其

中，美元和美债价格波动影响相对较大。

170亿美元约占3.2万亿美元的0.53%，波

动幅度不大，远不及10月美元、美债波动

的剧烈程度，尤其是美债短端和长端利

率。数据显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走高，主

要是受资产估值变动影响，10月主要国家

金融资产价格整体有所上涨。”周茂华同

样说道。

后续单边大幅波动概率低

对于下阶段我国外储规模走向，王春

英表态，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全球

经济复苏面临较多不稳定因素，国际金融

市场波动较大。但我国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具有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将为外汇储备

规模保持总体稳定提供支撑。

温彬也指出，下一阶段，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将继续保持稳定。主要支撑是，我国经

济延续复苏态势，主要经济指标位于合理

区间，经济基本面整体向好，外汇储备规

模具有稳定基础。在外需较旺带动下，我

国出口有望保持良好态势，国际投资者看

好人民币资产前景，证券投资保持净流入

态势，为外汇供求和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

衡奠定了基础。

在业内看来，从内外环境趋势看，考虑

到全球防疫与经济复苏前景仍存不确定性

与各国政策分化，全球市场波动偏剧烈，不

可避免地影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但整体

有望在一个合理区间保持基本稳定，出现

单边大幅波动概率低。对此周茂华解释到，

主要是我国防疫形势向好，经济有望运行

在合理区间；从主要经济体看，全球经济有

望延续复苏，外贸维持较高景气度；人民币

汇率弹性显著增强，有效发挥国际收支平

衡自动稳定器功能；跨境资本双向平稳流

动，投资者理性有序。

但同时也要看到，全球经济复苏中的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通货膨胀

升温，主要经济体政策预期转变，国际金

融市场波动加大，美联储确定开始削减购

债规模，全球流动性环境面临逐渐收紧

风险。

温彬提到，国内部分地区疫情持续演

变，对经济复苏进程形成干扰，能源价格

上涨推动PPI（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上升，对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形成冲击。宏

观政策要继续做好跨周期调节，加大力度

提振内需，继续加大结构性支持力度，帮助

企业应对生产成本上升影响，并做好应对

内外部风险冲击的准备。

“投资者则需要防范外汇市场波动风

险，企业需要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最大

限度降低外汇波动对企业经营干扰；同时，

要有效引导市场预期，理性看待短期外汇

市场波动等。”周茂华称。

北京商报记者刘四红

结束了8、9月的两连跌，10月外汇储备数据回升。11月7日，央行官网披露，截至2021年10月末，我

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176万亿美元，较9月末上升170亿美元，升幅为0.53%。对于10月外汇储备规模变

动，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2021年10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保持稳定，跨境

收支交易理性有序。国际金融市场上，受新冠肺炎疫情、主要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

响，美元指数微跌，主要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价货币，在汇率折算和资产

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带‘主子’去一次医院，半个月工资就没了。”这是不少“铲

屎官”的切身感受。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来

看，由于这类特殊的家庭成员没有“医保”，通过购买商业保险

降低宠物医疗支出也成了养宠人的必然需求。但目前我国宠物

保险市场表现却不温不火，不仅渗透率始终低于1%，在实践过

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如宠物身份识别难、过度医疗、理赔不透

明等。宠物保险市场陷入了险企和消费者两难的窘境。

宠物产业市场规模及预测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预计
2022年
预计

2023年
预计

978 1220 1340
1780

2212

2953

3942

4936

5938

▲24.7%

▲9.8%
▲32.8%

▲33.5%

▲20.1%

▲增长率

▲24.3%

▲25.2%

▲33.5%
单位：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