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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聚焦

财经速递

■ 本报记者 叶灵燕 霍玉菡

本报讯 近日，广发银行在北京

金融街支行推出了全国首家 24 小时

智能银行，以客户自助服务和远程

客服协助替代传统柜台服务，未来

将部分取代银行传统网点的功能。

这是业内首创的 24 小时智能银行，

也是广发银行继去年推出国内银行

业首个智能网点后的又一创举。业

内人士认为，广发的 24 小时智能银

行将重新定义“银行服务”的概念，

引领国内银行服务业进入一个“以

客户为中心”的时代。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银行业的

发展已经经历了以工商银行和农业

银行为代表在城乡两条线大规模新

建服务网点的“网点为王”阶段，以

及股份制商业银行所推崇的“标准

化 服 务”理 念 的“ 服 务 为 王”阶 段。

而今，广发银行推出 24 小时智能银

行、锐意改善电子银行平台的举措，

意义在于真正做到了把国内银行业

由“银行本位”的服务，转变为“客户

本位”的体验。业内人士认为，这不

仅是广发银行自身的战略性行动，

更是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创新之举，

将引领中国银行业进入一个崭新发

展阶段。

广 发 银 行 的 24 小 时 智 能 银 行

可以提供全天候的远程人工服务，

不但能实现传统 ATM 的存取款和

转 账 功 能 ，还 能 做 到 传 统 ATM 不

能 做 到 的 事 情：自 助 开 户、自 助 申

领储蓄卡和信用卡，未来还可以实

现 以 往 只 能 在 银 行 柜 台 办 理 的 大

部 分 传 统 业 务 和 银 行 产 品 的 咨 询

和销售。

走进广发银行的 24 小时智能银

行，你只要拿起二代身份证，在自助

智能设备的感应系统前轻轻一挥，

即可进入申领储蓄卡或信用卡的界

面，同时会出现客服人员的真人视

频，“面对面”、“手把手”地教你如何

操作。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你都

能通过系统与客服进行远程视频咨

询，并按照提示完成申请流程。其

中，储蓄卡申请成功后，当场可以拿

到卡片；信用卡则会邮寄到申请人

指定地址。许多试用过 24 小时智能

银行的客户表示，广发 24 小时智能

银行操作非常简单、流程简洁、界面

友好，具备良好的使用体验。

广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24

小时智能银行与传统银行模式的主

要区别在于：突破传统银行营业时

间的限制，实现 24 小时全天候处理

业务。24 小时智能银行通过科技创

新开拓新型服务模式，有机融合了

本地客户自助和远程座席协助，在

远程终端进行操作、授权等应用，替

代普通柜员在柜台的业务操作。

未来，广发银行将把 24 小时智

能银行广泛投入到居民社区中，那

些以往只能工作时间在银行柜台办

理的业务，客户今后也可以选择在

下班后、晚饭后的闲暇时间，轻松地

在家门口的 24 小时智能银行自助办

理，这正是广发致力打造的社区内

“广发金融便利店”的服务理念。

（丁翊轩）

本报讯 近日，美国《财富》杂志

发布 2012 年度全球最大的 500 家公

司排行榜，招商银行首次入围该榜

单。据介绍，《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

榜一直是衡量全球大型公司的最著

名、最权威的榜单，由美国《财富》杂

志每年发布一次，“世界 500 强”则是

国内对其排行榜的一种约定俗成的

叫法。中国公司在世界 500 强榜单

上的数量已连升 9 年，2012 年，中国

（包括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共有

79 家公司入榜，入榜数量首次超过

日本，仅次于美国。

成立 25 年来，招行伴随着中国

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广大客户和社

会各界的支持下，从当初只有 1 亿元

资本金、1 家营业网点、30 余名员工

的小银行，发展成为资本净额超过

2000 亿 元、资 产 总 额 超 过 2.8 万 亿

元、机构网点超过 900 家、员工近 5

万人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并

跻身全球前 100 家大银行、全球 500

强企业之列。 （黄克琼）

本报讯 近 日 ，中 国 对 外 承 包

工程商会在济南举办了对外劳务合

作行业工作会议、中国中日研修生

协力机构第九届成员大会、对外劳

务合作企业与服务平台业务对接交

流大会等一系列活动。商务部、外

交部、工商总局、山东省商务厅等政

府主管部门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上，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国中日研修生协力机构会长刁春

和总结了第八届成员大会以来机构

对日技能实习生合作业务的发展情

况和第八届理事会工作，对第九届

理事会工作提出建议，希望协力机

构进一步规范制度建设、统一对外

协调、提升服务能力，更好地指导和

促进中日技能实习生合作事业的健

康发展。会上，还同时表扬了 18 家

优秀中国派遣机构和 18 家优秀日本

优秀接收机构被授予奖牌。

（于 跃）

对外劳务合作行业“多功能大会”举办

广发银行率先进入智能银行时代

招商银行跻身“世界500强”

进入 7 月份以来，中国各地气温明显升

高，随之而来的，电力、煤炭和运输等行业都

将进入夏季高峰期。然而，今年的煤炭运输

却一反往年高峰期常态，由于南方运煤需求

量不高，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等中国重

要的煤炭集散港都面临库存过高的风险。

由此，依靠煤炭等散货运输的国内中小型船

东面临重重困难。而当中国国内沿海贸易

放缓后，一些船只进入东南亚等国际航运市

场给本来就萧条和运力过剩的国际干散货

货运市场带来冲击。辛苦转变之间，中国散

货船东将何去何从呢？

运煤需求下降 船东日子难捱

秦皇岛港是全国最大的动力煤港口，约

占北方煤炭下水量的 40%左右，山西、陕西、

内蒙古等地的煤炭都经此中转，秦皇岛港的

动态也因此被看做中国煤炭价格的风向标。

然而，暑期已至，传统的运煤旺季早应

拉开序幕，但秦皇岛港不断攀升的煤炭库存

量却显示了不寻常的迹象。数据显示，秦皇

岛港煤炭库存从 6 月份起持续增加，截至 6

月 19 日，已达到 946 万吨的历史新高，接近

1040 万吨的库存极限，库存量比去年同期增

加了 50%以上。目前，秦皇岛港电煤存量虽

有所回落，但仍处于 800 万吨以上的高位。

而在正常情况下，秦皇岛港煤炭库存水

平应该在 500 万吨左右。库存过高的情况

不仅出现在秦皇岛港，国内重要的煤炭集散

港口也同样面临库存量过高的情况。“现在

每天办理装船手续的船舶减少了很多，而过

多的煤炭堆积，也将对港口的安全造成威

胁。”在采访中，秦皇岛港的一位工作人员这

样告诉记者。

但是，下游的需求不畅让往返于南北

方船东的生意并不好做，港口库存量一直

居高不下。广州禹航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苏荣毅告诉记者，现在，他所在公

司的煤炭运输量减少了很多，而船运费也

在相应下降。

据业内人士分析，造成今年煤炭压港的

重要原因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以及工

业用电增幅回落，从而导致煤炭市场需求下

降。另外，进口煤炭以及南方水电发电的大

幅增加也导致了北煤南运的需求减少。

经营船务生意的叶先生用“难以为继”

来形容船东的生存状况。据他介绍，他所在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从北方的秦皇岛港、黄骅

港和天津港运输煤炭至南方各港口。“现在

的煤炭运输价格在大幅下滑。”叶先生说，

“从天津港运输煤炭到上海港，每吨货物的

船运费只有 28 元左右。但问题是，现在每

吨货物的成本价都在 30 元左右。”据他介

绍，在 2009 年年底时，每吨船运费曾经一度

飙升到 100 元左右，这种价格落差令叶先生

不无感叹。

“现在受大环境影响，其他货物的运输

量也在减少。”在问及公司状况时，苏荣毅毫

不犹豫地用“严峻”两个字形容。受国际贸

易环境影响，大宗商品的需求量不断减少，

而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运力过剩等

众多因素相互作用，导致行业内的恶性循

环。叶先生表示，就是 7 月炙热的阳光也温

暖不了航运业“寒冷的心”。

迫于压力 中国船东远航东南亚

其实，货运运输量的减少或许还不是压

倒船东的最后一颗稻草。相对于揽货货量

的减少，海运市场不景气，运价缩水，船员工

资和油价也随之下降，但船东的运营成本并

没有因此而减少。据叶先生介绍，比如，1.6

万吨位船只的船长每月工资在今年春节前

是 4.5 万元至 4.6 万元，而现在为 3.5 万元至

3.6 万元。零号柴油现在每吨价格是 7000 元

左右，而上半年每吨价格曾突破 8500 元左

右。“问题是，看似降低了费用成本，但相比

几年前，不知道高出了多少倍。”叶先生表

示，面对跳水的运价、高额的运营成本，船务

公司负担沉重，日子难捱。

当前的海运市场形势，让许多船东举步

维艰。面对严峻的生存压力，有些船东只好

内部转股，而有些船东不得不对外拍卖出售

船只，甚至干脆停航等待经济复苏。而在这

其中，一些船东已经开始了“远足”，远航东

南亚谋求发展。据叶先生介绍，目前在停航

的船只里，5000 吨位至 20000 吨位的船只最

多。而去东南亚另谋出路的主要是 5000 吨

位的船只，其主要业务内容也多为运送与中

国有贸易往来的货物。

中国沿海贸易的不景气虽然促使沿海

船队进一步拓展其他市场，但这给本已经萧

条的国际航运业带来更多的痛苦。

据了解，全球航运业今年以来饱受低费

率之苦，而中国船队的出现将加剧这一下滑

趋势。亚洲航运贸易商 RSPlatou 表示：“我

们已经注意到中国船队出现在东南亚市场，

这打击了印尼煤炭业务，拉低了所有业务的

价格。”而这种趋势或许还将继续。

据路透社报道，此前并不被国际市场关

注的中国船队正在经受中国国内沿海贸易

放缓、国内公用事业和钢铁厂需求疲软以及

国内煤及铁矿石库存过剩所带来的压力。

这些船只如今正被迫进入国际市场，寻求类

似印尼煤炭贸易这样的业务。而这些船只

虽有一些接近“老龄”，但还有一批更新、更

大且更省油的船进入国际航运市场，给本就

萧条的国际干散货航运市场又带来冲击。

然而，对于这些中国船东，叶先生并不

看好“远足”的效果。“东南亚海运市场原来

主要由日韩的船只经营运输，而现在，强行

进入国际运输市场的中国船只以‘拼价格’

的优势加入竞争行列，情况不会太乐观，利

润也不会太高。”他说。

中国散货船东难捱酷暑 入东南亚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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