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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商银行
接连发布《融e购个人商城重要公告》《融e购企业商城重要公告》，因业务调整，
于6月30日24：00停止其电商平台“融e购”个人商城相关服务，以及企业商城公
开销售、商圈销售、跨境贸易等相关服务。

作为曾经辉煌一时的“头部”银行
系电商平台，工行
“融e购”的关停，让人不得不思考，银行电商平台发展的路在何方？

曾经的龙头范例

“融e购”曾一度被视为银行布局电商业务的龙头范例。

2014年1月，工行推出“融e购”，涵盖B2C
、B2B两大业务布局——“融e购”B2C电商平台以“名商、名品、名店”为定位
，集网上购物、消费信贷于一体；面向企业客户的“融e购”B2B平台，提供供应链
、专业批发等市场模式。

业务上线伊始，“融e购”成绩单在工行财报中得到了详细公布。

2014年，“融e购”注册客户超1200万人，交易额突破700亿元。

2015年，交易额超过8000亿元，注册客户超过3000万户。

此后的2016年-2018年，工行“融e购”电商平台年交易额分别为1.27万亿元、1.
03万亿元和1.11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融e购”从上线到年交易规模突破一万
亿，仅用了3年，而达成这个规模，电商巨头阿里努力了12年。

截至2019年末，“融e购”用户达1.46亿户。但此后，“融e购”就工行年报中鲜
有提及。

2021年12月29日，工行发布公告称，将对“融e购”个人商城进行功能升级，升
级后，将关闭非自营商品或服务的纯现金购买模式。

近半年后，公开发布公告，“融e购”个人商城相关服务及企业商城公开销售、商
圈销售、跨境贸易等相关服务均于6月30日24:00时停止。

对于个人用户，如需进行积分兑换、购买贵金属和公益捐赠，可登录手机银行办理
；对于企业用户，票据经纪、工行集采、司法拍卖等服务功能入口则迁移至工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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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门户网站首页。

一度集体追捧

在此次停止个人商城等相关服务之前，工行“融e购”已上线八年（2014年1月推
出）。工行也是国内最早尝试电商业务的银行之一。

2012年6月28日，建设银行成立了
电商平台“善融商务
”，开启了我国银行系电商业务发展的先河。此后的几年内，各大银行的电商平台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我国逐渐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势头。

在“善融商务”成立的两个月后，交通银行上线了新一代网上商城“交博汇”。

2013年4月，农业银行E商管家电子商务平台正式上线。

同年10月，中国银行推出自己的网络银行品牌“中银易商”。

2014年1月，工商银行也上线了电子商务平台“融e购”。

至此，当时的5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均完成了在电商领域的布局。

在国有大行纷纷自建电商平台后不久，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
等股份制银行，杭州银行、郑州银行等城商行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电商平台。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
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末，我国自建电商平台的银行达到23家，交易总额约为2万
亿元，个人客户数量1.62亿个，较2017年增长40%。

相比银行系电商的布局情况，电商平台的盈利收入更受关注。

2014年初，建行的“善融商务”交出了银行系电商平台发展的首份“答卷”。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善融商务”交易额超过300亿元，其中B2C交易超过
10亿元。

作为银行系电商的“头部”平台，工行“融e购”在上线之初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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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年报显示，2014年，“融e购”注册客户数超1200万人，交易额突破700
亿元。2016年和2017年，工行“融e购”电商平台的年交易额分别为1.27万亿元和
1.03万亿元。

2018年，“融e购”商城的总交
易额仅次于淘宝、京东，达到1.11万亿元。京东商城
2018年交易总额约1.7万亿元。

陷入集体困局

相较推出时的浩荡声势，近年来，银行系电商的声音逐渐微弱，甚至一些平台已经
默默退场。

2019年之后，工行年报便鲜有公开提及电商业务发展的相关数据。直到今年5月3
0日，运营8年的“融e购”宣布了于6月底关停的消息。

今年以来，除了工商银行以外，已有多家银行宣布对其电商业务进行调整。

其中，农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扶贫商城”和建设银行“善融商务”平台变更了经营主体，主要业务交由旗下子公
司运营，民生银行则直接宣布关停了民生商城系统。

建设银行的“善融商务”平台运营主体自今年4月25日起，变更为建信金服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中行、交行的相关业务也罕见公开信息。

“这次调整主要是顺应互联网和金融发展趋势，对‘融e购’平台相关业务进行的
整合升级。”针对工行“融e购”平台关停一事，“融e购”相关负责人日前做出了
回应。

从高调入场到低调发展，甚至陆续退场，其背后有多重原因。

一家银行负责人说，电商业务的调整和监管要求有一定的关系。

“按监管规定，银行自营平台要与银行主体进行剥离，我们目前已经把电商平台中
的非金融业务交付给我行的子公司来运营，支付结算等金融服务我们还会继续去做
。”该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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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关业内专家却表示，监管因素并非银行关停电商平台的主要原因。外部环
境“大局已定”，叠加内部发展机制僵化，才是银行系电商平台发展不尽如人意的
主要原因。

银行电商路在何方

2018年，中国银行业协会曾发布关于银行系电商的统计数据，截至当年底，自建
电商平台的银行共有23家，2018年银行系电商交易总额为20098.04亿元。

这意味着，交易总额超过1万亿元的工行一家独占交易份额的半壁江山。

那么，现在为何银行系电商的发展后劲不足，最后没能竞争过传统电商？

一位银行业人士认为，银行电商内生动力不足，银行电商不以盈利为目的，也缺乏
开拓各项服务的动力。而且银行电商生态体系封闭，银行电商业务更多是依靠内部
信息部门，与外部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合作不密切。

而一家股份行电商业务人士表示，银行电商只是搭建了一个招商平台，满足一定条
件的品牌方或者代理商均可以入驻其中，物流和售后都由入驻方负责，电商平台在
其中应该承担运营管理的角色。

银行的业务特点、目前的监管要求也决定了银行不可能在仓储、物流等方面下大力
气与电商平台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银行系电商的服
务体验势必难以与天猫
、京东等电商平台相比，本来就深陷红海的电商市场难以再容得下一批金融跨界者
。

那么，银行电商未来路在何方？

中长期来看，银行系电商平台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对于大多数银行来说，自建平
台不如与互联网平台合作。

银行应立足主业发展和自身优势，进一步明确电商平台的战略定位，聚焦自身客户
需求，与外部电商平台加强合作，将电商的产品服务、消费场景和渠道等与自身客
户需求紧密结合，提升客户体验，增强客户黏性。（《丝路文明》记者 周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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