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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是个能深度挖掘、长期发展的市场。作
为一个较早就发展该项业务的银行，光大银行更愿意寻
求在合作中实现多赢。其中，和不同的金融机构进行良
好合作就是一大战略。只有合作才能将企业年金这块
蛋糕做得更大，每个人获得市场份额也将更多。”

据了解，光大银行与汇丰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工商
银行、农业银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银河证券公司等一
批实力雄厚的金融同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并在全球
范围内发展了近1000家代理银行。作为引领企业年金
市场的第一梯队，面对同业间第二梯队甚至第三梯队带
来的竞争压力，光大银行认为企业间加强竞争和业务合
作将会更加促进双方的进步与发展。

“企业年金这项业务几乎能将整个金融领域相互联
系起来，涉及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诸多金融行
业。”李海红进一步说道，光大银行和工商银行在全国很
多地区，就曾多次有过大范围亲密合作。

在未来的3～5年，被光大银行称作“投入期”，特别
是河南市场。在全国来讲，河南省是最后一个开通企业
年金业务的省份。光大银行也会通过自身的努力，以优
质、高效、有序、全面的企业年金服务回馈河南客户的厚
爱，服务好河南省的各类企业，为河南省企业年金市场
的顺利启动和稳步发展起到应有的社会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发挥技术与服务双重优势

打造中国企业年金业务领跑者
尽管河南省的企业年金政策尚未出台，但省会各家金融机构已经纷纷开始在该领域发力，以求

能抢得一块大“蛋糕”。记者获知，早在2004年，光大银行率先成立了专业化的企业年金机构。经过
4年的探索与发展，该行的企业年金业务逐渐在多方面显示出优势。截至2008年7月底，该行服务
企业数量超过了4000家，归集与托管的企业年金资金规模为180亿元，账户系统提供完全服务的个
人账户数90万户，在同业中排名稳居前三强。

8月14日，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特邀该行总行企业年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海红女士作客郑州，
为其百余名客户经理讲解企业年金制胜之道。凭借“技术+服务”这一独特的双核特点，光大银行正
在加足马力将企业年金这块蛋糕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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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就是一种补充型的养老保
险。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建立企业年金制度
能使企业退休职工退休后生活更加有保障。”
光大银行企业年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海红说，
企业年金对增强企业竞争力，吸引和留住人
才，提高员工凝聚力和战斗力，更好地保障企
业职工退休后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过几年来的制度建设、完善及实际运
营，该行的企业年金业务以银行整体业务基
础为依托，逐渐在多方面显示出优势。“凭借
一定的技术优势和高服务水平，光大银行不
仅多次在网通集团、中煤集团、南方电网、南
车集团等中央大型企业公开招标企业年金管
理机构中胜出，还成功取得了黑龙江、杭州、
宁波、重庆、厦门、天津、宝鸡、沈阳等 16个地
区企业年金计划报备第一单。”

截至 2008 年 7 月底，光大银行服务企业
数量超过了 4000 家，归集与托管的企业年金
资金规模为 180 亿元，账户系统提供完全服
务的个人账户数 90 万户，在同业中排名稳居
前三强，并且客户涉及国有企业、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及地方社保中心等多种组织类型。

“我们目前服务的客户行业覆盖汽车、铁路、
公路交通、机械、能源、金融、造币、港口、航
空、烟草、贸易、地产管理等 20 多个领域，充
分表明了光大银行规范服务于社会大众的能
力。”李海红表示道。

企业年金业务一路领先

光大银行是国内第一家发行人民币
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其精心打造的“阳
光理财”品牌，不仅在国内的投资者心中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是在理财业务领
域形成了较强的先发优势和品牌效应。

“理财业务在国内同业处于领跑地位的
同时，企业年金业务也要充满灵活性，以
便满足不同特点企业的需求。”

按照计划类型分，光大银行管理的
企业年金计划有单一年金计划和集合年
金计划。“单一年金计划主要以年金资产
规模和人员规模较大的企业单独建立，
包括有如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四川航空
等大中型企业；集合年金计划则主要以
中小型企业客户为主。”此外，光大银行
的企业年金服务还具有计划类型完整、

权益核算方式各异、管理模式多样、管理
经验丰富等多种特点。

除了拥有多样化的企业年金类型，
强大的对公业务网点网络也是该行在企
业年金领域获得市场肯定的制胜法宝。
据了解，光大银行在北京、上海等 38 个
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设有 30 家一级分
行、392家经营网点（支行），其中 70%的
网点分布在沿海和沿江经济发达地区。

“目前光大银行已经建立了网上银行、电
话银行、自助银行等虚拟销售渠道系
统。与 130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建立了
广泛的同业合作关系。目前，除四大国
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外，光大银行已
成为拥有对公营业网点最多的全国性股
份制商业银行。”

强化产品创新满足需求

先发制人。经过近年来不停的总结经验，开拓创
新，光大银行的企业年金业务已极具特色核心竞争
力。

“光大银行不仅服务企业家数最多、服务计划类
型齐全、服务手段完善，而且持续创新的能力也比较
强。”李海红说，光大银行在股份制银行中拥有最多的
银行服务网点，加上全方位、多种方式的企业年金客
户服务渠道，提供包括上门服务、电话外呼、直邮投
递、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互联网、呼叫中心和分支机
构柜台等多种形式的服务模式，都成为了光大银行企
业年金服务的硬条件。2006年 10月，光大银行还率先
开通国内唯一专门为企业年金客户提供专业咨询的
800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2007 年 10 月，又开通 400 企业
年金全国免费服务专线。

和其他银行实行分行就可管理企业年金业务不
同，光大银行的企业年金业务全由总行级企业年金业
务管理团队进行操作管理，更好的控制了市场运作风
险。“光大银行高层管理团队均为具有深厚理论基础、
熟悉国内外金融市场运行规律和监管制度的银行
家。”她表示，目前，光大银行企业年金管理中心员工
主要来自传统银行、基金、证券、保险、IT 等多个相关
领域，50%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这支高度专业化、
知识化、经验丰富、结构稳定的团队，是推动我国企业
年金事业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

发挥人才优势塑造品牌

作为国内最早取得企业年金资格的金融
机构，光大银行的企业年金业务在各家商业
银行中可谓是“一枝独秀”。如今，面对同业
在该领域的激烈竞争，光大银行又将如何应
对呢？近日，记者就此专访了来郑的光大银
行企业年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海红。

记者：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取得企业年金
资格的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企业年金业务目
前发展状况如何？

李海红：作为第一批勇于“吃螃蟹”的股
份制银行，实际上自2000年开始，触觉灵敏的

光大银行就开始持续关注我国养老金市场的
发展。2002年以来，多次与光大集团的外方
合作机构——美国保德信、加拿大永明就国
外养老金市场的发展实践和国内的发展道路
进行交流和沟通。

2004年，光大银行率先在总行成立了企业
年金管理中心，是国内最早按照新制度规则设
立专业化企业年金服务机构的商业银行。
2005年 8月首批同时获得企业年金基金账户
管理人与托管人两项业务资格以来，光大银行
从银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推动
企业年金各项工作开展，成为国内企业年金行
业的领跑者。现如今，光大银行已经取得了令
同业为之肯定与赞赏的成就。截至 2008年 7
月底，签约企业数量超过了4000家，归集与托
管企业年金资金规模180亿元，建立个人企业
年金账户数90万户。在同业来说，光大银行能
取得如今的成绩，已经十分不错。

记者：我们知道，光大银行自2005年8月
获得资格以来，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企业年金
管理经验，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吗？

李海红：首先，和其他后来者银行相比，
光大银行拥有不可比拟的经验优势。作为
第一批获得企业年金资格的银行，至今已经
运行好几年。不管是逐渐完善硬件设施，还
是对专业工作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与培养，
这都是光大银行慢慢积累经验的一大优势。

其次，光大银行在大型客户的企业年金
管理上更是经验丰富，特别是专门针对电
力系统设计的企业年金服务。比如，在光
大银行已签约或中标的大型企业账户管理客
户——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
团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中，光大银行就为其
设计了一整套完善的个性化企业年金服务。
众所周知，电力系统不仅拥有复杂、多样化的
垂直管理系统，也一直是国内高效益单位的
代表。光大银行凭借和电力行业的长久合
作，通过管理该类公司的企业年金账户，光大
银行早已积累了一套针对电力行业，针对大
型且多分支机构、广地域分布的企业年金账
户管理运营和服务的经验。

记者：目前，包括银行、基金公司等多家金

融机构纷纷瞄上了企业年金这块大“蛋糕”。
光大银行将如何应对这种激烈的竞争局面？

李海红：作为企业年金领域的开拓者和
领路人，接受市场各方的检验与竞争是无法
避免的，有竞争才能证明企业年金具有不可
估量的发展前途。面对同业间，其他银行激
烈的行业竞争，光大银行有足够的信心与实
力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

首先，要想在市场上获得长足的稳定发展，
“一个人去战斗”恐怕不足以应对市场风险与压
力。学会和对手合作，才能减少个体运作带来
的市场风险，才能将这项事业共同做大做强，实
现多方双赢。光大银行和工商银行就是多项企
业年金业务的共同合作伙伴，并且获得了市场
及客户的普遍肯定与支持。此外，为了充分发
挥光大银行金融控股公司（集团）的优势，在集
团总部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光大银行还与相
关兄弟单位建立了良好的、紧密的合作关系，这
种关系的建立更有利于发挥各单位业务的专
长，有利于为企业年金计划提供除基本账户管
理和托管业务以外的特色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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