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获悉，截至8月26日，民生手机银

行客户数突破1000万户，实现这一客户规

模，仅用了2年1个月有余，成为银行业以最

短时间拓展至千万级客户体量的股份制商

业银行。此外，8月5日，该行网上银行客户

数跨越1000万大关，前后间隔不到一个月，

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双双跃升到1000万户台

阶，标志着该行电子银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

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不仅促发了银

行业创新转型，也正在悄然改变网上银行一

直以来作为电子银行主要渠道的地位。尽

管上市银行半年报尚未披露完毕，但种种迹

象表明，手机银行正朝着电子银行客户服务

主要渠道的方向大步迈进，近日民生手机银

行客户规模跨越1000万户，赶超网上银行

的势头迅猛，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客户规模赶超或在年底

继电子银行全面超越柜面之后，手机银

行后来居上、超越网上银行或将成为今年银

行业服务渠道最大的变化之一。这一趋势

在去年已初露端倪，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显

示，截至2013年末，中国银行业网上银行个

人客户达7.5亿户，新增1067万户，同比增

长28.09%；手机银行个人客户达4.6亿户，

新增1.6亿户，同比增长55.5%，两者总量虽

相差近3亿户，但后者增速几乎是前者的一

倍。若手机银行能延续上年的发展速度，手

机银行客户数年底接近甚至赶超网银会是

大概率事件。

最新数据印证今年这一势头仍在加

速。截至2014年3月31日，建行手机银行

客户数已达14431万户，接近网上银行个人

15731万户的规模。已披露的半年报里，浦

发银行上半年个人网银和手机银行客户数

分别增长了16.43%和43.77%，两者增幅差

与去年银行业整体情况接近。

民生银行最新披露的数据更具说服

力，8月份该行个人网银和手机银行客户

规模双双突破千万户，较上年底分别增长

了 34.55%和 80.33%。在客户数量上，民

生银行手机银行超越个人网银已为期不

远。

主渠道角色变换影响市场格局

PC硬件销量下滑与手机用户持续增长

奠定了手机成为最大服务终端的条件，移动

金融需求的大爆发和移动金融的大发展必

然会促使手机银行在数量规模上超越网上

银行，这一变化将极大的影响未来移动金融

市场格局。前不久，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统计报告称，手机上网比例

首超传统PC上网比例。瞄准手机网民规模

扩张带来的大量移动金融需求，有的银行将

“移动先行”明确为重要战略，并纷纷抢滩手

机银行市场。

摆脱了物理网点的制约，手机银行使金

融服务与人的日常生活结合得更紧密。以

民生手机银行为例，围绕大众的“吃住行购

娱”以及客户关注的热点应用、热门服务等，

打造移动生活服务，提供积分换话费、话费

充值、通信费、水电费、燃气费等多种缴费充

值以及火车票和飞机票购买、电影票购买和

选座、游戏点卡充值、优惠券、特惠商户专区

等精彩移动商务服务。此外，除了覆盖账户

查询、转账汇款、缴费支付、投资理财、贷款、

信用卡、跨行资金归集、小微客户自助提款

和还款、大额汇款、信用卡跨行自动还款、私

人银行等网上银行主要业务外，民生手机银

行还打造了系列移动端专属功能和服务，如

自助注册客户小额支付、网点排号和预约取

款、手机号转账、网购扫码付款、二维码收款

账户、无卡取现等特色功能，可以说，手机银

行 已具备了替代网上银行的条件。

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消费者对掌握

“金融选择权”的要求日渐增高，手机银行也

显露出比网银更能博得客户青睐的魅力。

由于具备随身性、灵活性等优势，手机银行

碎片化的使用方式、个性化的界面设计、优

惠的手续费回馈等特点使用户体验得到极

大提升，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主动选择用手

机银行替代网银，并且客户的黏性不断增

强。据此可以预判，手机银行渠道处理的业

务量在银行整体业务量中所占的比重将持

续增长，未来银行客户的竞争将从柜台、网

银转移到手机银行，手机银行的发展将直接

决定未来银行的竞争格局和市场份额。

电子银行服务主渠道嬗变

民生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客户数双双破1000万户

有人为图便宜，有人不辨真假

调查中，记者发现，有一部分病人家属根本不管是公家还是私家，只

要能将病人送回家就行。当然，病人家属也并非不知道坐“山寨120”车

不安全。不少病人家属选择“山寨120”实属无奈。“我们咨询过医院，医

院的急救车只负责接本地的紧急病人，不去外地送病号。如果遇上转院

的情况，我们也只能去租私人的车。”一位患者家属告诉记者。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个别医院的急救车可以送危重病人去外地大

医院，但费用较高，这让不少病人家属望而却步。急救中心的120车一次

出诊包括治疗费、出诊费、车费、药费，而“山寨120”只要车费就可以了。

合肥120救护车只有46辆，太少

“目前合肥市区急救中心共有46辆救护车，20个急救分站，主要承

担院前急救、长途监护运送病人、重大灾害伤亡事故抢救、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重大节庆、大型群众集会及其他公益性急救保障任务。”合

肥120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坦言，如果在繁忙之际，很难能腾出救护车

转送长途病人。

采访中，合肥市某医院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该医院正规120急

救车数量有限，病人出院、转诊等情况一般不提倡出动120急救车送。

“因为医疗资源有限，为了防止出现有病人打电话求助时无车可用的情

况，救护车一般都要在医院待命，原则上不得去外地接送病人”。

统一调度转诊外地暂难实现

“虽然合肥大部分医院都纳入全市急救网络，但患者可自行与医院

协商，租用医院机动的急救车去外地。”合肥市120急救中心的一位工

作人员称，市区各大医院有机动的急救车，患者可自行同医院商量。

既然患者转诊外地、出院回家时下有使用急救车的需求，是否可以

由有关部门成立一个专门转诊外地、送患者出院的急救队伍？“因为牵

扯到很多单位，难以实现统一调度急救车转诊其他地市的情况。”对此，

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合肥无这方面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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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120”为何大行其道？

正规救护车有限，“山寨120”钻了空子
一月收入近十万元，地下市场渐成气候

把面包车贴上“红十字”和“救护”等标识，车顶装上“警灯”、警报器，
后面卸掉座位摆上一张白色急救担架床、一个氧气瓶、呼吸机，一辆低成
本的“山寨120”就DIY完成了。调查中，记者发现，因正规120救护车
数量有限，才给“山寨120”挤出了生机，同时，盘踞在合肥各大医院边上
的“山寨120”，已形成气候，最多一个月赚近十万元，相互之间形成默契，
更有甚者搞起了区域垄断。

本报记者

“合肥各大医院几乎被承包了”

记者在合肥某大医院门口发现不少“山寨

120”，当记者询问，这么明目张胆地抢病人，难

道就不怕被查吗？

听到记者询问，有位司机哈哈大笑：“谁管

我们，我们就是接接人，又没犯法。”

不过，记者在暗访中发现，不是像这名司机

所说没人管，而是管他的不是外人，就是他们自

己“行业”内部人员。

之前，记者与一名“山寨120”取得联系，让

他到安医大一附院接一名病人，可是，这名驾驶

员却称，你可以把病人运到外面来，然后再上他

的车。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该驾驶员介绍，原来，他主要负责在省立

医院接送病人，安医那边的区域不在他的管辖

范围。“我们内部都是有规矩的，各自区域划定

后，不能越界接人。”该驾驶员说道。这个规矩

不是政府部门划定的，而是“山寨120”内部自

然形成的。

记者暗访时，一位自称陈姓男子的“山寨

120”司机也坦言，“合肥几大医院，几乎都被人‘承

包’了，一些不知情者，冒然闯进别人经营的区域，

往往会发生冲突，这几乎是约定俗成的行规。”

“山寨120”一月能挣近十万元

“这行业利润大，行情好的时候，最多每个

月可挣近十万元。”一位曾从事过“山寨120”的

知情者称，正常的价格是10元/公里，按照实际

接送的路程算，如果遇到一些病人在救护车上

病逝，或者道路通行情况不好，则会加价，跑一

趟长途，每次能挣2000多元，市场行情好的时

候，每个月可挣近十万元

在暗访中，一位“山寨120”司机曾拿出一

叠厚厚的出院协议，记者大致数了一下，有20

多页，上面每次所收取费用均是 1000~2000

元，可见，“山寨120”最多月挣近十万元此言不

虚。“我们只负责接送长途，短距离单子我们不

接。”一位“山寨120”司机坦言。

据悉，这类改装的“山寨120”车辆，除了油

费和过桥过路费用，剩下基本都是利润。

“山寨120”挂靠康复医院？

在暗访中，一辆“山寨120”司机告

诉记者，他们的车子都是挂靠在合肥定

远路一家康复医院里，并且有正规的医

生。27日，记者来到定远路上的合肥市

某康复中心，该康复中心的相关负责人

称，“我们没有这样的车，也不存在‘挂

靠’的说法”。

该负责人表示，因康复医院的病人

大多行动不方便，他们有几辆设施简单，

只负责接送行动不便患者的车辆，“我们

没有救护车，危重病人都是‘120’送到我

们医院的，我们只负责治疗和康复”。

医院护工、保安透露病人信息？

有知情者透露，“山寨120”接送病人

的线索，是一些医院护工和保安提供的。

27日，记者就此事专门咨询了合肥市第

二人民医院和安医二附院，上述医院的相

关负责人称，他们不清楚，是否有护工和

保安对外透露病人信息，他们将进行调

查。如果情况属实的话，将严肃处理。

打击“山寨120”由谁来牵头？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对“山寨

120”的监管，涉及多个部门：救护人员

的资质归卫生部门管理，改装车辆归交

通运输、交警等部门管理，运营定价则

归物价部门管理。目前，尚未有专门职

能部门来管理此事。

如何才能让“山寨120”绝迹？

有病人家属说，关键在于打击。像

“山寨120”经常出现在医院附近，通过

野广告、名片上获得线索，查处应该不

难，现在主要是“民不告、官不究”，相安

无事。其实，如果一旦加大打击力度，

见一辆处理一辆，加大“山寨 120”的

“冒险成本”，相信不会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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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症结：救护车车少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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