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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优势与短板

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国金融科技

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伴随着各类行业

主体的充分竞争和分工合作，我国金

融体系与科技的融合持续深化。从技

术企业一端看，互联网企业和其他新

兴技术企业不断将人工智能、大数

据、互联网技术、分布式技术和安全

技术应用到金融服务领域，涵盖支付

清算、财富管理、资源配置、风险管

理等主要功能，催生了一批新的金融

业态。从传统金融机构一端看，各大

金融企业也纷纷利用新技术降成本、

补短板，开发新的产品，探索新的商

业模式，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

目前，我国在全球金融科技发展

格局中已经处于第一方阵。2019年，

中国金融科技产业营业收入达1.44万

亿元，较2018年增长了48.1%；中国

金融科技融资共计285笔，占全球的

24.4%；金融科技融资额为656亿元，

占全球的25%。2019年 10月发布的

《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显示，中

国上榜的金融科技类独角兽企业达

22家，占上榜的全球金融科技独角兽

企业总数的39%。中国金融科技独角

兽的总估值为2620亿美元，占上榜的

全球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的近

70%。在2019年全球八大金融科技中

心城市中，中国占据四席，其中北京

高居榜首，上海名列第四，深圳与杭

州并列第六。

面向未来，金融科技仍将是补齐

我国金融体系“短板”的重要抓手。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以高质量发展

为特征的新时代；因此，理应依托新

技术支持，破解金融服务难点，促使

近年来，金融科技成为世界主要

经济体产业竞争的焦点领域，未来大

国之间的金融竞争将更多体现为金融

科技要素竞争。如同美国国家经济委

员会2017年1月发布的《金融科技框

架》白皮书所言，金融科技所代表的

企业家精神能够把新理念、新创意转

化为现实，通过建立新企业，带来新

投资，创造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推动

经济繁荣发展。因此，政府决策者、

监管者要与私人部门通力合作，培育

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活动。各国政府

纷纷出台政策，力图通过放松对金融

科技的监管来培育适合创新的政策环

境，为提升金融领域的国家竞争优势

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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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2月发布的

研究报告《对金融科技的政策响应：

一个跨国概览》提出了“金融科技

树”的概念，为我们分析中国金融科

技的优势与不足提供了一个适用的框

架。该报告把金融科技发展比作一株

大树的成长：公共政策和制度框架是

树根，对金融科技发展有着引领作

用；核心技术是树干，决定着金融科

技发展的高度和潜力；具体的金融科

技市场行为是树梢，直接影响金融科

技的发展绩效。

进一步分析，中国拥有全球最大

的人口基数，由此形成超大规模国内

金融市场。长期以来，我国拥有一个

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它在动

员金融资源、助力经济赶超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毋庸讳言，此类金融

结构在金融服务普惠性、适应性和竞

争力等方面亦存在明显短板，导致金

融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换言之，

超大规模市场中的庞大金融服务需求

并没有得到有效满足，我国金融服务

消费者对新型金融服务模式的接受程

度远高于发达经济体。这就为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金融服务供给方面的大规

模应用和金融科技企业的高速成长提

供了重大战略机遇。总体而言，市场

需求的强力拉动是中国金融科技发展

的主要优势所在。

有鉴于此，2020年10月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

确提出，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

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

平，增强金融普惠性”。可见，金融

科技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提升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扩展金融服务可

得性的根本动力。贯彻落实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用好金融科技这一动力

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客观理性分析中

国金融科技发展中的优势与短板。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中的核心技术

创新仍明显落后于发达经济体。迄今

为止，金融科技领域中的大多数新概

念，如人工智能、哈希加密算法、云

计算等均发源于美国，一批大型科技

企业推动了美国底层基础技术的持续

创新，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相

较之下，中国金融科技领域的基础研

发投入严重不足，人才供给亦难以满

足需要，导致核心技术的创新速度较

为缓慢。以人工智能为例：近年来，

我国人工智能行业的融资事件及融资

规模虽然持续走高，但资本主要流入

各种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以追逐短期

经济收益，研发所需的长期资金存在

瓶颈；此外，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人

才供应严重短缺，相关学科的高级人

才培养，特别是基础理论人才培养也

才刚刚起步。未来要把核心和关键技

术创新置于现代化金融体系建设的核

心，致力于实现金融科技发展的自立

自强。这是我国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

之本。

与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

在制度建设方面还有一定差距。特别

是我国长期存在着金融压抑，市场竞

争尚不充分，从而形成明显的制度性

利差和高额的“租金”，导致企业家

利用各种办法去钻制度的空子，寻求

监管套利，分享垄断利润。可见，消

除金融压抑，放宽市场准入是推动我

国金融科技持续健康发展的又一重要

前提。

根据上述框架，我们可以从市场

供求、技术和制度三个视角来观察分

析一国金融科技发展的状况。总体而

言，当前全球金融科技已初步形成三

类主要的发展模式：以市场需求拉动

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以核心技术

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模式和以制度

框架建设为主要特征的英国模式。中

国金融科技之树的生长特点是树梢成

长很快，树干和树根的支撑引领力度

不足。

金融更加“脱虚向实”，从而实现金

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金融科技的主要发展路径是

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技术、分

布式技术及安全技术等前沿技术不断

应用于金融领域，通过建设各类移动

金融服务平台，构建起政务、医疗、

交通、旅游等众多便民生活场景，并

围绕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多层次金

融服务需求，逐渐形成移动支付、信

用、理财、消费金融、互联网保险等

诸多数字金融服务业态。这些业态以

人力资本投资为主，重在运用新一代

信息技术对金融服务业实施流程创

新，研发周期比较短，有利于我国企

业实现“弯道超车”。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中国金融科

技发展存在两块明显的短板：核心技

术创新未能领先；基础制度建设有待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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