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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田勇： 

非常高兴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杨教授这篇关

于金融科技的报告是比较深刻和全面的。从技术到

业务再到风险、从传统的金融机构到互联网金融机

构，在各个层面对金融科技的发展做出了一个全景

的扫描和深入的剖析。这个报告在近几年还是一个

比较少见的，水平比较高的报告。我好几年没做这

个事了，三年前我跟蚂蚁金服做过一个第三方的报

告，出过一本书，但是与这个报告一对照，发现我

们当时做的东西过时了。业界发展速度确实非常

快，几年前我们做的时候，区块链这个词还没出

现。 

    根据这个报告，以及针对当前的金融科技我想

谈几个观点。我一般喜欢结合近期经济以及身边的

事发言，昨天北京下雨，早晨到医院看病，开点

药。我匆匆忙忙地出去，拎着小包，包里面钱不太

多，非常少。我想，反正大额刷卡，小额用手机。

到医院开药花了七八百，柜台只收现金，我不得已

出去找 ATM 机取钱。我联想到前两天央行发文：

“任何个人和机构不得拒收现金”，我觉得央行应

该再发一个文，任何机构不得只收现金。所以无论

互联网也好，还是其他的新型支付手段，确实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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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无论从降低成本上说，还是从增加应用场景来看，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便利，总之这应当是金融业发展的方向。 

    今天坐在飞机上又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看报纸上说现在中国小偷都云集

到东北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东北很多地方监控少，有些甚至没有监控，偷了

以后不易被抓。看了这个案例，我想这也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监控，从科

技进步的角度来看，的确能够让相关行为更规范。到银行取钱，万一谁落了一

笔钱在那忘了拿或者卡忘了拔，我都不敢拿，因为有监控，拿了就属于偷，这

就是科技进步。 

    互联网这块科技很发达，但是在实体层面，我们可能跟国际上差别非常大。

比如说今天飞机计划 12 点到上海，但是晚了一个小时，以至于没听到李扬老师

的报告。但是北京天气很好，上海也很好，是因为流量控制而晚点。美国的国

内航班是精确到分的，比如说从纽约飞洛杉矶，14 点 23 分起飞，就是 14 点 23

分，在中国最多到 5 分或者 10 分为单位，美国的确非常准，没有特殊情况下起

飞和落地时间跟报告的是一样的。中国的航班误差在半个小时之内，大家都觉

得已经非常好了，已经很准点了。这说明什么呢？虽然我们的科技发展很快，

但是实体经济部门的运行和管理，可能跟国际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不能

光谈金融科技，我们还要有更多的“互联网+”，更多地提高实体部门的运行效

率，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风险和监管的问题，我有时候也琢磨应该怎么评价。支付宝和微信在中国

发展得非常快，我们经常说这使得中国互联网金融实现了“弯道超车”，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是支付宝和微信在美国、香港都没有办法使用。国内把支

付宝作为新四大发明，其实最早搞第三方支付的是马斯克的 PayPal。为什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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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三方支付的规模这么大，而美国和香港没有搞起来？这确实跟监管有关系。

香港和美国不让第三方支付绑定银行卡，而我们可以绑定银行卡。如果我们也

不让绑定银行卡，肯定没有这么快的发展速度。这里面不同监管机构对风险的

看法和认知的差距，导致了业态在各个领域发展水平呈现差异。所以我在想美

国看到中国互联网支付发展得这么快，他们也会后悔自己为什么管这么严，不

让接银行帐户呢？我的一个学生在香港，前两天到北京来告诉我，香港用微信

很多，可以抢红包，但不能连银行帐户，如果连银行帐户，要到内地开户，拿

香港户口到内地开户很麻烦。他们抢到红包以后把钱都转到我学生这来，他到

内地帮大家把钱取了。 

    所以我想虽然我们有些地方做得不是很到位，有很多问题，但中国的金融

科技能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还是要感谢监管机构。监管机构有时候挺后悔，有

一次开会，一位领导说，我们一不小心就出了一个余额宝，弄了这么大的资金，

我们不能再让这种事情重新发生了。这说明我们要对监管和风险，以及和互联

网金融业态发展的关系进行一些辨析。监管机构希望出现一些新的业态，包括

互联网金融、P2P、区块链，出现这些新的业态以后，既希望他们能够发展起来，

又希望他们的风险完全可控，能控制在理想范围内。但是根据我的经验，也根

据整个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这种情况就像“笼中鸟”，鸟都在笼子里面别出

去是很理想的状态。监管机构对这种新业态就是有这种“笼中鸟”的心态，这

种期望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经常说“理想很丰满”，为什么“现实很骨感”呢？因为实际上每一

个做互联网业态的这些机构，他们的目的和监管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区块链

底层技术去中心化，把数据沉淀下来，不能篡改，说起来好处很多，但是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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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搞区块链的人发现，真正有好处可以挣到钱的是“发币”，底层技术能够挣

钱的时间是难以确定的，可能要五年、十年。对于实际进入到里面的人来讲，

恨不得今天投入，明天就可以挣到钱。在商言商，这种逻辑无可厚非，大家忙

了半天，在经济上无所得，这不是白忙了吗？不过，这就导致监管者的期望和

实际业态运行形成冲突。 

    我们经常说要让金融回归其本质，我们也应当让各种互联网金融行为回归

到金融的本质。现在这段时间 P2P频频出事，出事以后群众闹事，跑到北京去闹

事的人就非常多。而在两三年前发生股灾的时候，股灾导致损失的人数和损失

财富的量不知道有P2P多少倍，但只有人跳楼没有人去闹事。这说明打破刚性兑

付、买者自负的理念在股市落实得比较好。前两天浙江的一家 P2P的投资者跑到

一家城商行去围堵，因为资金托管在该行，实际的 P2P 控制人“跑路”找不到

了，而且是谁也不知道，但知道托管在这家银行，所以找这家银行。当年大型

银行不做网贷托管还是挺有风险前瞻性的，当然也跟他们不屑于挣这点小钱有

关。所以相对于资本市场来讲，我们在 P2P市场发展初期，对消费者的教育并不

充分。 

   对于风险意识不充分，银行业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因为中国的事情通常是

“上梁不正下梁歪”，商业银行搞理财的时候，百姓就误以为理财就是一个收

益更高的存款，百姓没有人认为银行发理财可能不还。当监管机构说理财、信

托这些产品都要打破刚性兑付，像喊狼来了一样，喊了好多遍没有人信，刚兑

承诺就往下传染了，从银行理财到信托，到券商资管产品再往下到场外的 P2P，

大家都做同样承诺。风险往往是从链条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的，P2P 出问题跟宏观

面有关系，今年上半年几百支债券都违约了，不少观点认为违约的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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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风险所致，而非信用风险导致。本来企业可以发债，而在现在的市场环

境下，企业一发债都流拍了，没有人买，或者收益率特别高也没有人买。即便

经营还是很正常，企业没有面临倒闭，经营商品还可以卖，银行贷款却无法获

得，再想发债也不能发，所以会出问题。 

    这种大面积违约主要是流动性风险导致还是信用风险所致，至今仍有争议。

P2P 出问题是由于资金投入的企业出问题，企业因为什么出问题？这一轮去杠杆、

强监管，主体是针对国有企业，但是这种风险和痛苦是由民营企业承受。要这

么看的话，P2P 出现大面积问题，是经营本身的问题，是企业的问题，而且也是

更大层面的问题。我们从监管的角度转过来看，监管没有必要试图消灭风险，

谁都不能发生风险，这样的话恐怕整个金融业态很难变得活跃了。同时监管机

构要有底线，要能把握住一些基本底线，把底线做好，同时对投资者进行相关

教育。 

   金融科技应用的前景还是非常广泛，要继续推广和发展。前段时间银保监会

开了商业银行的座谈会，郭树清主席也参加了。我注意到座谈会上提到一句话，

“逐步降低对抵押担保和外部评估的依赖”。我看一些媒体可能关注另外一句

话，“要银行做业务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毕竟银保监会主席同时兼央行党

委书记。但我更关注前面这句话，因为我们现在的确面临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我们经常说民营企业融资很困难，特别是中小企业问题很突出，我们经常给银

行进行鼓励，把这个责任往银行上面推，但银行用传统的方式确实要依赖抵押

担保。传统商业银行靠抵押担保做中小企业贷款的话，不可避免要面临两个问

题，第一，有了抵押以后，利息会降低，银行收益可能会受到限制。第二，没

有那么多抵押怎么办？业务要进一步拓展的话，的确也需要客户抵押担保，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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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取新的手段开拓业务。刘行长的讲话说做“三农”也不能完全靠金融科技，

有道理，但也不充分。践行普惠金融，我认为要“双轮驱动”，需要社区金融

和互联网金融双轮驱动。通过人工的点和居民间的良好关系，形成客户黏性，

依靠这个控制风险，发现新业务。金融科技手段继续往下推的过程中，的确可

以发现新客户。我们家小孩今年高中毕业，他从初中到高中这几年从来不用银

行卡，都是用支付宝或者微信。我那天看到蚂蚁金服的一个数，“双十一”在

花呗、借呗贷款的人，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没有办过信用卡。这相当于又发掘

出了一大批传统的可能办银行信用卡的客户，虽然新客户都不知道什么是信用

卡，就已经做了这块业务，金融就这样大面积地通过科技手段向外延伸。在未

来，对于互联网金融机构，甚至传统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来说，金融科技

在开拓新客户、服务中小微客户和消费金融客户等方面发挥作用的空间是非常

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