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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论坛 
暨《互联网金融行业分析与评估（2016~2017）》

金融蓝皮书发布会  

伍旭川： 

到这基本都是老师跟领导，我也有幸参与了国平

的课题，也写了一点内容，但是我也不能说自己好自己

坏。还是围绕着金融科技做几点汇报。现在研究互联网

金融，大体上有3个路径。第一。从技术的角度来说，

手机银行，移动金融，自动柜员机，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人工智能和数字货币。这是技术的一个路径。

还有一个从业态分析。P2P，众筹，第三方支付，互联

网信托基金，保险这个路径。还有一个就是从它的模式。

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这都是从模式来研

究。大体上我觉得所有的研究都是围绕着这3个路径来

展开的。但是现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如果从跟世界融

合的角度来说，还是金融加科技的一个融合。Fintech

我们讲从中国到2014年以后，才慢慢被大家所熟悉和了

解。那么2014年以前我们了解都是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

在国外又找不到对接，2014年对接之后这两个概念是高

度的吻合，有所侧重。 

金融加科技，它主要是强调金融和科技的高度融

合，主要是从技术的进步这个角度来说的。而互联网金

融主要是从它的模式从它的场景。所以有所侧重，但总

体上是差不多的。而今天这个网络借贷，我们有时称为

它是p2p。这个p2p如果从业态来说，我们讲是银行的网

络借贷。但是如果从技术角度，点对点，它也是一个技

术的路径。这样来说正好符合了金融科技的这样一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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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去中心，去中介，定制化，这样3个特点。今天是我主要讲的是金融科技。

跟各位汇报一下，什么是金融科技。 

所谓的金融科技它还是从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的基础

全面应用于支付清算，网络理财，保险，包括我们讲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这

样一些理念，这就是我们讲的关于金融科技的大体上的一个定义。现在全世界

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这样一个定义。金融稳定理事会也做了一个定义，但是定义

可能更加的泛化，它可能是强调创新，产品服务场景这样的一个创新，也不是

一个完全的定义。金融科技在最近两三年来，为什么之所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是因为这个理论发展的太快了。2010年，全世界投资到这个理论的投资，是18

亿美金。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91亿美金。累计的投资额达到了497亿美

金，将近500亿美金，而在这个理论增长最快的，又是中国。根据花旗和毕马威

的数据，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全世界风投在金融科技的投资是49亿美金，但是

在中国，已经占了24亿美金，将近50%，这24亿美金投在9个项目上。大家可以

看一下金融科技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关注点热度集中在中国。所以这块也被

各界所重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未来的金融科技，会迅猛发展的几个领域，

可能表现在这样4个领域。第一就是刚才汪主任说的，大数据，全面应用个人和

企业的征信。这是未来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样可以运用大数据，对个人和企业

的征信，可以相当于做一个信任的评估，风险的评估，再给它一个合理的定价，

再做一个投融资的安排。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区块链技术的金融中

的应用，这个今年也是炒的比较火的，区块链技术它可能是一个美好的技术，

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重要的一个金融基础设施。但是现在总体上来说还是停留在

一个研究的阶段。场景的模拟试点也在弄，但是效果都不是特别好，有人跟我

说，票交所可能是全世界唯一落地的一个项目，但是也有待验证。但是未来还

是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像今年6月份的DIO这个事件，有些东西到现

在还没有解决。是技术风险还是道德风险，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个没有一个

定性。第三个，未来要大面积应用的，就是科技加保险。科技加保险，在未来

可能是更大的卫星遥感技术。全面应用林业农业草原这样一个领域。可以精准

地给它一个定损，给它保险。未来的人身险，财产险，也是一个这样远程的，

可以精准的通过大数据，可以来进行定损，定价。这是我们讲的未来科技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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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领域。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我们主要讲的是一个人

工投估。它主要就是机器人，加上资产组合的技术融合在一起。这个人工智能

在美国大概0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而且有几个做得挺好。中国大概在

2014年刚刚开始。 

最后我讲一下关于金融科技的监管。全世界的监管情况是什么样的？全世界关

于金融科技的监管大概呈现3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混业经营

综合经营，功能监管，行为监管。所以说你金融科技，无论你怎么美好，怎么

花哨前途这么光明，但是你还是一个金融的属性，你有金融的属性，就需要拿

到一个大的监管的领域里面。所以说在美国它是有一套完整的监管。同时它在

法律上，制度上。做一些动态的微调就行了。你看比较典型的2012年，奥巴马

总统通过了主要的法案，就是一个典型。为了改善就业，为了促进创业投资，

股权投资，股权众筹。就是一个工作方案，它现在就推出来了，而且到现在它

就一直在修改，这样就是一个典例。第二种模式，中国的模式。我们把它称为

适应性，跟随型，被动性，这样一种模式。它的特征是什么？市场太大，技术

进步太快，而法律和监管很难跟上，存在着滞后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它的监管就非常被动，被动监管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负面清单模式。大家可以

看一下8月24号网贷细则，列了13个负面清单。10月13号为期一年的清理整顿文

件是12个负面清单，负面清单怎么了？规定这些事你不能做，其它事你都能做。

它跟正面清单来比较还是反应了政府对互联网金融这个业态的包容，宽容，这

是一个模式。第三种模式也是主流的，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英国为代表最先推

出来的，然后是新加坡和澳洲跟上了，叫沙盒监管模式。这个模式也没有什么

特殊的。这些国家为什么推出这样一种模式？因为它事实上特别小，技术进步

有很慢，而政府想鼓励这一行业的发展，所以它冲在最前面，所以它就把一些

条件比较好的项目孵化，有金额有投资者，做一个挑选，筛选，经过筛选之后

集中在一个地点，某一个时间段，给予相应特殊的政策，来对它进行实验。好

了，全国大面积推广实验，不好，关掉也没有什么风险来传染。 

从这个模式来看，跟国内的自贸区政策其实差不多。我们国内的金融区域

改革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这种模式名字取得好听，但是实际上在中国

很多的政策都是差不多的。这个模式在英国推出来之后，新加坡觉得挺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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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一年后就借鉴过来了，然后澳洲又跟着几个月借鉴过来了，它实际上方式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在英国。它不仅仅适用于这样一个金融科技领域，而新加

坡是仅仅适用于金融科技领域。这是一个监管的3种模式。总体上来看，我们还

是来说金融科技的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在这样的发展的一个同时，我们还

是要看到它金融的属性，看到它的风险的属性。 

在发展和稳定之间，在创新和监管之间，在风险和收益之间，确实还是要

找一个平衡，而且在这个发展的道路上，确实要牢牢的记住消费者的权益是至

高无上的，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我就汇报到这，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