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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金融科技发展现状、趋势及上海的政

策建议 

 
费方域： 

我今天讲这个题目，这里面是一个假设性，上海已

经公开宣誓自己要做金融科技中心，但是很可惜这个事

情现在还没有这样做。这个题目可以改成开放银行作为

金融和科技建设的战略抓手，上海如果不做金融科技，

上海要想搞成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很难。 

开放银行是什么？开放银行一个是开放数据，银行

把数据拿走，第二是把他能力拿走，这里面有几个问

题，拿什么样数据，怎么拿，拿给谁。这些问题解决就

来了，这是开放银行最主要的事情。给谁，是给第三

方，这是一个方面。对给数据主体，拿什么数据，数据

里面包括开放数据，共享数据等等，交易数据，当然这

里面不包含一些敏感问题。 

开放银行特征里面，我归纳五点，第一个是技术要

求，技术要求是API，API是一个接口或者是截面。把这

两个软件系统连在一起，这是API。API它的优势相对过

去来说，这里面最主要API好处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一

次性，可以大批量数据和能力传递，用不用人工一个一

个做，一个一个访问。这样做是可以实时自动，数据交

换是批量的。第二，具有傻瓜性质，通过一个技术使业

务人可以不懂技术，也可以运动所有技术，有这两个好

处。所以API这个成为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API经济或

者是API经济学。 

费方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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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AppStore就是这样，这是一个银行API应用。API接

到医疗、能源、通讯，所以做银行API这个事情，实际上API经济是数字经济落

地最好的突破口。 

  这是API一些具体优势，API开放别人要访问，访问有一两个问题，一个

是来访问人是不是有资格，对他进行验证，查明身份。查明身份以后你要查一

下这个人是不是你授权的，所以这是有一个验证和授权机制。API和API相配

套，你进这个门面看里面东西，就给你来这样一个验明身份，看看是否有资

格，这是核心技术，一个一个API怎么验证。 

第二，开放银行核心是什么，就是要数据共享，数据共享是共享客户数

据，所以数据共享里面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当他讲到数据共享，他有一个

很重要的前提，数据主权已经明确了，你的钱放到银行里，钱是你的。同样你

的数据放到银行，数据也是你的。你在银行有两个财产，一个是钱一个是数

据。钱所有人是你，现在数据所有人也是你。你这个主体就是它的主权者，这

是一个基本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后面数据共享都免谈。 

讲到数据共享的时候为什么共享数据，数据是有价值，数据共享可以把价

值放出来，是增值的，如果没有价值或者是没有增值，那你不要讲数据。所以

讲数据共享是前提，一个是这个东西是你的，这个是有价值的，东西共享以后

对你有更好好处，对社会有更好好处，所以要共享。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开放银行基础是合作，赵总也讲到上面一半是银行下面一半是金融科技，

这个合作一部分是银行，一部分是金融科技，金融科技是颠覆者，这个是非颠

覆者，原来是一个攻一个守，现在是讲合作。开放银行是这两个合作。关键是

信任，就是所有东西这个数据安全，消费者相信你们两个合作用我的数据，我

相信你们，如果没有信任我就不授权，不授权你把我信息拿出去，也不授权你

来用我数据，整个是免谈。没有消费者信任，整个体系崩溃。我们谈开放银行

本质是什么，是不是小事情，不是，开放银行本身是体系是生态，主要参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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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银行，银行是传统金融机构，他有数据是做金融的。第二是第三方，第三方

包括金融科技，里面有金融，有科技。还有技术公司，技术公司里面有大数

据，还有其他银行，其他银行也是第三方，然后是消费者，消费者是数据主

体，又是服务决策者，又是需求主导者，还有一个是监管者，还有一个是立法

者，这个生态里面主要是这样几个，这个生态是可以不断扩大。 

这是一个介于同时又超越企业和市场分工主体，整个经济增加分工要么市

场要么企业，这是一个新的分工体系。第三有很强网络外部条件，是一个典型

事实，第是竞争和创新当中协调和平衡，在协调和平衡中推动竞争转型。 

两个生态，这是金融科技生态，原来是总结金融科技的时候讲到生态，最

典型是这个生态。现在我们讲开放银行生态的时候，是这样一个生态，这里面

提出三个问题。一个是生态还是几个生态，互相关系。第二，谁是平台，银行

是平台还是金融科技是平台，还是两个都是平台。第三，客户关系合作以后数

据共享，最后归谁，客户最后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是这里面一些深度关键问

题。这是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开放银行。 

第二是关于开放银行意义，第一条是银行实施了开放平台转型。发挥了自

己的优势，做了自己的转型。银行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网络化转型，银

行要变成非常厉害的东西。从过去被颠覆者，变成主动收购别人，主动跟别人

合作，成为需求者，供给者。 

第二金融科技得到很大提高。它有需求，它有优势，他有灵活性。他借助

银行发挥自己的优势。 

第三金融科技对外赋能，腾讯阿里都想往外赋能，但是他们赋能办法是跟

银行签约，技术卖给你，没有想到用开放银行模式，这种赋能形式可能是更一

般，更普遍，如果把这个生态建立起来，他一家家谈，还有消费者被赋权，体

现两个方面，一个是消费者体验，这里面是消费者有主权，消费者选择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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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技术供给者和业务供给者将来关系。还有监管现代化。最后通过开放银行

真正推动金融科技，API经济，从而真正把数字经济提升。 

实质是建立整个使得基于数据金融经济体系现代化。开放银行成因四点，

一个是政府干预，第二是竞争，第三是客户期望，第四是技术发展。 

第四讲一下开放银行监管各个政府做了什么，第一个欧盟，欧盟立法护行

出了两部，PSD2和GDPR，这里讲一点，我们现在讲这两个东西都看的很高级，

觉得很厉害，觉得中国离这个很远。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欧盟做PSD2的时候，

它的目标是说，要赶上中国，中国智库做得太好，我们不行，所以我们要做这

个。第二个是英国，英国做了一些调查，2015年杨主任他们研究这个，英国本

身零售业调查一本东西，他是推这个。美国JPMorgan做这个，2018年财政部关

于非银和金融科技监管建议。澳大利亚也是出报告，新加坡也是出了一个报告

有400页左右。香港2017年出了金融科技发展战略里面没有提开放银行，2018年

出了开发银行API开放框架。日本、印度、加拿大也在提。 

主要经济体在推金融科技过程当中有什么特点，第一个顶层设计，立法保

障，政府强度干预。聚焦开放银行，通过政府干预，形成自上而下。这个主体

竞争创新是起决定基础作用，一个是创新竞争，消费者选择是基础，第二这个

立法过程中间实际上他们做了大量市场企业调查工作，这个立法过程当中开放

银行已经在做，第二是不断进行试点测试，这个是有必要的。这样就表明市场

高度，一个是自上而下还有一个自下而上，中国是上下结合。相向而行。 

开放银行对上海意义，上海现在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上海现在是两个中

心，上海金融业这么多，全国什么地方比上海有金融业这么多，上海金融业激

活了，这对上海中心来说是什么意义。所以就要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目的

是为了激活银行，银行现在本身也有动力本身也想做这个事情。你现在做，一

开始做就可以把标准统一起来。大家也可以同步推进，这样快得多。第二可以

激发保险得。上海可以成为金融科技向往城，其中一个重要问题金融科技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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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来，如果你给他数据，有数据条件他就会来。我银行开发商，提供需求，提

供数据共享，提供客户，提供合规经验，他为什么不来，所以这个很重要。第

三，有利于共享信用问题API。 

上海怎么做，争取中央和中央监管部门支持。提出战略目标和路线图。先

行先试形成标准，引领发展。总结经验，推广复制。这部分的细节，留下一次

发言。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