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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金融科技(Fintech)的蓬勃发展，我国金融行业迎来

了新的发展活力，不仅促进了金融创新的爆发式增长，更对金融生态

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对金融安全、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形成了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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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监管科技——RegTech，应运而生。 

2017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强调了金融监管的专

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指出要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及时有

效识别和化解风险，整治金融乱象，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的底线。而监管科技具备的专业性、精准性和穿透性高度契合国家金

融发展战略，有利于变 “被动式监管” 为 “主动式监管” 。 

2017 年 6 月人行发布的《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 “十三五” 发展

规划》也指出，要强化监管科技的应用实践，利用新兴技术丰富监管

手段，健全与监管科技发展相匹配的金融监管体系，提升交叉性金融

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识别和防范能力。 

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全面深入地应用于金融体系中，并逐步呈现跨界化、去中介化、

去中心化和自伺服等特征，对金融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金融监

管提出了更大挑战。金融科技已经深入影响金融服务范式、风险定价

机制和风险管控模式。现有的金融监管框架难以匹配日益高度虚拟化、

网络化、分布式的金融科技体系，在信息技术、监管能力和技术资源

等方面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金融科技的混业趋势与分业监管模式的制度性错配使得金

融监管难度急剧加大的同时，尚未形成一整套系统的适应金融科技发

展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措施。在此背景下，监管科技的运用为解决上述

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 



监管科技强调新技术在监管领域的运用，包括利用机器学习、人

工智能、分布式账本、生物识别技术、数字加密以及云计算等提升监

管效能、降低金融从业机构的合规成本。从逻辑上看，监管科技致力

于新兴技术在金融体系特别是微观领域的运用，以更好地符合监管标

准和合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利用新技术实现监管要求，甚

至有一定的监管规避倾向。 

所以，监管科技的用户不仅是被监管机构，还应包括监管当局及

其他第三方，只有将三者统一纳入监管科技体系中，才能在金融科技

日新月异的今天真正实现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我国

作为金融科技发展居于世界前列的国家，则应在监管科技领域尽早谋

篇布局，有所作为。 

首先，应构建监管科技体系，改革金融科技的监管组织架构，加

强顶层设计，明确监管科技的发展规划及应对战略，促进监管协调。 

其次，应建立健全金融科技的“监管沙盒”计划，将监管流程透

明化、标准化，实现创新促进和有效监管的融合，以监管创新促进金

融创新。 

再次，应强化监管科技建设，明确监管职责，建立监管科技专业

团队，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共同制定监管科技引用的微观标

准和技术指南。 



最后，应构建一个主动、有效、专业的金融科技监管长效机制，

保障金融安全，缓释相应风险及其传染效应，促进新兴技术在金融、

经济以至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应用，为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