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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 

李扬老师对于今天这个会议主题的定位非常准

确，现在真的是到了一个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的

变革时期，或者说转折时期。刚才杨涛博士在他的

研究成果中，实际上也很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也以这个为前提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当

然我是从一个银行工作者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从 2013 年提出互联网金融开始，很多人提出要

颠覆传统金融，首先是要颠覆银行，但是现在好像

说不颠覆了。同时感觉到经过几年狂飙突进式地发

展，虽然现在还是很热火地宣传，但大家也感觉到

互联网金融或金融科技再往前走有些困难。现在应

该是正处在一个瓶颈期，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转折

期。 

为什么说是瓶颈期呢？从实操角度来看，通过

这些年的发展，大家可以发现，金融科技的主要应

用领域，一个是支付领域，一个是金融产品的销售

领域，还有一块是在普惠金融领域，或者说是小微

贷款领域，包括对小微企业的，也包括对个人的。

对于小微贷款这块，除了诈骗犯罪的，感觉进一步

往前推进还是有难度的。这些领域需要金融服务，

但是得到金融服务又比较困难，传统金融机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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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也比较高，能不能通过金融科技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来看有进展，但难度

很大。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瓶颈期。 

为什么说是转折期呢？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金融机构，当然有些舆论定义

为传统金融机构，在原有科技应用的基础上，借鉴了互联网企业的做法、理念、

方式，同时也总结了这些年互联网金融发展中好的方面和风险的方面，或者说

不成功的方面，进行大力投入、布局和创新，开始在金融科技上全面发力，金

融科技发展进入转折期。 

目前之所以遇到瓶颈，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简单把资金流看作是整个金融。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一个很大的原

因是互联网金融也好或者说区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一些人也好，简单地把资金

流看成是整个金融本身。当然我们希望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是畅通的，是

速度快的，能安全到达接受方。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希望怎么解决快，所谓的场

景都是为了解决物资能够从发出端到接受端，信息从发送端到接受端，资金端

当然也是这样，希望有成本比较低、比较快的方式到达需要的那一端。 

刚才殷博士也讲到，贷款还有收回来的问题。金融不仅仅是解决资金流的

问题。比如说贷款，好多互联网金融企业说我们放贷款可以多快，几秒钟放一

笔贷款，几分钟申请一笔贷款。这样好不好？当然好。但是办理贷款的速度在

整个贷款过程中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贷款的工作也不仅仅是放贷款这一个动

作，最主要是提供符合特定需求的贷款方式，直至贷款收回或风险处置等一整

套方案，这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点对点的动作快慢问题。所以放贷款

的快慢，在整个贷款过程中并不是最主要的要素。在应用科技的时候，一个所

谓的快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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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在来的路上和蚂蚁金服的李院长讨论农村金融的问题，毫无疑问，农

村金融光靠技术，靠网上放贷款这一个方式是解决不了的。再比如刚才杨涛博

士也讲到在新的监管条件下，在《巴塞尔协议》下，我们内部的许多资源怎么

配合贷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贷款能不能放；另一方面银行本身的资源

是不是可以放。这和贷款本身的快和慢是不同的概念。为什么这段时间P2P出了

这么多事件，除了犯罪的事情不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P2P管理者本身不懂资产

负债管理，才会出现流动性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现金流和资金流的问题，

不是一个简单的速度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点到点的问题。金融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整体问题，所以我们来讨论金融科技的应用，确实是到了一个转折期，到了

一个需要变革的时候。 

第二，简单的单一技术决定论迷思。我们往往喜欢用一个技术解决所有的

问题，既要解决点对点的问题，又要解决风险控制的问题。技术本身有它的局

限性，每一项技术有每一项技术的局限性，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技术是人类

发明的，解决了人类的许多问题，但是人类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技术造成的，

所以需要不断发明技术来解决技术造成的问题。每一项技术有它的局限性，我

们应该把每一项技术应用到相应的环境中，或者说相应的业务环节中，而不是

反过来让业务适应技术。为什么一些金融科技或者互联网金融出现风险，有很

多是为了实现技术，把金融该有的东西丢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些问题。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段时间出了这些问题，或者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出现了停顿，

就是因为我们把技术当作了金融的目的，把手段当作了目的，而把金融本身当

作了技术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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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监管和金融科技之间形成了脱节。由于时间关系在此不展开了，刚

才杨涛博士也讲到了。 

接下来应该怎么发展我们的金融科技，或者说怎么应用金融科技。从各项

金融科技的技术角度来讲，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要解决金融业务标准化的问题，

或者说闭环的问题，就是通过业务的标准化、业务的闭环化使金融业务能够在

技术系统里面运行。目前的瓶颈，就是因为离开闭环，找不到技术应用的方向。

怎么能够使得金融科技真正变成金融能很好应用的一项技术，或者说总体的技

术组合？就是要形成一些闭环。这个闭环必须是在金融主导下的技术应用，而

不是技术主导下的金融的服从。 

这要建立几个闭环，怎么建立闭环呢？ 

首先，从银行内部来讲，是资源配置管理和业务营销、产品创新之间要形

成一个闭环。杨涛博士报告中的一些内容触及到这方面的困难，我也体会很深。

现在我们都关注的是产品端、客户端，但是银行的业务很大部分是在于内部信

息的应用，内部资源的调配，是在对内部整体资源风险的把控前提下来做产品

的。比如刚才我讲的资产负债管理，如果说自身内部的资产负债不能够平衡的

话，单纯在产品端做文章，是做不好的。风险控制，如果没有一整套的风险控

制技术的应用，想让产品端能够比较平滑地顺畅地来为客户服务，也是做不好

的。所以，首先内部的管理要科技化、数字化，要把金融科技应用到整体的内

部管理中，这些技术哪些是底层技术，哪些可以应用到数据分析和治理中，哪

些可以应用到内部整体资源的配置中，最后传递到前端的营销、产品创新，这

是我们首先要建立的一个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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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闭环是个性化闭环。这也是我们在前段时间看到的互联网金融中的

一个特点，大家都强调的是批量，为什么？只有批量看上去好像才有规模效应。

前两天我碰到一些做 P2P的朋友，跟我聊，看看有什么办法渡过目前的难关。我

也挺高兴他们找到我这么一个退休的人聊这个事情，但是我感觉他们的脑子里

始终想的是能不能帮忙找到哪些行业、哪些领域还可以批量做一点业务。后来

我跟他们讲，你要做成批量，只有从个别开始做成的批量，这个批量才是稳定

的批量。好比说阿里巴巴，当初搞淘宝，并不是开始批量就上来了，也是通过

各种方式方法，让商户越来越多，才能够批量上来，并不是说一上来就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世界上许多需求并不都是大批量的，从金融提供服

务的角度来讲，结果是大批量的，但具体业务、服务、客户不可能都是大批量

的，这时候你怎么针对不同的客户形成不同的闭环，而且这些闭环还是个性化

的。比如现在对一个客户的服务，一个企业的服务是把个人业务和对公业务怎

么结合起来，资金业务和信贷业务怎么结合起来，形成单独对一个企业整体服

务的闭环，这是金融科技可以发挥作用的。再比如大多数供应链金融是建立在

核心企业担保的基础上。怎么去突破，我认为就是要通过对整个核心企业形成

的供应链，分析它是怎样的商业模式，在这个商业模式中怎么通过模式本身控

制风险。如果从传统业务来讲，比如信用证，实际上信用证的业务就是通过贸

易之间的法律关系，然后加上银行之间的承诺关系，来形成的一个闭环，而省

去了其他的担保措施。好多业务在技术上是可以这么做的，也就是说你要针对

不同的商业模式，形成不同的闭环，来应用金融科技，而不是想用一个科技解

决所有的需求。我们也在做一些探索，有很多例子可以这么做，而且这个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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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可以赚钱的，可以为企业，或者一群企业形成一个闭环，这方面应用金

融科技是可以做到的。 

    第三，要建立长时间全流程的闭环。刚才从金融角度讲了，金融服务是一

个过程，我们不是做一次性买卖。银行的产品和其他企业的产品不是一回事，

今天我作为客户经理向各位推销了一张信用卡，好像是卖出了一个产品，但实

际上没有，信用卡只要在你手上，这个产品的功能就没有结束，这个产品的服

务、买卖就没有结束。再比如你到我这里存了一笔存款，只要存款在你银行帐

上，这个产品就没有结束。刚才讲的贷款也是一样，卖保险同样是这个道理。

有一段时间有保险公司的领导跟我讲互联网企业太厉害了，卖保险卖不过他们。

我说他们不会精算、理赔，拿到资金还要会投资，这才是保险的整个过程，不

是卖保险才是保险。所以要建立长时间全流程的闭环。在任何一个产品服务上，

要形成包括风险控制、风险管理的闭环。这是我们要建立的第三个闭环。 

第四个闭环是建立科技与人的闭环。科技是人创造的，科技的应用还是要

人来应用，无论是我们的生活、生产、经营，都是人在进行的。所以在这个过

程中，缺不了人。但是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总以为这些科技是可

以把人都替代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记得支付宝刚刚开始创立的时候，我

们和支付宝建立了合作关系。当时讲到支付宝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客服的人工

成本成倍增加，董事会因此很恼火，说我们是搞科技的，但是怎么人越来越多

了？因为人们在网上应用遇到问题时，搞不清楚就要打电话咨询。只要网上的

应用越多，想打电话的就越多。当然我们现在变成了人工智能客服，那时没有

人工智能，只能配人。所以不管科技怎么应用，人总有地方工作。有人工作的

地方，就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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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科技应用中，怎么和人形成良性的闭环？该是人处理的地方要人处

理，该是科技处理的地方科技处理，同时两者之间不要割裂，要形成一个很好

的闭环，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在金融科技的应用中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在实际工

作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些员工觉得这件事情系统做了我就不用管了，

那么风险就出来了。有些可能是原来设计中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因为没有人

去关注，认为系统都会处理，所以没有发现风险和差错。因此，我们要考虑怎

么建立人和科技的闭环。 

最后一个闭环是建立金融科技和金融监管之间的闭环。这里我想提几点：

第一，监管本身要科技化。监管不能没有科技化，老是让被监管者报情况，报

数字，报报表，而本身没有科技手段来进行监管，也不了解科技本身，那肯定

不行的。第二，监管系统和被监管系统之间要对接。就像银行和客户之间的系

统能够对接起来，直接把我们的服务深入到客户系统中，才能形成银行和客户

之间的闭环。监管和被监管之间也要形成这样一种场景，要突破以前的资格监

管、事后检查、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结果监管，借助于科技，还要进行场

景的监管，过程的监管。第三，对一些技术要分门别类建立不同的监管制度。

有些需要报批，有的需要报备，有些可能还要发牌照。比如智能投顾技术本身

已有一定的人格化，是不是应该给某一个智能投顾系统发拍照？我在香港的时

候，一个机构要做证券买卖，不仅机构要有资质，机构内做这项业务的人也要

有牌照。在香港，小贷公司不仅要有放贷牌照，还需要有持有放贷牌照的人员。

所以对一些技术可能也需要人格化的监管。 

最后，法律和金融科技怎么更融合。金融实际上是权益的交换，除了债权、

股权以外的知识产权，包括我们的信息权，怎么来认可这些权力，怎么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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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权力的交换和保护，这个恐怕是要考虑的。还有一些知识产权的问题，哪

些是属于机构的，哪些属于个人的知识产权。智能投顾里面的交易算法，往往

都是交易员个人经验的总结，是算机构的还是算个人的，这些都是属于法律上

需要界定的。 

上面讲的这五个闭环，并不是互相孤立的，实际上是互相交叉的，需要形

成一些流畅的闭环，这样我们的科技才能够真正发挥更大的作用。金融科技才

能有更广阔的天地。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