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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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文尧天： 

各位嘉宾下午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团队关于金融科技研究一些相关情况。我简单介绍

一下我们团队，京东金融研究院是京东金融集团所属一

级研究机构，依托京东金融集团强大的数据和科技优

势，致力于开展金融及科技产业的前沿实践和法律政策

研究，总结行业经验，探索行业新知。京东金融研究院

目前下设产业与金融研究中心和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

有一支朝气蓬勃、专业精良的研究员队伍。京东金融研

究院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通过开放的大数据和科研平

台，连接政府、企业、高校、智库等外部科研力量，搭

建产业与研究紧密结合的开放研究生态，与高校共建博

士后站点，向全社会输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粗略将金融科技在我国发展分三个阶段，

一个是起源和预热，第二阶段互联网金融热潮，第三阶

段是监管重压下的转型。纵观纷纭复杂的金融科技创

新，我们思考金融科技创新底层逻辑是什么，金融科技

创新怎么发生的，金融科技创新面临什么问题，需要怎

么解决，国外金融科技创新实践，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有什么启示。 

首先，金融科技创新需要对金融科技业务有一个深

刻认识，金融科技业务创新时刻都在发生，通过模式化

归纳才可以更好认识发生机理，这些业务类型归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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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科技企业给出自己的观点，某种程度上取得一些共识。梳理业务模式基础

上，我们发现金融科技业务模式创新发生在每一个环节，产品设计、客户体

验、营销都有可能，我们认为金融科技业务模式创新有固定路径是可以发现

的。 

金融需求的路径：金融科技之所以出现，根本上说是为了解决金融的需

求，即融资（资金短缺方）、投资理财（资金盈余方）、资金流通和风险控

制。这四大金融需求既是传统金融业务一个渊源，也是金融科技创新出发点，

从融资需求出发产生了P2P借贷以及互联网众筹，从投资理财角度出发就产生了

智能投顾，从资金流通角度出发就产生了第三方支付，从风险控制角度处于就

产生了互联网征信和职能风控。 

服务对象的路径：金融科技的服务对象从大类上分为C端客户和B端客户。C

端客户，既有个人也有企业，还包括政府。B端客户，对于金融科技企业来说，

就是金融机构，既可以是传统金融机构，也可以是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科技企

业。金融科技企业通过服务为金融机构间接满足C端客户金融需求，这种业务模

式称之为B2B或者是B2B2C模式。 

 法律关系的路径：根据在相关业务中的权利义务多少和法律责任轻重，金

融科技企业既可能是直接当事方，也可能是第三方。所以直接当事方的时候，

金融科技企业可以向客户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并获得相应的报酬。作为第三方

金融科技企业通过搭建平台网站提供信息，消除信息不对称，缓解与对手方之

间的信任问题，前者是我们自营业务，后者比较典型是平台业务。 

竞争关系的路径：金融科技的根本在于解决金融问题，这就必然涉及与传

统金融业务的关系。从现有的业务类型来看，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业务的关系

主要有补充、竞争、替代、服务四种。补充就是金融科技企业在传统金融业务

不覆盖或者是不愿意覆盖领域提供金融服务。竞争是金融科技企业做传统金融

业务与传统金融机构形成竞争关系。替代是对传统金融业务一种颠覆，是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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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形态对传统形态取代。这里比较典型是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宝宝们

出现对银行活期存款就形成很大影响。服务关系这是比较和谐关系，金融科技

企业通过技术帮助传统金融机构更好做金融业务。 

通过分析金融科技创新模式和路径，我们发现目前我们国家蓬勃发展金融

科技创新也不是十全十美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总体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问题： 

伪创新：无效创新的滥竽充数。“伪创新”应该是不遵循金融科技的创新

路径，并且不在金融科技的创新谱系之中的“创新”。这里典型代表是ICO，我

国去年明确禁止ICO并对相关货币交易所进行整顿，其他国家目前对加密货币监

管态度也是比较谨慎的情况。 

跛脚创新：前台创新与中后台创新不平衡。目前金融科技的创新，主要集

中在能够直接带来客户、产生现金流、最终获取收益的前台产品创新，在中后

台的风控、合规、社会责任等方面从创新明显薄弱——既缺乏意识，也缺乏动

力。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状况是必将发生改变的，金融机构对金融科技应用思维

未来将会以客户为中心逐步拓展到以合规监管为中心，逐步突出数据驱动在风

险管理和合规管理当中作用，把监管科技运用在中后台业务中再造。 

沙滩创新：模式创新背后缺乏科技创新支撑。金融科技的产生和发展，与

科技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大数据助推金融业务精细化运作；云计算促进

金融服务集约化发展；人工智能推动智慧金融创新发展；密码技术支撑金融信

用背书技术化；移动互联技术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没有这些技术的支撑，

金融科技的创新只能是沙滩上的城堡，经不起风吹浪打。我们国家目前金融科

技创新比较集中商业模式创新，对底层技术关注不太充分。2016年美国金融科

技专利申请数量达到4523份，是我国申请数量一倍以上，伪创新、跛脚创新、

沙滩创新存在可能会导致行业无序竞争带来业务同质化，也是用户信心受到影

响，从而阻碍行业整体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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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有三条，围绕现实路径打造真正的创新：真

正的创新，是围绕金融需求的创新，是优化竞争格局的创新，是满足用户需求

的创新，是符合法律规范的创新。金融科技创新必须以提高资金融通效率、便

利融资、提高投资收益、促进风险控制为标准展开。优化竞争格局关键在于金

融科技企业对于自身创新路径选择，究竟是填补传统金融机构空白还是与传统

金融机构展开竞争。两种模式我们认为都是值得提倡的。满足用户需求是金融

科技企业需要准确定位自身业务模式，究竟面向C端用户还是面向B端用户。符

合法律规范创新是指金融科技企业要明确自身业务类型，在相关法律中地位，

自觉落实相关监管要求，不突破底线进行创新。 

用长远眼光布局平衡的创新：平衡的创新，要把后台的数据支撑、风控系

统的创新和前台的业务创新放到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从前台走向后

台，不仅是金融科技良性发展的要求，也将为金融科技带来新的业务发展空

间。以监管科技为代表后台创新是金融科技下一步主战场，目前世界各国都在

加大投入，在这个领域抢占先机。 

以科技为支撑铸造牢固的创新：没有底层科技进步支撑的单纯商业模式创

新很难在激烈竞争的市场长期保持优势。当前世界正处在第四次科技革命进程

中，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运用，可能会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更

多驱动力。金融科技企业应当高度重视业务底层技术研发，构建自有完善的技

术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才是企业最好的护城河。 

我们过程回顾我国金融科技发展一些历程，梳理了路径和未来出路，再看

一下国外其他国家金融科技发展对我国有什么启示。 

美国是金融科技发展大国也是强国，我们认为美国金融科技发展对我国最

重大启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们用科学技术创新颠覆金融行业，相对于商

业模式创新，美国工程师非常重视基础技术创新，在技术创新领域他们较早将

移动用户体验还有API，机器学习，平台体系结构运用于投资财务管理，零售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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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欺诈识别等金融科技领域。第二，学术成果转化效果非常显著，以斯坦福

大学为例该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在80%以上，截止2017年12月，硅谷60%企业源于

斯坦福大学科研团队。硅谷总产值50%也是斯坦福大学科研成果创造的，而我国

产学研结合还是比较薄弱，这也是未来发展突破点。欧洲是金融科技发展重要

方面，欧盟全球金融科技企业100强占25席，英国单独占8席，其中主要关注是

政府和金融企业比较良好互动关系。 

监管方面来说他们用创新监管引领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理念变化英国这方

面做的比较突出，将传统命令模式变成比较包容监管理念，这个监管里面有特

殊创新监管方式，英国较早推出监管砂箱，为金融科技企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稳

定试错空间。政府通过多方面支持科技发展，德国在金融科技发展四项政策目

标当中明确提出了要与金融科技企业加强沟通，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让金融科

技企业增强他在市场当中活力，此外法国和英国对金融科技创业企业税收方面

给出很多支持。 

亚洲是目前金融科技发展主战场，亚洲金融科技发展我们认为有几个特

点，一个是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发展起助推作用。南亚、东南亚基础设施比较

薄弱，所以金融科技行业发展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现象。第二方面是亚洲地区有

充分人口红利和较高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南亚、东南亚整个国家人口是上亿，

而且移动互联网覆盖率负责高，泰国普及率达到66%，东南亚地区年轻人在移动

终端上花费3.6小时，这样巨大人口红利和移动互联网普及率为金融科技，积累

客户资源，加快企业发展提供了巨大想像空间。 

目前金融科技发展面临种种挑战，我们认为通过打造真正创新，围绕布局

平衡创新，金融科技创新企业整个行业春天不会太遥远。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