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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年会（2019）  

 

杨涛：金融科技背景下的“开放银行”变革 

非常高兴下午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分享我自己的粗

浅思考。这个环节的主题是关于“金融基础设施”，狭

义上金融基础设施更多指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广义上的

金融基础设施其实跟技术是密切相关的。为什么选这样

一个主题？是因为金融科技在今年变成大家都关注的一

个重要创新点。谈到金融科技，指的是技术对于金融业

态、金融产品、金融要素都产生的影响。早期我们都关

注非持牌的类金融组织，比如互联网金融，但是经过互

联网金融整顿之后，持牌金融机构仍然是金融科技创新

的重要主体，一旦“大象转身”之后迸发的创新活力也

是非常突出的，其中银行更是重中之中。银行为什么现

在会发生一些变革？一方面是基于全球视角来看，影响

银行变革的就是三大要素：供给端因素的技术本身、监

管的要素、需求端的因素，需求要素也是日益变化的居

民与企业的需求特征。过去我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在

监管方面，其他两个因素在快速变化，而监管方面一旦

发生了变化，对银行的形态、规则冲击是深远的。比如

说近期大家关注到了像香港的一些虚拟银行，无论从起

始端的远程开户还是后端的账户管理，有一些国家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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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银行慢慢地都开始面向互联网，有了一些全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当前到了这

样一个阶段。当然我们国家现在也讲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一步银行业体

系本身也会发生更多的变化，例如前段时间银保监会的发言人讲到未来市场中

既有可能有机构退出，也有可能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来解决现有遇到问题的机

构。 

在此背景下聚焦了“开放银行”，开放银行是近期非常热的一个概念。这

个概念最早是始于国外，英国当时在 2014 年的时候就有了相关的监管部门、政

府组织在讨论这个问题，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到达低谷，但是去年以来在海外越

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不同国家的监管者都在“自上而下”地讨论和推动这个

事情，我们国家从前两年主要是市场化的机构“自下而上”地在推动所谓的开

放银行，但是跟海外讨论的开放银行的概念边界实际上是有差异的，更多的我

觉得有一些是基于营销或者基于品牌的思考。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人民

银行近期也对开放银行服务的安全规范和标准进行征求意见，起码下一步从技

术角度开始对于自上而下的制度规则进一步地有所完善。 

谈到开放银行早期，更多是关注数据开放的视角，我个人也看了一下当前

有关的资料，作为始作俑者，在英国早期有监管部门开始关注到一家小型企业

向银行申请贷款被拒的概率很大，而且这家公司很大概率不会向第二家银行申

请贷款，因为成本很高，被否的概率也很大。那么应如何从第一家拒绝的银行

转到第二家放贷组织？这个是需要监管来考虑是否要进行协调的问题，所以最

早主要着眼于银行数据的对外开放。后期开放银行会被赋予更多的内涵，根据

Gartner咨询公司的定义，开放银行指的是“一种平台化的商业模式，通过与商

业生态系统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和其他业务方面的功能，为商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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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客户、员工、第三方开发者、金融科技公司、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提

供服务，使银行创造出新的价值，构建新的核心能力。” 

当然，正如我们对金融科技的讨论，开放银行其实也没有形成非常规范、

确定的概念边界，可以有不同的视角，近期我们也在推动开放银行的研究报

告。因为时间有限，简单地先谈几个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候的一点粗浅的视

角，主要是观点性的东西。 

第一，制度视角。在近两年，跟金融科技有关的创新活动非常有意思，在

国内外有较大的差异，国外很多以开放银行为代表的活动经常是自上而下推行

的，而国内很多是自下而上进行探索的，自下而上有时候就会遇到问题，为什

么要自上而下？因为涉及到银行、涉及到金融核心的监管地带在海外很难自下

而上地进行探索，特别是银行直接影响到一国金融稳定的核心地带，英国有竞

争与市场管理局主导这个计划，财政部也搞了一个工作组对外发布监管框架。

欧盟 PSDII（支付服务指令 2）近期的研究和讨论比较多，预期到 9月份今年欧

洲监管部门计划完成新的技术标准，来阐明银行的技术平台与外部公司建立更

规范的联系合作的方式。其他一些地方也纷纷在推动，所以首先它是离不开制

度层面的东西。反过来考虑我们国家从互联网金融到现在的所谓金融科技创

新，与其等着自下而上出很多问题，更重要的反而是要自上而下，首先在面向

未来的制度框架中予以考量，这是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第二，战略视角。什么叫战略视角？不同的人对开放银行有不同的理解，

有的人把它理解为互联网金融的渠道重构，有些人理解为改善获客，有人理解

多一点业务合作，但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认为开放银行的变革本质上

是对银行的经营模式、系统架构、数据管理、业务创新的全面梳理，并且在万

物互联的时代重新定位间接金融中介机构的组织。到了商业银行身上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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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的模式的探索，而且在各个国家对银行的评级和分析当中战略与管理能

力都是重大的指标类型。当前在国内来说，我觉得无论是大银行还是中小银行

其实都到了向左走向右走的阶段，所以在这个阶段如何迎接新的挑战？从战略

层面来考虑，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 

第三，数据视角。从狭义角度来说，离开数据开放的开放银行很可能是不

完整的，但是要做到数据开放是很难的。据我观察，在海外几个主要监管部门

推动的一些加入到数据开放一系列规则的银行里面，真正实现数据开放的极

少，几十家里面大概就两三家左右，因为背后涉及到风险责任的重新确定，涉

及到规则重置是很复杂的，在我们国家短期内要实现数据开放可能还有较大难

度，因为还涉及到业务主管部门的规则问题。大家也看到去年银监会指出的银

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一开始是规范报送质量，后来探讨如何进一步挖掘数

据的价值，即便真正的数据开放短期内不太可能现实，但是如何做好数据储

备，在此过程当中做好各种各样的基础性准备工作，我觉得这也是绕不开的重

要技术问题。 

第四，技术视角。开放银行建设离不开供给端的技术问题，就底层重大技

术来说我们需要关注的像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技术、分布式技术、安全技

术、尚在发展前沿的技术。有一些技术本身技术成熟度也高，应用成熟度也

高，这个时候商业银行可以积极地来尝试引入或者应外，有一些可能技术成熟

度、应用成熟度都不高，最后可能是一个噱头，也可能是整个技术演进过程当

中一朵浪花，比如说像区块链技术，这两年对区块链的技术越来越保守，可能

是整个金融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性的特征。技术视角无非是要充分把握技

术前沿、把握技术应用。从银行角度来说，一方面我觉得以开放视角下企业级

的系统研发与集成为核心，在底层可以合理适度运用外部技术和设备。要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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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也是不太可能的，真看底层的话，很多代表性的大银行也是利用外部的集

成。第二，可以用外包和合作为主线，在发展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第三，

有些银行在整合自身技术资源的基础上可以进行外部的技术输出和服务。总而

言之，若要重视变革、重视开放银行，首先要改变原有对技术的认识，技术不

再是一个银行里面或有或无的东西，也不是通过部门竞争大规模地布局资源，

最后导致很多技术应用项目浪费的局面。所以我觉得要重新梳理思路。 

第五，业务视角。典型的金融科技场景有很多，无非我们要考虑到这样一

些技术如何应用到这些业务场景当中。从银行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两大方向，

一个是叫新型“家庭金融”；另外是新型“产业金融”。无非就是更好地服务

于家庭多元化的综合金融需求；另一方面在整个产业链上更好地来实现多元

化、综合性的服务，最终还是要落到这些层面着眼于服务实体。 

第六，平台视角。开放银行建设不是单打独斗，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平台模

式。通常来看，着眼于开放银行创新的通常采取自建、合作、参与或投资不同

的模式，归根结底技术路径有很多。作为现代金融业的核心主体，我们觉得从

开放银行到整个开放金融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作为核心主体来说，开放

银行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动者，到最后就是为了构建一个更合理的生态，这

个生态涉及到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整个金融机构与技术企业之间如何按照

什么样的规则进行合作来构建场景。 

第七，客户视角。开放银行变革的驱动力刚刚在需求端提到过，真正是企

业与消费者的偏好。要充分适应客户需求的多元化、智能化，需要无处不在的

交互，需要更好地维护客户关系，这些谈得很多，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消费

者来说，跟不同的银行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充分感受到距离真正面向客户还很

远，银行整个的业务模式还是以业务部门、以分支机构作为最重要的核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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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还没有转向客户需求。尤其是从客户到用户再到伙伴，比如在数据合作流程

当中，用户不仅仅是一个享受者，也可能在产业链上作为其某一部分的生产者

提供数据。 

第八，责任视角。近些年来企业环境、公司治理越发受到关注，我们认为

建立在共享共赢发展基础上的开放银行，应建设天然符合银行责任体系的原

则，因此需要从开放银行建设的技术、制度、文化多个层面来真正推动银行业

金融机构强化服务实体的初心。过去几年遇到很多问题，大家对银行家形象，

比如说在欧美好多人称呼银行家为“肥猫”，是非常贪婪的形象，在国内的银

行也受到影响。如何真正通过开放、包容的开放银行建设，来回归责任、增强

社会公众认可与信心，我觉得是重要的着眼点。 

总而言之，开放银行是今年受关注持牌金融机构，迎接金融科技的重要着

眼点。以上粗浅的汇报请各位多多批评。 

 

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