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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视角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主持人 李广子： 

尊敬的李老师，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

首先，非常欢迎大家莅临今天的研讨会。今天会议的主

题是《Fintech视角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报告发布。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大家

始终关注的，一个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另

一个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今天的会议主题正好是二者的

结合，主要是探讨金融科技如何更好地提高金融业服务

实体经济的效率。今天的会议既是一个学术研讨会又是

一个报告发布会，在研讨环节将有三位嘉宾分别致辞和

主讲，在报告发布环节将由黄国平老师发布《Fintech

视角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报告，该报告是由国家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以及宜

信公司共同研究完成的。 

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

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老师致辞，大家欢迎！ 

李扬： 

尊敬的唐总，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非常

高兴在我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迎来各位讨论问题。 

我最近一两年来参加了很多的会议，会议主题非常

集中，一个是风险，另一个是金融科技。现在看起来风

险和金融科技在背后也是互相牵连的，很多的金融风险

是由于金融科技推行不当、出现问题而引发的。尽管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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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很多，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得非常透彻，还需要不断地探讨。我感

觉相关的金融监管当局对这个事情也没有完全想清楚，所以还是需要具有丰富

经验的业界、学术界共同展开探讨。我们今天这个会就是努力之一，刚刚我和

唐总聊了一会儿，受益颇多，有一个共识就是确实需要我们各界同心勠力、共

克时艰。 

金融科技现在讨论得很多了，之前我们用得比较多的是互联网金融，现在

也有很多企业用互联网金融来命名，但互联网金融是比较明确的被监管当局列

入整顿的领域。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在逐渐转换概念，觉得互联网金融还不

能够准确概括这类事，数字化普惠金融可能更适合它的特征。数字化指的是它

的技术方面，普惠是指它的制度方面。所以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是“金融科技

视角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包含普惠金融的问题，也包含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问题。 

金融科技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题目，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经济金融发展到今天，要想更上一层楼，必须有科技优势，传统的

那套东西已经不足以提高我们的效率，已经很难应对当前的发展。 

第二，中国现在面临越来越剧烈的国际竞争，只能在这个领域中杀出一条

路来，使我们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过去这些年来不管我们走了多少弯

路，我们还是在金融科技这个领域做出了非常多的尝试，有一些在国际上走在

前列，有一些道路走得比较曲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形成了一些具有

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企业。 

从这几个方面考虑，金融科技特别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我们要通过很好的

研究，避免前段时间互联网金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好，都知道应该推进，但

是各方面制度没跟上，监管也没跟上，以至于到今天成了互联网金融困局。我

们一定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局面，不要再走互联网金融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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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上到下大家都统一为金融科技，这个统一是符合道理的，很清楚地

指出了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业的本质特征。我觉得有两个要点需要把握：第一

个要点是我们一定要区分清楚哪些是技术；第二个要点是这样一些技术怎样去

服务金融。这样一些技术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能够做

什么，我们需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说实话，我对一些说法比如区块链，颇抱有谨慎的态度。总的印象是区块

链这个东西炒得很厉害，好像也很先进，但迄今为止真正用的就是造币，但它

肯定不是货币，现在各界都已经确认它不是货币，就是造了一种用现有的货币

加以媒介、刻画、交易，且以新的形式存在的金融资产。值此金融泡沫越来越

大的时候，用技术造一些我们不熟悉的新的泡沫，显然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因此，我们要好好讨论清楚它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它能干什么、不能

干什么这个问题。 

我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金融科技的有好几个队伍，我跟队伍的研

究人员经常交流，获益颇多。我们大概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是大数据。过去我们用的数据是很有限的，都是一些结构化的

数据，而且结构化的数据我们并不能够全部使用。我印象特别深，当年刘明康

做银监会主席的时候说监管没数据，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因为没有数据，只能

根据传统的几张报表，小微企业也没有报表，所以他说应当去看小微企业的水

表、电表、气表，用这几个表来替代传统的财务报表。其实这就是一个思路，

你要设法寻找到能够刻画、追踪服务对象的数据。那个时候应当说条件不具备，

现在大数据、物联网这些东西发展起来之后，数据扑面而来。所以数据的采集、

分类和使用是应该做的一件事。 

但是数据要数字化，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现在虽然也有些数据，

但是这些数据没有被数字化，特别是没有被非常有效地组织起来，还是垃圾数

据。我有过经验，我在社科院曾经主管过我们的数字化，我当时提出数字社科



 
 

4
 

院，就是要把原有的以文字方式记载的东西数字化，一定要挖掘出新的使用数

据的渠道。当时文学所做了一件事，为了纪念曹雪芹，他们花了一些功夫，把

所有研究《红楼梦》的著作重新索引了一下，按照主题词重新编了一下，研究

曹雪芹从此迈上了一个大台阶。现在我们的数据库穷尽了所有的书，把所有的

主题词收集起来，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研究曹雪芹，面貌完全不同，路子都

不一样了。我在管这个事情的期间，有一天报纸上有一条非常小的消息，说美

国已经完成了对过去所有文献的数字化，这个大概是2012、2013年的事，这样

才能够提高管理效率。我们过去大量的文献资料是没法用的，或者没法用现代

手段去处理，还是老一套的治学方法。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基础设施被大家忽

略了，大数据其实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第二个方面是人工智能。习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对人工智能强调很多，

现在有关部门也在这方面投入重金，我们实验室也想承接一个国家的项目，正

在讨论之中。人工智能是基于大数据，基于各种算法、算力。人工智能要在数

据、算法、算力上花功夫。基于人工智能，我们可以延伸出很多东西，客户管

理、信用评估、风险管理等等才可以做到和过去不同。所以我们现在推进人工

智能，特别是金融界推进人工智能要有方向，我们在金融科技的旗帜下引入人

工智能需要做什么，要向哪个方向发展，解决金融中的哪些问题，这些都需要

研究清楚。 

第三个方面是互联网，包括移动通讯技术、移动终端、物联网。这样几个

东西如果都发展起来的话，就可以达到物物金融、人人金融这样一种状态。货

币金融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社会做不到跟踪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的物，所

以我们用一个中介去间接联系他们。如果我们通过现在的技术，使得他们都能

够呈现、能够连接，通过人工智能这样一些技术就完全可以算得出来应该向哪

个方向流动，应该形成什么结构，应该发展什么，不应该发展什么，就可以做

到这个程度。这样我们整个社会会节约非常大的流通成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讲到的纯粹流通费用大概占整个GDP的7%到8%，完全是虚废的，非常遗憾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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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金融部门就是这个虚废部门，因为现在不可能直接去调度，只好通过金融货

币部门间接做到这一点。如果互联了，如果人人金融、物物金融的话，7%到8%

的纯粹流通费用是可以节约下来的，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方向。 

第四个方面是分布式技术，包括我们的区块链。它可能有无穷多的应用领

域，我们还是要扣住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补短板是最重要的，关注我们如何

用新技术去解决短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这里一下子找到了一个链接点。因

为实体经济是互相链接的，生产、流通、消费也是链接的，我们通过一个链接

的技术和它无缝对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容易落到实处。 

第五个方面是安全技术。还是扣到金融和实体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上，

要安全第一。通过这一轮十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经济体制设

置好了，它其实是可以自己发展的。这十年来，我们看到全世界到处冒烟，其

实经济增长比起过去几十年并不差，但是安全不断出问题，风险不断积累。在

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利益受损，一些人获得更多的利益，社会变得不安定。这

些年来物质财富的创造总体来说肯定没少，而是分配出了问题，社会动荡，大

家都不满意。我们要通过新的技术设法把这些问题消弭在没有发生的阶段。 

总之，我们现在谈金融科技应当是比较具体了。回过头来确实要想一想我

们金融缺什么，现在的技术能够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这样才能很好地结合。

人民银行提出的数字普惠金融是很精当的，数字刻画了它的技术方面，普惠说

到金融的短板，就是广大的普罗大众并没有获得足够、有效的金融服务，这是

我们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我们条条道路都是通向普惠的，反过来说，如果没

有金融科技的发展和支持，普惠其实是做不下去的，面临着成本、进入、可获

得、接入等等问题，必须通过金融科技有效降低成本、降低门槛，才能真正做

到普惠。谢谢各位！ 

主持人 李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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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李老师，刚才李老师对金融科技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的作用

有非常高的期待，李老师也从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分布式技术和安全

技术五个方面为未来金融科技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