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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互联网金融行业分析与评估（2016~2017）》

金融蓝皮书发布会  

汪路： 

我觉得这门书是从去年就开始编了，要说他们这

个团队肯定当时是小一点，也有把这个互联网的平台，

每年的政策情况，都有统计了。显然今年有升级了。去

年我来的时候也讲到了一个，讲到这个互联网金融的风

险。怎么发展基础设施？征信业，怎么为它服务？当时

没有很好的建议，实在是没有。对于我们自己是否能够

很快的进步，对于这个发展，其实没有多少想法和信心。

我们现在主要的想法，可能是想要靠市场的力量，靠互

联网。我们依靠自身的努力，怎么促进传统金融和互联

网金融，实际上是两个金融，它不是分开的。现在的人

大致都知道，金融机构都在利用互联网来发展线上的业

务。从那以后，思考我们这个行业，所谓在征信这个行

业的发展。我大概差不多花一年的时间，形成了自己一

个研究报告。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研究报

告 

关于我国的征信业的顶层设计的报告。我们国家

对征信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顶层设计。去年我讲的是，

实际上还没有进一步思考的这个问题，主要向靠市场的

力量，大家边发展边摸索。这一年来我的研究，结合我

自己的经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业界这些专家，也分

享过一些经验。我后面的这个思想比较简单明确，研究

首先要讲讲这个行业到底的定位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

么，然后再谈这些。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在这个方面，

汪路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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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认识是有模糊的，或者受到一些干扰的，就是征信业的发展。为什么？

和我们国家这些年一直在提的，所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大的概念，搅和在一

起，使得征信业本身的定位，它的发展目标是不清晰的。我觉得讲征信业，还

是应该回归到它本来的一个定位，它应该管理的信用就是经济上的信用。经济

上的信用为了防范风险，考虑到信用风险的两个要素，还款意愿以及还款能力，

来发展征信业。这样才是全面的。不仅是所谓发牌照的金融机构，做的信用业

务。其实信用不是哪一个行业，哪一个机构可以垄断的。因为我们讲的市场经

济就是信用经济。各类主体，都有信用活动。有金融的信用，有商务的信用，

还有民借信用。这些信用，要发展的征信业，应该支持它们整个信用市场的全

面发展。现在我们离这个目标差距还是很大的。这是其中一点。 

下一点就是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主要问题？讲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问

题，我觉得是垄断和野蛮生长，或者说过度竞争并存的一个情况。垄断这个社

会都知道，剩下的是征信业我们这个机构。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机构，做的事，

做到一个很大的成绩影响，公信力也建立了起来。但是实际上它也是形成了一

个垄断。在我们国家征信业这个体制当中，你讲它是一个古怪的机构也好，形

成了一个垄断的一个定位。但是同时这些新兴的金融业态，包括以互联网为代

表，融资租赁，各种金融机构也在快速的发展。关键它有这个需求，但是我们

服务是很不到位，市场资产自然就会发展，然后借助发展。去年人民银行在条

例批了行政许可发牌照。这个基础上要整合发牌照，给了8 家所谓准备期，不

是牌照没有发，也不是运营牌照，只是让它有半年的准备期来审批。但是4个半

年过去了，人民银行不知道怎么发。它们借助准备的过程，等于它拿到了一个

运营牌照，它们自己在市场上就这样宣传，也在市场的需求和资本的推动，来

快速的发展。但是发展有一个过度竞争过度发展的形式在里面，与这个行业的

特点，垄断显然不行，过度竞争也不行，不利于这个行业做强做大。 

征信业我最希望加的一个通俗的定义。我们这些人也好，或者说各企业主

体也好。它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体系，把它在各行各业的交易记录，信用记录。

要整合到一个平台一个数据库里面去。然后才能出比较权威的，比较全面地发

现信息情况的一个报告，提供一个比较高效的一个报告。垄断和过度竞争并行

的这么一个现状，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牌照的问题。面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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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互联网这样一个行业对于征信的需求，是十分旺盛的，但是。这种服务差

得很远，就我们这个机构坦率的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行业虽然来说有公信力，

但是这是这个行业该做的事情。无论是从信息采集的这一端，还是产品服务的

这一端，80%以上的工作还没做，市场空间非常大。我在人民银行下面这个金融

机构，我在征信业是干得最久的一名员工，这么多年的体验，我是觉得应该写

给行长一个建议，这个牌照，首先应该把这个行业区分一下，基础征信业和一

般的征信服务。基础征信，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全面的，合法的，搜集企业和

个人的各类信用信息。第二，你能提供信用报告和信用凭证为主的，基础证券

服务产品。对于基础征信业实行特许经营，特许经营应该怎么发，别人都不发，

只有征信中心垄断，不行。但也不能多发。在目前的条件下，我的意见是，就

发一张，就发一张市场化的特许经营牌照，同时启动征信中心的体制改革，形

成我们国家的两大基础征信服务机构，能够开展适当的，健康的竞争。有利于

这个行业的做强做大。当然还可以有其它的一些，剩下的这些不发牌照已经不

要紧了。其它的在一些地方做一个产品也好，不发牌照也可以，你发就发一个

不一样的牌照，一般的牌照就可以了。核心的思想就这个。研究当中，我也征

求了很多专家的意见，还是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支持。后来我也找了几个行领导，

也跟他们谈了。 

现在市场有权的，一些有权的说了一些行领导的想法，好像跟我的思想比

较靠近了。现在有8家申请，不可能发给你任何一家。但是央行可以提出透明的

条件标准，以及程序，说准备发一张市场化的牌照，但是主要认可一个专业的

团队。我发给你之后你做起来了，我们就正式发给你这个牌照。同时也搞这个

体制改革。这样我认为是一个目前阶段中国征信业的一个顶层的设计。在人民

银行内部我们可能都知道了，最近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供给，有一个重大的改

革，在做央行内部评级，也是一个挺大的事情。过去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这个贷

款金融期货代换是纯信用的，没有抵押给的，现在都要求有抵押给的。外汇债

款正常趋势已经减缓下来了。要恢复再贷款的主渠道，但是搬出的改革就是要

搞央行的内部评级。为了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拿到再贷款的时候，能够提供一

个合格的抵押品，把它的优质信贷资产拿来。它的意义和可行性我就先不展开

了。这个建议我觉得还是标准我们国家征信业的主要问题。能够调动各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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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在发行特许经营牌照，这个可行性。我是围绕着参照性来说，无论从

美国征信业的现状，是可参照的，还是说从我们国家，当然我们国家的征信业

是没有现成的参照。但是可以参照，电信业的管理体制。 

电信业，它实际上就分基础电信服务业，和一般电信服务业。基础电信服

务机构，经过整合之后就3家，移动联通电信。今年5月份刚发第四张，特许经

营的基础电信服务牌照，发给广电集团。但是它的规模，上万亿的收入规模。

所以它是四家比较合适，适度的健康竞争，你不可想象是一家，太多也不行。

如果将来人民银行采用我这个思想，如果经过一二十年或者二三四十年的发展，

你觉得基础征信两家服务机构竞争还不够激烈，还不够充分的话，到时候市场

容量大的话，还可以发第三张牌照是比较合适的。 

征信业特许经营，加一个牌照，是要有3个特质的。一个是独立性，按照

行业的惯例和适用性的金融服务，一定要分开。因为金融它是市场基础设施，

这样一个性质。它不能由哪一家在搞授信服务的机构，来掌控这么一个基础服

务的这样一个机构，这样的话就利益冲突了。实际上现在这8家里面，也在分享

这个牌照。我估计央行接近以下共识，这个牌照是不可能发的。如果央行要发

牌照的话，部分商业银行的行长来给银行提个问题，它就回答不了。我要是一

个征信机构，你给我批一下行不行？从一开始我们就调研清楚了，现在是不能

这样干的。第二个性质就是公众性。我建议新发这样牌照的机构，更市场化，

就不要搞国有的了。人民银行启动征信机制改革以后，从中短期来看，它必然

是一个国有控股的国有企业。那么新发的这张牌照更市场化，同时也不能是以

一个民营企业家作为大股东来掌控它的形式，这样也不合适。但是你作为一个

股东参与也是欢迎的。凡是有利于中国征信业发展都应该欢迎，大家共同一道

来实行这么一张特许经营牌照。工作下来，它也可以作为上市公司。这个属于

基础服务机构，不能由一个私人老板来掌控。第三，它一定要有它的公信力，

才能做出来。公信力就是说你要发行一张特许经营牌照，将来自己在金融服务

中能够树立起来，不仅有好的参照性，法律上也没有障碍。 

那么返回来看我们央行自身，一些领导谈到这样一些想法以后。还是受到

高度肯定的。我们探讨这个话题。人民银行要是在这个层面上达到共识的话，

要解决两个思想认识问题。一个就是市场的问题。征信服务是不是公共产品？



 
 

5
 

或者说在我们国家的现阶段，在现有的条件下，适不适合把它划为公共产品？

现在央行内部，这个认识是分歧的。很多人认为这个征信服务就是央行的一部

分，那么央行提供的就是公共产品，也不需要搞改革，甚至可以倒退。这个显

然是不成的。征信的本质，是为经济意义上的信用来服务。商业银行全都市场

化改革了，这个基础设施只是为商业银行控制风险来提供一个助手服务。它不

该是公共产品。第二个是写在条例里面的，把我们的机构的数据库，套上了高

大上的名字，叫做金融基础信息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也不应该是成为改革的障

碍，就是征信中心进行改革的一个障碍。我预料到如果人民银行，这些东西改

革也提到了很多年，但是一下子还没有真正推动到进程上，也是因为一些阻力，

肯定有一些人会拿它说事。但是仔细分析下来，它不是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人

民银行内部也算是比较敏感的。我也算是一个资深的员工了。所以纯粹从个人

研究的角度。跟在座的这么多专家分享一下。谢谢。 

 

主持人： 

汪路所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互联网金融，对中国的金融这几

年提出的一个挑战。一个挑战，是打通金融各业之间的联系，把金融原来条条

监管的状态给打破了。所以提出了中国金融之后的监管制度建设，该怎么办？

第二个提出这套信息的问题。我们早些年对信息不太重视。那么随着互联网的

上来，信息问题越来越重要，可以这么说，人们做物流，资金流。而信息是什

么。谁拥有了信息高地。谁就拥有了市场高地，不仅在一个国家是如此，在世

界上更是如此。所以拥有信息是很关键的。那么所谓大数据，实际上就是信息

的事。当然信息的情况也非常复杂，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细讲的。那么互

联网和信息结合起来，它就是一个双刃剑。它提高效率，是因为它信息集中。

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大的风险。一旦信息被你的对手方知道，可能你的优势尽

失。所以现代战争打的也是信息战，同样现在市场竞争打的也是信息战。那么

这里面可延伸的东西太多就不细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