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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华：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过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

每天看很多报告，自己也发了很多报告，但是在金

融科技行业之中好报告并不多见，杨涛老师做的报

告是质量非常好的，对金融科技业务的研究非常细

致，而且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其中第二个层面提

出的意见，关于这几年金融科技发展面临的问题和

障碍，探讨地非常详细。我来谈一下对于当今金融

科技发展的一些看法，金融防范风险关键词是 “三

大攻坚战”之中称之为第一大攻坚战的“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所以我谈一点关于风险防范的看法。

分三个简单的部分，第一个我想谈一下金融科技发

展的价值；第二个层面我想谈一下科技怎么防范金

融风险；第三，对于未来趋势的简单看法。 

    第一个层面，如今国内金融科技发展是以支付

作为驱动，或者说以支付作为最开始的切入点。在

这个基础上，经过这几年时间的发展，一方面是本

身覆盖的人群、场景不断增多；另一方面是得以再

延伸出来一些其他的服务。移动支付作为最主要的

组成部分，国内的发展状况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我

想可以从两个角度上来讲，第一个角度上是它的覆

盖面，或者说覆盖的用户数，在国内有移动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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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可能达到 60%以上；第二个角度是交易的深度，在国内移动支付的场景里面，

使用移动支付的渗透率可能达到 40%以上，覆盖地区达到 60%以上，场景渗透率

相对于很多国家都要高得多，比美国也高。所以说它的发展非常充分，取得了

一些成就，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过去几年时间里面，中国的金融监管还

是很包容、很宽松的；二是跟中国在金融服务中存在的供给不足、漏洞和普及

度都有很大关系，新一代技术产生的时候，很容易针对过去的不足，产生后发

优势。为什么在美国没有呢？美国的金融服务实在是太成熟太发达了，所以接

受使用手机支付的金融服务不习惯，用惯信用卡支付后很难习惯接受移动支付，

这是习惯的问题。恰恰中国缺乏支付方式，本身是一片空地，这样情况下新技

术的服务方式可以获得快速发展。移动支付服务的广度和深度降低了交易成本，

这是它存在的价值。这些得益于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如今可以用一个

非常便捷的移动支付账户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摆脱了对人，以及对物理网点

的依赖。过去中国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覆盖了两亿信用卡用户，但是随着金

融科技的发展，现在的消费金融领域中没有信用卡，而在移动设备端上，包括

花呗、借呗，远远超过过去信用卡覆盖的广度，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术快速

发展。现在的金融科技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平台，平台的典型特点是具有非常强

的规模效应，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第二个层面上来说，金融科技改变了过去的风险控制方式。过去传统的金

融风险控制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和个人来说形成了很大制约，这

是为什么过去很长时间内小微企业难以存活的关键原因。对这些企业来说，没

有充分、便利的抵押品来获得信贷服务，所以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阿里小额贷

款从淘宝的场景出发，试图摆脱对质押品的依赖，用速度化方式创造风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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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过去电商环境下进行的尝试，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目前为止，在淘宝

天猫的场景里面，服务了大概数百万商家，累计放贷几千亿。在这种场景下还

有一个关键环节，即能不能在有效服务企业的同时做好风控。在过去大概七八

年时间内，贷款坏账率不足 3%，这是一个动态控制过程。对于风险的坏账容忍

率低一点，放的就少一点；容忍率高一点，放得就多一点，这是完全可以做到

的，坏账率可以控制到非常低的程度。 

    我简单解释一下数字化风控模型的方式。第一，它并不排斥传统的信用授

权、信贷授权。第二，加入关联数据，包括电商的很多交易数据，通过深度学

习技术，找到风险之间的关联度。通过新打造出来的模型和传统模型进行结合，

这在电商场景下是十分有效的。关于第二点，问题是能不能超出整个电商的环

境、超出阿里的控制场景线下使用。其实网商银行获批后，它的主要探索就是

在线下场景能不能复制这套风控模式。对数据化的风控来说，核心是要有相应

数据。在整个实体经济当中，越是大企业的数据越可以运用。对于小微企业来

说，薄弱环节在于账户、财务系统不健全，很多企业没有一套系统，到目前为

止在这个领域里面没有看到太多的金融科技企业。一套信息化解决方案，除了

提供基本支付服务以外，还包括提供营销服务、商家服务和客户保证服务，包

括后台的存款品类。现在我们已经在慢慢解决这些问题，目前为止，国家网商

银行内部已经覆盖的线下商家规模为 500万，累计提供贷款达到约七、八千亿，

余额一千多亿，线下风险控制要求比较高，不良率控制在 1%。现在数字经济的

发展，从零售业开始一直到制造行业，整个商业数据化在快速推进，企业信息

化发展非常快，而且从 AI 层面来看形成高度共识，到那个时候用完全数据化方

式进行风险控制是非常可能的。今年从阿里的角度来说，从商业领域进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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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新零售”，即线上线下一体化，从前端获客到店铺无人管理，到背后存

货等等，从而完全实现数据化管理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嵌入信贷系统来做风控，

完全不是问题。我想在两三年之内，整个零售行业完全实现数据化，是非常可

能的。我自己的判断是在未来十几年之内这个模式可以进行复制，这是显而易

见的事情。 

从第三个层面，金融科技本质是金融，所以它遵循金融行业原有逻辑和本质。

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以本质问题来概括，认为这个行业的所有特征，以及管

理方式都应当运用原来的一套方式，我认为不能这么去想。就像说一个 60 万年

前的古人类还是人类，现在的人类还是人类，道理是一样的。今天很多的金融

服务，特别是在面向 C端的服务，已经深深卡住了每一个场景的人群。所以把风

控从场景中独立出来，这是一种专业的金融管理事项，这种金融服务本身就应

当在场景当中提供风控，就应当在整个的场景当中进行实现。今天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现在也在B端进行交易，所以未来是否所有的金融服务都可以像几百年

前，金融从贸易当中，在独立场景下，或者在独立的行业提供服务。我对这件

事情是有感触的，但我认同做这样的金融服务应当要取得牌照，也很可能是在

场景当中产生的。另外它所产生服务方式的变化和技术本身的变化，很有可能

也会引起成本方面的大变化。刚才提到，我们可以看到在银行体系内有很多呼

叫中心，呼叫中心大概有几万人。我的看法是这些 90%以上的呼叫中心都没有存

在必要。在支付宝那边，我认为按照现在的交易体量，过去的客服数量没有一

万人次是无法提供服务的，但是今天我们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技术，大概 95%

到 98%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机器人替代，所以大概 200 人就可以完成。今天对于

消费金融和小微金融服务，在蚂蚁金服体系下，全部加起来大概 500人完成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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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亿，原因是通过技术化的风控模式和作业方式突破了过去人工服务边界，

今天很有可能通过这种自动化风控系统，大概 3、4个人就能完成过去 3000人完

成的工作，这是技术为我们带来的变化。 

最后一个层面，金融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风险和挑战，主要是

指一些伪劣的互联网金融或者金融科技，这些本身并不是真正的创新，而是需

要去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伪劣的互联网金融或者金融科技，可以用科技能力

进行风险防范和区分。现在很多金融科技企业已经开发出了这个系统，正在和

一些地方政府金融办进行合作,尽快对这些伪劣互联网金融进行打击，防范风险

问题。 

    第二个是由于金融科技作业很多都是在线上完成，依赖技术，这个时候我

们会发现围绕着互联网产生了非常长的欺诈链条，对互联网产业发展造成严重

的威胁。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靠技术的发展，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对于欺诈风险用传统手段进行防范和识别是不够的，还要用新的科技方式进行。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大家担忧会不会产生技术风险，尤其是网络安全的问题，

数据保护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不仅有建立这方面规则的能力，在技术手段上也

可以解决一些难题，比如说对于数据安全和数据共享的问题，可以采用类似多

方安全计算的技术，这些数据共享当中的技术都是可以探讨的。 

在金融科技领域内，应用层面的探索和创新也是非常多的，很多原创性的原

发性的创新还是存在的。未来，需要中国的金融科技行业，不只是指互联网机

构，包括银行、证券等等这些机构共同在这个领域内去探索。我们需要掌握金

融科技底层的核心技术，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新模式。我们已经在云计算

层面做了一些探索，但我想还有更多的技术值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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