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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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颖： 

金融科技这个词是越做越热，衣服脱掉了脸还是红

的。前面杨主任提到金融科技是多视角探讨，从不同视

角探讨金融科技，我想给大家换一个视角，我刚才讲到

坐在那里越来越热是一种感觉。我把所有的我对金融科

技一系列感觉把它提升到一种思考与大家进行分享。有

可能在分享过程当中可能会落地到金融科技或者是科技

在金融领域某一个具体领域，包括刚才提到开放银行，

也可能讲到经济治理，也可能讲到区块链，你会发现是

从不同视角切入。为了使整个碎片化发源有一个逻辑

性，主渠道还是感受分享。 

我看到这个影片非常有感触，不知道在座各位是否

看过《匿名者》这里面ABCD所有的技术，但凡现在可以

想像都在这个影片当中反映出来。这个影片当中第一个

是万物连一起，用眼睛作为识别，所有的信息大家都是

透明的，也是完全信息情况下，大家在交换各种信息。

这里面不同主人公有不同台词，这个台词落在金融科技

当中有很多感受是一致的。 

我整个发言顺着这样的路径走，从边界标准与协

调。预期节奏与引导科技制度与人才，竞争合作与生

态，创新包容与启迪，这五个感受跟大家做思考和分

享。 

马颖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金

融科技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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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到ABCD，我拓展到ABCDEFG。最大一个感受是关于边界标准与协调，

我很多场合下都会谈到对科技态度，金融科技更多是讲科技与金融高度融合，

这个时候可能更多一个人对于科技态度，会看到他在应用金融领域当中偏好，

我对科技态度我是敬畏科技，拥抱科技，坚持一点是应用的时候一定要驾驭科

技。基于这个态度想探讨一下金融科技给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边界标准与协

调。边界我想表明两个含义，第一个是科技发展是没有边界的，不在金融领域

当中我们可以想像，或者是想像不到的科技，你可以发挥任何想像力，这个空

间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没有边界可以去限制一个科技发展。但是金融是一个

受监管行业，当你科技应用到金融领域当中，他一定会受到相应的制约。所以

讲到金融科技实际上是有边界的，这是第一个边界。 

大家看到整个技术在金融推进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

带来会看到很多清晰边界模糊掉了。我们用最简单例子，我们常看到关于银行

体系支付，我前面看到从整个金融科技投资领域，可以看到这两年集中在借

贷，支付，财富管理，整个看下来支付是金融科技当中比较有代表性落地领

域，所以这里面用支付这一块看一下，科技在支付过程当中，特别是银行发展

过程当中，到底带来什么变化，它的边界又是怎么样被新的融合以后，是怎么

样模糊掉的。 

实际上85年的时候是银行卡的开启时代，那时候是用POS机，到现在为止常

用智能手机，二维码等等，这些都会看到一个技术带来支付领域或者是C端感受

进程。从支付方式上来讲，最开始的时候是用POS机刷卡支付，现在可穿戴，身

体支付，比特币支付，这个又打一个双引号，前期是有，现在法律禁止了，但

是并不表示科技在支付领域当中，毕竟是亮过相，这里面提到一下，银行原来

是银行卡，授权方式是密码，到后面除了有手机二维码，人脸，声纹，授权方

式除了密码有指纹，视网膜，虹膜，整个科技在推动支付科技发展。带来很多

变化，特别是C端感受只是更快更便捷，因为这个变化非常快，所以我们从个体

消费者进行感受。但是从整个支付角度来讲，是支付清算体系。所以看一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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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支付清算体系当中，前面讲到这些感受无外乎是前台部分也是最开始部分，

后面还有清算、结算，我们感到业务变化的时候，仅仅是前端支付这一块，但

是后端的清算，结算，因为前端一系列变化肯定带来一些边界上模糊。支付领

域当中，支付这一块只是交易一小部分而已，整个支付不仅仅有狭义支付，有

清算，有结算，我们看一下大家都在用二维码扫条码，但是当你扫的时候，在

那个当下有没有条码标准出现，你扫的时候，是不是告诉过你，二维码里面含

有很多不安全因素。在当下的时候你并没有感觉到安全风险在那里，你感觉到

是很快，很方便。随着时间发现你会发现，里面不仅仅有了资金安全，还有信

息安全，数据安全，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如果当时有一个二维码标准出现，可能

有一些风险会控制更好，我们看到二维码标准出现，包括前面提到声纹，虹膜

等等。但是我们看到真正声纹识别标准也不过刚刚才出现。 

我想说的是刷脸，可穿戴，生物识别，整个一系列的技术发展，但是真正

有标准的是在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要有标准出现，业务的角度来讲，业务边

境模糊的时候，人们意识到风险聚集，涉及资金安全，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的

时候，你毫无疑问想到标准在什么地方。另外一个角度，我想跟大家共同分

享，一个新技术不管多绚多高超，你首先想到应用的时候，可能标准要同步，

或者说紧跟其后，可能更有利于安全底线划分。特别是支付，我们讲无支付不

金融，所以可能更多讲一下，在支付这个行业大家常讲创新安全平衡，我看来

在金融支付这个领域当中，是只有底线，因为有安全底线，所以想到就是一定

要有界定边界时候相应标准，这个标准可能是制度标准，技术标准，这是第一

个感受做分享。 

协调，为什么协调，这里碎片化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跨境支付的时候，跨

境支付前一段时间说有区块链运用到跨境支付，这是一个新技术创新，我们看

这一块的时候，当然从另外一个跨境支付角度来讲，技术也可以同时做到成本

比较低，实时也是可以，但是为什么不能实时，更主要是大家执行不同标准，

不同监管标准措施内，各国共用通讯标准不同。所以会带来一些延时，我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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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角度来讲，如果在标准上，如果有协调，是不是会带来一个技术更方便的

应用。这里面也提到了，前两天刚好到新加坡参加金融科技节，这里面提到日

本央行在标准协调上面所做的努力。日本央行和香港、欧盟、加拿大、新加坡

联合建立项目。也是从公共部门角度，希望支付更快更安全。 

接下来讲第二个感受，一起来探讨一下预期节奏与引导，实际上预期提到

有两个，一个是技术成熟预期，另外一个是技术成熟落地以后制度的预期。我

们也看到了在整个技术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对技术都有一个非常高的预期，技

术的角度只要一个参数可能会解决当前很多痛点问题或者是困点问题，但是落

地却不能成功，为什么？还是要有一个节奏问题。这里面我想看一下，比如说

我们移动支付，从中国移动支付角度来讲，应该说是我们比较引以为豪金融科

技在支付领域当中应用。这个应用过程当中有一个数据记载，2018年平均每天

移动支付量大概有10亿，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体量。在这个体量当中我们提

到，如果这种移动支付为什么走不出去。比如说在欧洲前面专家已经提到了，

GDPR一出来很多的移动支付这一块就没有办法去拓展，我也在想当你预期高于

节奏的时候，很多的你想实现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前面一段时间跟大家做了一个探讨，比如说断直连、备付金的时候，你有

很大压力，但是你会发现市场很聪明，线上C端争夺转移到线下B端，市场很有

智慧，很快就可以找到他所能够找到的点。监管也是非常有智慧，马上也会意

识到聚合支付当中带来风险，他的点也会在靠近风险控制点。还有刚才提到开

放银行，讲到开放银行提到数据共享，数据传输共享是需要客户授权，授权过

程当中我们看到他的有利一面和不利一面，有利一面更好技术客户服务，不利

一面带来数据风险。监管有没有看到这个风险，而且我们看到数据除了是用于

传输以外，还用到了财富管理，从监管角度看到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去采取措

施，因为更关注是客户当下选择，他把精力放到怎么样帮助客户保护他的数据

信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预期会很高，但是落地的时候一定

是有一个节奏，这个节奏谁来引导，是政府引导还是市场引导，可能这个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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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金融科技已经是生态了。这个生态当中是各种利益相关

者一个驱动，最后一定是各种利益相关者在博弈过程当中达到的均衡，这个均

衡可能是需要一个有效引导。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其他场合也提到，实际上

我们学者更多有一个义务，就是如何在这个节奏过程当中适当建言献策，什么

是能够做的，什么是暂时不能做的，什么是先为什么是后为。这一块第二个感

受，预期、节奏与引导。这个引导一定是有效引导。 

大家一直讲技术成熟曲线，这是2016-2018年曲线拿过来，大家看到耳熟能

详的技术都有一个反应。这个耳熟能详技术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技术

并没有太成熟，但是已经被给予放到应用层面，我觉得这个节奏是有一点快

了，还是说因为有风险偏好问题，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快了一些。在推这个过程

的时候，因为大家看到成熟度落地是有一个预期，谁把握预期越准确，可能最

终的受益者就是这个利益方。我们讲跨境支付的时候，前面提到了区块链运用

到支付过程当中，我也有一些疑惑，也可以请教一下杨主任，到底是云计算在

支撑还是真正区块链技术在完成这个跨境支付实时性，怎么来界定，这个节奏

怎么来掌握。我们看到高速快捷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另外一些风险，大家谈到

跨境的时候，一方面希望是快速实时成本低廉，另外一方面一定会含有反洗钱

这样一些风险在里面，这个我想更多是来探讨一下预期、节奏、引导，这个引

导我个人更觉得是一种技术成熟落地和制度保证技术落地过程当中一种均衡，

这个引导不是哪一个生态个体引导，一定是在不断博弈均衡过程当中形成的。

而且这种博弈一定是暂时博弈，市场总会发现他想要的，而监管总会能够发现

保证安全一面。 

第三块实际上很多嘉宾提到过，我做了一个提升，从科技制度人才形成的

生态角度来探讨一下，还是刚才观点延续，任何一个新的科技在没有成熟落地

的时候，它是需要制度把它的安全性做一个保障。落地有推进过程科技一定是

需要制度的不断完善或者是倒逼变迁。这里面更起作用是人才，技术是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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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好坏，制度实际上更多还带有人才在里面一个偏好性。所以我觉得科技制

度和人才是构成金融科技生态圈一个三要素。 

延伸一下，E大家看到一定是教育，F和G是金融科技和学习，这三个结合起

来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们讲始于需求，科技推动，制度保障，功在引导，重在

人才，人才是生态圈核心。现在生态过程当中更多是竞争合作。 

第五个是前两天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的时候，MAS局长对生态构建做了演

讲，这里面提到创新、包容、启迪之间关系。主要介绍新加坡现在在做什么，

怎么做，其中第一个是把人放在第一位。第二提到身份认证，新加坡在身份认

证过程当中更多是了解客户，个人方面新加坡已经迈出第一步。他有国家的数

字身份认证，还有相应的数字服务。还提到相应支付，支付这一块提到了24小

时7天实时资金转移支付基础设施。提到了用手机号和ID可以进行指令，同时还

提到统一销售终端，出现全球第一个多种支付方案标准化二维码。这个二维码

了解的朋友最近一些信息当中可以看到。还有是区块链应用，区块链应用过程

当中提到UB项目，UB项目去年的时候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实现了支付分布式金

额结算。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它今年有两个项目，简单做一下介绍。 

从数据治理角度来讲，一直和业界进行合作，也形成希望利用人工智能和

数据方面进行公平，有道德的问责性和透明度有专长的数据使用。还有就是整

个的应用性研究投入，以及平台的创新，实际上后面我们觉得金融科技是一种

充满认同的企业精神。从各个角度提升到最后，可能是让人变成更好的人，让

科技制度最终为人服务，更多体现是创新、包容、启迪。 

大会最后一天有一个关于央行的数字货币分享，这个分享过程实际上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和杨主任也有一个文章，受到杨主任文章启发，从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来数字货币这一块，他的发言主要是聚集三个关键领域，

货币性质变化、央行作用以及如何让汇率风险降低。其中也提到了鼓励发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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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数字货币，但是对发行数字货币的风险，对金融稳定有不确定性，这个他也

是非常肯定。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