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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改变金融的趋势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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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背景:由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

院联合主办的“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 2017 北京年会”于 8 月 19

日举行。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

剑峰演讲。他表示，随着监管加强，互联网企业特别是以前没有互

联网技术基础的那些非金融企业，会迅速的从金融行业中消失掉，

从这点来看，它肯定是严冬。但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改

变我们经济运行技术结构的东西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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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演讲实录 

殷剑峰：互联网金融这个东西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名词，

在国外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名词。对于所谓的互联网金融，我看有

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来改造金融业，还有一种

理解是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行业，事实上我们今天讲的互联网金融

在相当程度上是这个层面的含义。 

这种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行业又包括两种，一种是原先的互联

网企业进入了金融行业，还有一种原先既不是金融行业的非金融企

业，利用互联网进入了金融行业，无论哪种，它的本质都是一样

的，非金融企业通过互联网进入金融行业，这个是中国互联网金融

的实质。 

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发展非常快，有三个基本的基

本的背景。 

第一个背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

金融发展理念。我们知道全球危机之后，欧美国家都在实施非常严

格的金融监管，美国出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把欧美银行得弄没有

办法活下去，危机之后欧美银行业都在裁减人员，只有两个部门人

员是在不断增长的，第一个是催债的部门，第二个是应付监管的合

规部门。 

监管已经给欧美银行业造成非常大的经营压力，现在有呼声说

特朗普要把这个法案取消。危机之后中国截然相反，2009 年包括今

天参加这个论坛的一些人，包括我本人曾经也说过这么一句话，美

国发生次贷危机是因为美国创新过度，中国恰恰相反，中国是金融

创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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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之后，中国金融发展的思路就是要推动金融创新，我们

看到 2009 年之后有小贷公司、各种融资租赁、村镇银行，各种类型

的新的金融业态的出现，特别是在 2012 年之后，P2P 这些所谓的互

联网金融。在这种背景下造成什么结果，造成的是我们中国与其他

国家在金融发展方面一些关键指标截然不同的变化，比方美国的去

杠杆，美国金融部门的去杠杆。中国正好相反，中国在加杠杆，

2016 年中国金融行业的杠杆率，不包括存款的负债比上 GDP，97%。

这就是盲目推进金融创新导致的结果。 

2015 年、2016 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比 GDP 连续两年超过 8%，

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这个里面金融业增加值还没有把互联网

金融以及很多非金融企业从事的金融业务创造的增加值算进去，如

果算进去我相信在 10%以上。这反映了金融业盲目发展导致的现在

这种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已经不容忽视了。 

在这个背景下，可以形容 2009 年之后一直到去年，用两句话来

形容，第一，全社会都在做金融。第二，全金融行业包括原先的传

统金融行业以及后来的新兴的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全金融行业都

在做银行，大家都在做类信贷业务，P2P 是最典型的，都在做类存

款业务，比方保险中的万能险，它就是类存款，都在做类存款、类

信贷还有支付结算。 

我不是含有贬义的意思，银行的基本功能就是存款贷款和支付

结算，就是所谓的存贷汇，这些新发展的金融业态干的都是这个

事，全金融行业都在干银行。这也没问题，金融行业对外开放，包

括对金融行业之外的非金融企业开放，这是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基

本要求，这是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习总书记特别强调的一点。 

第二个大的背景，金融监管环境，2009 年金融的大发展，与此

相对应金融监管领域，第一有大量的空白，包括互联网金融，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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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涉及到跨行业的金融经营，涉及到银证保期基，几乎所

有的金融领域，金融架构对互联网金融基本上没什么监管。 

第二，金融监管的不均。无论是金融企业也好，非金融企业也

好，你做金融业务无可厚非，市场是配置金融四绝对主导力量，但

是前提条件是国民待遇，我们知道我们要推动对外开放，我们也强

调外资企业进来要国民待遇，而不能超国民待遇。 

但是在过去几年发展中，非金融企业做金融事实上享受的就是

超国民待遇，银行经营非常困难，有很多约束，资本金约束，各方

面约束，存款有存款准备金，全世界最高的存款准备金率，17%，等

于对银行非常高的课税，而非金融企业可以不受存款准备金的约

束，那你的成本当然低了。所以监管的寡和不均实际上是互联网金

融发展的第二个大的背景。 

第三个大的背景是我们整个经济运行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主要两方面，第一个从技术层面来看，互联网、大数据已经深

刻改变了我们经济金融运行的格局，今天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在互

联网上都有一个数字的存在，很多的生产生活方式事实上都在网络

上留下了数字的存在，这个与以往完全不一样。 

在这种背景下，可以说互联网金融企业尤其是原先就做互联网

的这些企业，抓住了很好的机遇，利用互联网，利用大数据，进入

了金融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而传统的金融行业面对互联网时代却

是非常滞后。2010 年麦肯锡公司对美国有个调查，现在是大数据时

代，数据就是你的资本，他调查发现在美国各个行业中，金融行业

的数据资产是最多的，银行、证券、保险数据资产最多，比互联网

企业要多得多，但是金融行业对这些数据的利用非常滞后，我们中

国的金融行业一样，这些大行，工农中建交，几千万上亿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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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数据的积累，这是一笔无可比拟的财富，但是对它的利用几

乎是零。 

这是整个经济运行技术结构的变化。第二个变化是经济运行本

身在供求两侧出现的结构性的变化，从需求侧来看，消费已经取代

了投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从供给侧从产业结

构来看，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主要的动力。而这两个方面

的变化对传统金融行业来说，事实上是传统金融行业不太适应的。 

以银行业为例，银行业这么多年的发展主要就是依靠制造业和

房地产，因为制造业、房地产有抵押品、质押品。但是面对服务业

的崛起，传统的金融业傻眼了，没有抵押品我怎么给你放贷款，这

个银行很难做到。但是互联网企业做到了，前段时间我去安徽，碰

到一个消费金融公司，几十个人，大概资产规模几十个亿，他们就

是发消费信贷。 

现在特别是 90 后屌丝一族，想消费又没钱，他就给他们发消费

信贷，不会超过 1 万块钱，利润率非常高，但是他只有几十个人，

不像银行要养一大批信贷员，就是因为他利用互联网技术，能够捕

捉这些人的消费习惯以及与消费相关的其他生活习惯，所以几十个

人能够做几十个亿的业务，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非常快的互联网金

融企业。 

但是银行，特别传统的银行，在面对这块市场的时候，基本上

是束手无策，银行业发放信贷一定要有信贷员，信贷员如何来应对

一笔贷款不到 1 万块钱、几千块钱、几百块钱的信贷，束手无策。 

全球金融危机不同的金融发展理念，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以

及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发展的重大背景。未来

这三个背景，其中前两个一定会发生变化，第一，不会再允许金融

业野蛮生长，第二，金融监管是强监管，你所有的行业，无论你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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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企业，你做同样的业务，你就必须受到同样的监管，所以想

利用监管的寡和不均来进行套利，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从这点来

看，互联网企业特别是以前没有互联网技术基础的那些非金融企

业，我觉得会迅速的从金融行业中消失掉，从这点来看，它肯定是

严冬。 

但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改变我们经济运行技术结构

的东西不会发生变化，我们国家以消费为主导、以服务业为主要推

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会发生变化。从这点来看，互联网金融，特

别是以互联网技术来改造金融的这种互联网金融，一定是发展的趋

势。 

从这点来看，互联网企业和传统银行业，未来应该是竞争性的

合作或者说在合作中竞争，一方面传统的金融业要利用互联网的技

术去改造自己的业务，最近我们浙商银行已经推出了用区块链来为

企业解决流动性的平台。 

传统的银行业要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自己的业务运行模式，业

务还是存贷汇，没有变化。另外对于想进入金融行业的互联网企业

来说，金融行业文化的根本就是风险管理，而与风险管理相关的是

一系列的制度规章条例，风险文化是需要互联网企业注意的，对传

统的金融业来说需要学习互联网企业的技术创新精神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