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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不是扶贫，发展需厘清三个问题 

李扬  时间：2018-05-02   

来源：微信公众号“金融科技研究” 

 

 

 

演讲背景: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CFT50 学术顾问李扬首先致辞。他指出科技、信用和普惠金融这三个

主题词非常重要。科技手段进入金融领域，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金融

上。“普惠金融”具有以下五个要点，分别是：可负担的成本；面向

有真实金融需求的群体；有尊严的提供；提供必须是适当的和有效的；

提供金融服务而非标准化的金融产品。科技与金融特别是普惠金融相

结合主要有三条路，即降低准入成本；解决信用问题；了解用户，提

供多样化服务。李扬理事长还强调目前金融科技的运用存在一些泡沫，

要防止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以下发言实录： 

李扬：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刚才元

春说每次会议我都来，我说是必须的，因为是母校。母校什么事情，

只要没有不可抗力因素我都会来。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我们主题够

吸引。刚才说我们有三个主题:科技、信用和普惠金融。这三个主题

本身都非常重要，把这三个主题结合在一起就更加重要，所以我们的

论坛开的很有意义。现在科技手段进入金融领域，但是无论怎样，这

个事情最后还是落在金融领域。无论在前面冠以多少定语，最后它还

是金融。在我们研究的时候恐怕还是要抓住这个主线。 

今天我们的事情其实是落在“普惠金融”上，还是要做金融，而

且是以普惠相靠的金融。我们知道“普惠金融”概念应当说是比较新

的概念，提出时间不久，反正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没有这个概念。2005

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应当说中国跟进非常快。

2013 年党的十八界三中全会决定上就出现了普惠金融这个概念。我

记得当时公报一公布后很多人打电话，说李教授，你知道什么叫普惠

金融吗？我说很遗憾的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所以赶快的学。所以现

在知道一些金融的知识，特别和科技相结合的知识是离开学校之后学

的。  

中国在这个路上，应当说走的比较稳的，比较快的，规模比较大。

2015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五年规划，规划到 2015-



2020 年。在国家层面来确定普惠金融，应当中国是独一份。接着中国

把这样一个普惠金融的原则推向世界，在接下来 G20 峰会上中国主推

了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的原则，把它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个也是应当说

是中国对全球经济、金融，特别是扶贫，普惠事业的一个贡献。当然

现在我到一些国家开会，有人说普惠金融大旗是中国在扛着。我说很

简单，中国大众太多，穷人太多，过去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金融服务，

所以我们现在应当在这方面下功夫。 

说到普惠金融我觉得我们不是扶贫。在世界上有一些这方面的实

践，但是说实话这些实践，包括孟加拉的实践拿到中国都不可能大规

模的实现。所以这是还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讲到普惠金融一定要记

得它的定义，它的定义有很多的副词。普惠金融是以可负担的成本，

这是一句话，必须考虑到成本问题，它一下子把普惠金融的要点提出

来了。向有真实金融需求的群体，这是第二句，是一定有真实金融需

求。有一句糙话，肥猪也哼哼，瘦猪也哼哼，谁都说没钱，谁都要金

融服务，谁是真的可不一定。第三个是有尊严的提供，就是要向他们

提供这些金融服务的时候一定是有尊严的提供，而不是施舍的，而不

是像过去在扶贫界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提供什么呢，提供适当的

有效的，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一定要适当。我以前举过例子，像保

险，以前按照我们传统的概念我们到农村提供保险，那个保险每一单

的数额，农民负担不起，农民买不起，我经常拿江苏做例子，就是两



户人家买一份保险的问题，要提供适当的，有效的服务。最后一个要

点，是要提供金融服务。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一点，不是金融产

品，而是金融服务。我们现在讲的普惠金融还是讲的是产品。提供这

些产品的机构，就没有把提供金融服务这点牢牢记在心上。但是在中

国来说是非常大的问题。最近我们在研究中国架构金融改革的时候发

现，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金融业要从金融产品的制造商，提供商，销

售商，变为金融服务提供者。要成为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提供标准

化产品。为什么搞非标？每一个客户他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

就不能够用单一的所谓的标准化的产品去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金融

业要从金融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者、销售者变为金融服务的提供者。

这点在中国应当说连一半都没有。中国金融业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要把

自己变成服务业。我觉得我们在讨论普惠金融类型问题的时候都要记

住这一点，所以眼光要放到服务上，而不只是小额贷款了，提供服务

上有很多，比如支付的服务，交易的服务，各种各样财产管理的服务

等等，都应当纳入我们的眼界。而要想满足这个多样化的需求就必须

要改变思想。我想关于普惠金融我们既然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应当牢牢

地记住普惠金融的五个要点，最终的立足点是提供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应当说发展的速度不算快，那就谈到了金融业的本质问

题。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一开始教金融，就说金融是为富人服

务的行业。你想，可不是嘛。金融的任务就是把钱涓涓细流从每一个



小额的存款者手里聚集到手里，然后去提供给可以从事大规模生产的

企业家那里，为他们服务的。而且关于银行家的那些丑闻也有很多，

但是我们今天要的是为普罗大众服务。于是我们就要讨论讨论为什么

金融业难以服务大众，这是很尖锐的问题。从技术上来说有三个要点，

有两个要点是限制，就是金融必须是考虑成本，金融必须要有收益。

这是两个限制性条件。还有一个前置性的条件，就是它必须商业可持

续。如果成本很高，它承担不了；效益获得不了，或者说我只能一锤

子买卖，没有商业可持续，这都不是金融的事情。基于这样的基础上，

所谓普惠金融都是不可能走下去的。因此就必须考虑成本问题、收益

问题和商业可持续问题。 

我们注意到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里面有普惠金融，有数字。也

就是说，普惠金融真正的康庄大道必须要靠数字经济的发展才能铺平。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的讨论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说现在有了

这样一个条件，在座的像腾讯他们，还有像阿里这些，我们都去参观

过、学习过，发现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了，或者正在解决过程中。沿着

这个路径就是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然后保持了可持续性。现在的数

字技术的发展，随着技术的迭代非常迅速，由于它迭代的非常迅速，

使得降低成本，使得大规模的生产和提供有了可能，使得规模经济有

了可能。我们依托互联网，也是降低成本，使得规模经济成为可能。

现在有很多的调研，我发现农村是可以做金融的，只要农民有一手机



在手，最现代的金融服务可以到他那里，于是就可以把他的线上线下

再一结合，偏远的农村可以获得和城里人差不多的金融服务。这个就

是现实的路径。 

现在讨论金融科技非常多。一个月我得参加好几次这样的会，学

了很多，确实学了很多，因为我不是学这个东西。感觉到我们不能数

字主义，不能技术主义，还是要时时刻刻想到它是一个社会经济活动。

一定要符合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所以我觉得科技和金融，特别是普

惠金融结合，主要从三条路来入手：一个是降低准入成本。现在基于

互联网这个基本上做到了，准入成本是很低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移

动互联如此发达，很可能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基础。大家注意到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我要说的稍微煽动情绪的话，中南海无眠，我们

真的要算有多少东西被别人卡着脖子的。我们算下账来我们就有很多，

算起来应该说后备脊梁都发凉的。但是注意到我们数字化是很好的，

就是基于数字的金融发展有广阔的前景。因为它不仅靠技术，它还有

市场，这两条现在中国都有。第二条线是要解决信用问题，我们今天

的一个主题，信用问题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而且是传统金融拒

绝向小额的金融服务的需求者提供金融服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传统

金融说，不知道他是谁，没有表，又没有什么记录，怎么能够知道他，

怎么能够评定他的信用等级，没有信用等级怎么提供适当的金融服务？

应当说我们现在金融科技的发展大规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区块链，



当然区块链很可能被引到误入歧途。如果从它们结合的角度来说，区

块链要引入信用，创造信用，搜集信用，观察信用，刻画信用，来使

用信用，这样一条路上去。我看了区块链的定义，最认可的是区块链

就是信任的机器。如果我们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今天结合就很密切了，

这个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三个是解决了解用户，甄别风险和降低

成本以及提供多样化服务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数据、云计算

等等。其实这些话说的都很多，都是要素，它主要要解决几个问题。

一是解决信息的问题，信息的搜集、分析、处理。二是解决算法问题。

现代金融基于科技是一个算法金融，这是整个颠覆了传统金融的概念。

它是个算法，像滴滴打车是两个算法的叠加。算法是它的程序，其实

就是模式，就是模型。我们算法很多，要选择怎样一些算法，是适合

我们发展经济，发展金融的。三是算力。算力指的是它能不能够非常

及时的跟上这个步调，我要的时候你能提供出来一个信息，一个算法，

一个算力构成了我们普惠金融，基于最新科技的，金融科技的发展的

基础，它才使得我们的金融服务可以触达所有的人。 

我想我们两个国家智库研究这个，而且邀请了业界的精英们，我

想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给它更加进一步的理清，我们要干什么？说真的，

搞区块链，比特币，那个有无穷多的领域。我们要什么？明确这点后

才能把我们合作做好，从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我们应有的贡献。我想

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想我们的会议就成功了，我希望我们两家



合作，以及还有其他的合作沿着这条路走，这才是可持续的。因为现

在已经注意到金融科技出现了泡沫，当然我们知道金融支持科技，金

融支持经济，一定会经历过一个泡沫过程。但是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事

情，就希望这个泡沫尽可能少一点，泡沫不要搞成系统性风险，不要

搞的不可收拾。既然我们对这个事情已经有所了解，就沿着这个方向

来走，所以它的安全问题也应当提到议事日程。 

我借此机会讲一点感想，算是外行人的感想，希望对这个事情能

有所推动。我作为国家实验室负责人我会动用所有资源来从事这项工

作。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