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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   NO：2017年 9 月 

 

 

 

普惠金融供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杨涛 

 来源：凤凰财经 WEMONEY 

 

 

 

演讲背景:9 月 23 日，在凤凰 WEMONEY“新金融˙普惠实践”峰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说，金融发展和改革

寒冬不是一天两天结束，过去在金融发展当中鱼龙混杂的现象引起了

监管层、政策层高度关注，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个寒冬还要延续。 

寒冬下如何生存？杨涛表示，一方面是要做好风险防范，另一方

面需得到更高的资源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看你能否所谓金融服务

实体，而普惠金融这样的概念、理念、是最符合这个方向的业务模式，

但普惠金融并不是无原则降低金融服务的标准和门槛。 



2 

 

杨涛指出，普惠金融在叠加了新技术与数字普惠金融后，有很多

的概念需进一步的讨论和商榷。他提出，普惠金融分为狭义的普惠金

融和广义的普惠金融，大家对普惠金融判断的起点和标准不一样：首

先要解决研究的对象和基本的概念，其次要思考普惠金融发展当中有

那些矛盾，即资金的需求还是资金的价格问题。此外，讨论普惠金融

的时候，要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考虑。叠加数字化普惠金融

需要边界，不能够泛滥。 

杨涛认为，可以充分有效利用新技术，解决原有的一些成本问题、

信息不对称以及信用评估难的问题。“供给方面特别需要注意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不一定给他更多金融资源支持，慈善心态最要不得。

对于特定弱势群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得到这种资源的机会，要给他充分

了解金融服务的机会以及得到金融服务的技能。”杨涛说。 

此外，杨涛表示，无论是互联网金融也好，金融科技也好，本身

很难被认为是天然的普惠，而只是实现普惠的手段之一。对于创新成

果的衡量，离不开风险有效控制，打造共享共赢的金融生态演化体系，

未来必须依托于新技术，无论普惠金融创新还是整个金融科技的创新，

越来越不能够靠单打独斗和独门秘籍，而是一个共赢、合作的平台经

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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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内容： 

我认为金融发展和改革寒冬似乎不是一天两天结束，过去在金融

发展当中鱼龙混杂的现象引起了监管层、政策层高度关注，未来似乎

较长时间内，某种意义上这个寒冬还要延续。这个寒冬延续的背景下，

一方面做好风险防范如何生存下来，另外一方面能否得到更高的资源

支持，得到几方的认可，核心就是看你能否所谓金融服务实体，普惠

金融这样一些概念、理念、符合这个方向的业务模式下，起码是自圆

其说，或者得到更多的认可，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支持。我认为这

是需要理解的重要逻辑。当然了，围绕着普惠金融本身，普惠金融在

叠加了现在新技术与数字普惠金融，有很多的概念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和商榷。 

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商榷，当然也没有太新的观

点，之前也写文章讨论过： 

第一，我们讨论普惠金融，讨论数字普惠金融一些看似很时髦的

概念之前，首先大家要找到自己讨论问题的起点和共识。你究竟讨论

狭义普惠金融，还是广义的普惠金融。如果说你讨论狭义普惠金融，

那么可能就延续了过去我们更关注的针对特定的弱势群体，弱势人群

的问题，那么谈论广义的普惠金融，无非是说我们整个金融体系发展

当中有很多的短板，现在需要把这些短板弥补上，一旦弥补上了之后，

无论是一般的人群包括中产阶级还是特殊的贫困人群，都会享受到金

融变革的福利。为什么在现实当中讨论普惠金融？大家经常觉得谈的

不是一个东西，有些人觉得我就是普惠金融，有的人觉得你不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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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为大家判断这个问题的起点和标准是不一样。所谓引起了西

医治疗还是中医治疗，我认为他们着眼点是不一样的。用这样一个图

可以直观的看出来，在贫困线上线下有不同的人群，真正狭义是极度

贫困中度贫困或者边缘贫困的人群，真正赤贫是财政应该干的事，至

于往下可能是我们整个体系，整个金融服务的功能需要完善的概念。

首先是解决了研究的对象和基本的概念。 

第二，普惠金融发展当中有那些矛盾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因为我

们说到了普惠金融，有些人说是普，有人说是惠。什么意思？里面就

涉及到资金的需求还是资金的价格问题。资金的需求又涉及到是纯粹

的小的信用信贷的需求，还是其他一些金融需求。有可能是支付的需

求、保险的需求，投资财富的管理需求，消费金融的需求，可能是多

壹多元化。资金的价格和可得性又是对是不同的关系。面对资金需求

者和资金供给者，金融体系他们有金融利益协调的问题，当你给资金

供给者更多的一些回报的产品，面对资金需求者有可能给他带来资产

方的成本又比较高。是技术还是制度因素为主，这样普惠金融发展当

中根本的矛盾问题，在我们大力铺开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又叠加上“数

字”二字的时候，我觉得需要深刻思考。无论是互联网金融也好，金

融科技也好，本身很难认为是天然的普惠，而是认为实现普惠的手段

之一。 

第三，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从我刚才所说的不同层面可以简单做

一下分层。从狭义上来讲，首先讨论普惠金融的时候关注的有客户层

面，关注哪些对象？微观层面，有哪些是作为服务提供者，哪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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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层面，基础设施以及相关配套的支持。宏观活动，无论是监管还

是政策都有充分的保障。是一个系统性、综合化、立体化的体系，并

不是碎片化的推进。反过看，广义上来看涉及到东西更多，金融要素

有产品与服务、机构与组织以及市场形态软硬件的设施。过去发展当

中有很多的短版以及矛盾，我们通过消费金融也好，小微企业融资也

好，智能投顾也好，把新技术叠加起来使得过去的服务短版得到充分

的弥补，因为有可能解决信息不对称搜寻的成本，匹配的效率这样一

些影响金融交易最根本的矛盾，这是我们所谓广义的含义。基于此，

有一些人余额宝属于普惠金融，有一些人说他不是。说他是，某种程

度上确实降低了理财的门槛。 

第四，数字化究竟给普惠金融带来什么矛盾和变化。G20 杭州峰

会上数字化普惠金融是一切利用数字化金融服务来促进普惠金融的

行动。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泛的含义。现在特别我想强调的是，本

来普惠金融概念就存在模糊，当我们叠加数字化普惠金融需要边界，

不能够泛滥，不能力所有东西套在一个筐子里面推进。 

第五，讨论普惠金融金融的时候需求是最起点。首先充分看哪些

是真正迫切需要满足的需求可能是多元化的需求，需要教育来解决数

字鸿沟的问题，是着眼于热点还是难点，是标准化还是非标准化，是

中国特色还是全球共性的，这样的一些我觉得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我们

深入思考。贫困客户有多种类型的服务，并不是大家想象给他一点支

付手段，给他一些小额信用贷款就可以满足他了，他同样也可能有多

元化的需求需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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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需求完了我们就讨论一下供给。同样构建有效建立普惠金

融供给体系，讨论供给一个起点，我们讨论普惠金融不是无原则降低

金融服务的标准和门槛，否则的话有可能不仅仅给一般性的人群，给

特殊弱势群体无原则加杠杆，有可能给他带来灾难长远来看普惠金融

金融服务体系我个人觉得三大方面，第一还离不开政策性金融的范畴。

第二部分，政府通过补贴和引导，引导市场化的组织，来完成这样一

些活动。第三，纯市场商业化的活动，但是可以充分有效利用这些新

技术，来解决原有的一些成本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信用评估难的

问题。总而言之，供给方面特别需要注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什么意思，不一定给他更多金融资源支持，慈善心态最要不得，对于

特定弱势群体来说最重要得到这种资源的机会，得到这个机会可以选

择也可以不选择，你要给他充分了解金融服务的机会以及得到金融服

务的技能。但是，更多的是由金融消费者自己来选择。当然还要注意

很多难点其实都在金融之外。 

第七，最后一个我想说的是，普惠金融到共享金融。这个是什么

意思呢？我们谈普惠金融大家给更多想象是金融发展当中狭义层面

上存在很多满足和不足，但是水涨船高，随着整个金融体系得到完善

之后，其实原先我们就全球来看，一些更加难的一些弱势部门的金融

服务完全是相对来说能够得到缓解和解决的。发达经济体也有普惠金

融问题，但是相比于发展国家问题严重性小得多，长远来看，不能更

多的靠西医治疗，需要强身健体，这就是走向所谓共享金融。共享金

融当然有很多的可以讨论得了，我曾经也和以前的央视姚玉栋博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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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书，重视规模以及重视结构与功能，规模这个东西是大家非常重

视的，但是规模本身不一定能够说明问题，前几年大家都很高兴说国

内 P2P 网贷交易规模马上破万亿，未来有人说七万亿，八万亿，现在

来看规模某种情况上也是迅速历史潮流当中灰飞烟灭，结构与功能更

重要，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这也是值得强调。 

对于创新成果怎么衡量，这是关键。有一些人金融服务实体这个

概念很虚，当然也有一些确实存在的问题，但是未来你要衡量自己这

个模式能否站得住脚，能否对政策层有所交代，那么我觉得要充分解

读清楚，究竟给原来有体系带来什么好处增量，这个才是安身立命支

点。离不开风险有效控制，最后是打造共享共赢的金融生态演化体系，

那么未来依托于新技术，无论普惠金融创新还是整个金融科技的创新，

我觉得越来越不能够靠单打独斗和独门秘籍，而是一个共赢、合作的

平台经济模式。 

以上做一点简单的分享。不当之处请大家多批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