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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背景：2018 年 6 月 30 号，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

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

管研究基地承办的《数字普惠金融倡议与中国实践》学术研讨会在

京成功召开。 

 



演讲内容： 

普惠金融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但争议很大。从普惠金融的

界定角度，不应把普惠金融作为一种金融服务方式或是某一种金

融服务的产品。普惠金融首先应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主要包括

鼓励金融创新，侧重弱势群体、满足有效需求、体现相对平等且

成本可负担等几个因素。 

这里列出两个基本表述： 

一、国务院《2016 年至 2020 年普惠金融发展规划》中，把普

惠金融表述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

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

金融服务”，这里着重强调“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及“成本可

负担”。 

二、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普惠金融是“为每一个人在有需

求的时候能够都能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有尊严、方便、高

质量的各类金融服务”。 

对普惠金融的概念不能泛化，要牢牢把握及时、适当的价

格、有需求等要素，互联网金融、农村服务金融、小微金融等都

可界定为普惠金融。但应怎样衡量一个金融活动、金融类型是不

是属于普惠金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课题组提出了普惠

金融经济行为“5+1”界定法（“5”：可得性、价格性、合理

性、便利性、安全性、全面性；“1”：客体的界定。服务的客



体是非自愿排斥的，贫困人口、农民及小微企业。）如果符合这

“5+1”的界定，就可纳入普惠金融的经济行为。 

中国的普惠金融可分成以下三类： 

一、公共金融。主要强调服务主体问题。如银行业、证券业、

保险业在普惠金融里的职责范围，以及如何为公众提供适当的金

融服务？另外，从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角度来看，支付清算领域

是典型代表，行业老大是蚂蚁金服、支付宝，像农信银支付的概

况、征信体系的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等。 

二、公平金融。主要强调可得性。强调能够公平公正为弱势

地区、群体等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公平的纵深发展，像农业融

资、农业保险、支农政策等重点薄弱环节我们都加大了金融服务

支持力度。 

三、民生金融。主要强调民生领域的金融服务，贫困群体的

金融服务，社会保障的金融支持以及金融的消费者保护等。 

当前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突出问题主要有：1.农村普惠金融

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2.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3.

贫困人口的金融服务相对不充分。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主要有： 

首先，明确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原则。总体目标是

普惠金融作为国家战略进行推进，基本目标是健全机制、机会平

等、惠及民生、防范风险、推进创新、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统



筹规划、因地制宜、法制现行等。另外，在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

中，市场是主导，但政府作用同样不可或缺，这一点也是普惠金

融在中国发展的特色之一。 

树立全民普惠金融价值理念。随着中国金融的不断发展，应

摒弃以往追求高净值客户、快速增长规模和利润的思维定式。我

们应回归常态，更多追求金融发展的价值。十九大报告提出，社

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之间的矛盾。针对金融领域来说，金融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当前我

们日益增长的人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和当前金融市场、金融机构、

金融产品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我们倡导银行面对目前环境不应焦虑、恐慌，要沉下心来宁心定

力的做金融，在经营当中不忘初心和价值，为人民服务，满足人

民多样化日益增长的需求。 

政府要有为。中国的特色是市场主导、政府行政力量引导。

我们要遵从国家战略，地方政府积极推进相关战略。金融机构作

为主体，现在各大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都设立了普惠金融部，金

融机构的股东现在也开始在强化普惠金融的意识。 

编制普惠金融的指标体系。要分析普惠金融发展不充分、不

平衡的地方，建立量化的监测体系，即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国

社会科学院很早就提倡中国发展普惠金融首先要编制普惠金融评

价指标体系来指导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根据我们的初步测算



很惊奇的发现，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差，

甚至是高于平均水平。但是，我国普惠金融的区域结构性不平衡

问题比较突出，所以建立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十分必要。 

加强普惠金融机构间的协调协作问题。服务体系的加强，政

策性、商业性的体系建设，还有新型普惠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协

作问题也非常突出。 

大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特别是面对数字普惠金融如

何做到市场的创新者、市场的参与者与市场的决策者和监管者进

行知识的共享和互动，这是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非常重要的方面。

市场当中的技术是领先的，监管部门、决策部门未必能够比市场

知道得更多，所以这里要强调有知识共享的机制。基础设施建设

这里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两年，中国在普惠金融领域出现了很多

乱象，很多机构（如 P2P、网贷、现金贷、消费贷、校园贷）假借

普惠金融之名，行非法集资、诈骗、高利贷之实。因此，强化消

费者保护是普惠金融发展长治久安的基础。 

另外，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应有组织保障，包括法规、试点等

相应社会型组织的发展等；要加强配套体系建设：一是机构的政

策支持，二是业务的政策支持，三是服务对象的支持；最后，还

应积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考核机制以及国际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