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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背景：8月 5 日，首届中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峰会在人民日

报社举行。在论坛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近年

来，政策引导和技术发展，加快了我国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中国普

惠金融创新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丰富和拓展了普惠金融的理论与实

践。 

 

 



演讲内容： 

峰会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

室联合主办、平安普惠承办，并得到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融资担保

业协会和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等单位支持。《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

告（2018）》在峰会上正式公开发布。 

曾刚表示，从提出至今，普惠金融在全球范围了已有很大的发展。

从联合国最初的定义看，普惠金融是指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

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此时的普惠金融，重点关注的是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等产品和机构层

面的活动。但在我国的实践中，在政策推动和新技术应用加速的助力

下，中国普惠金融的创新已远远超出了其最初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

丰富和拓展了普惠金融的理论与实践，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一是产品和服务日益丰富。普惠金融的主体众多，对金融服务的

需求各不相同而且非常复杂。和普通客户一样，普惠金融用户需要一

些列的金融产品服务，以便有效管理风险、存储现金、进行日常交易

以及获得贷款，等等。这意味着，普惠金融不仅包括信贷，还应包括

储蓄、投资理财、保险、支付、汇兑、租赁、养老金等全功能、多层

次的金融服务；从企业客户角度，甚至还可能会增加管理咨询、财务

顾问、现金管理等其他的服务内容。通过提升客户的发展潜力，来更

好的实现普惠金融服务的目标。 



二是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近年来，普惠金融的参与主体，从早

期以小额信贷机构为主，逐步发展成为囊括了商业银行、政策性金融、

非银行金融以及金融科技企业等在内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普惠金融

机构体系。从世界范围看，正规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已经成

为普惠金融领域最大的资金提供者。在中国这一特征更为突出。在监

管政策引导下，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相继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部分

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通过组织架构的调整，全力推进普

惠金融业务的发展。 

三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数

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可以通过金融科技手段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

曾被排斥或服务不足的人口以数字方式获得和使用各类金融产品和

服务（如支付、转账、储蓄、信贷、保险、证券、财务规划和银行对

账单服务等），通过数字化或电子化交易，如电子货币（通过线上或

移动电话发起）、支付卡和常规银行账户，其核心内涵在于应用数字

技术提高普惠金融水平。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可以大幅度降低金融服

务的门槛和成本，扩大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提高服务效率，优化服

务体验，并提升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 

四是普惠金融商业模式不断创新，可持续得到极大改善。商业可

持续是传统普惠金融面临的最大困境。在数字技术基础上，一些新的

普惠金融模式开始形成，将不同类型机构的专业化能力进行整合，大

大提高了普惠金融产品开发的灵活性，并降低相关成本。在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传统普惠金融“义”、“利”不能得兼的两难。普惠金融开

始成为许多机构竞相进入的蓝海。 

曾刚表示，总体上看，在过去几年中，政策引导和技术发展，大

大加快了我国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将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推进到了

全新的阶段。当然，也必须承认的是，普惠金融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

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如何更好地关注客户视角的风险，以更好地保

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如何规范金融机构行为，让普惠金融业务与审慎

监管要求相一致，更好地管理金融机构的风险？所有这些问题，都需

要进一步的创新来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