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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发展目的
能力建设是数字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无论是家庭、机构还是政府，在普惠金融活动中都面临着
全新的场景，这实际上是能力建设的课题。

文  |  贝多广

为普惠金融赋能
金融产业中，需求方和供给方都存在着规模

经济效应。从需求方来说，金融机构聚拢更多的

用户、资金和风险，通过直接和间接网络效应，

就可以使资源合理配置、流动性、风险控制、收

益稳定性更容易实现。从供给方来说，网点设置、

专业技能和知识积累、设备和网络购置与维护等

普惠金融事业正在祖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全面

展开，数字普惠金融领域更是异彩纷呈。中国人

的新型支付手段让全球人士大跌眼镜。数字化理

财、网络保险以及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征信产

品尽管引发诸多议论，但其强大生命力以及独特

价值已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可。因此说，数字技术

为普惠金融插上了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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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成本投入是必需的，随着金融服务规模的扩

张，单笔业务的成本也能随之降低。金融行业的

这一规律解释了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经济合

理性，也给出了全球性普惠金融发展难题存在的

理由。

金融科技发展的热潮，把人们的注意力前所

未有地吸引到了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区块链这些新兴的数字技术上来，引发了人们

对未来金融业变革的无限遐想，同时已经和即将

发生的金融变革也为普惠金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

可持续的市场化解决方案。

数字通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在金融中的应用

克服了物理网点覆盖有限的障碍 , 大大提高了金

融服务的可触达性，使大量边远、弱势群体接入

了金融网络。空间阻隔、“皮鞋成本”一度是局

限金融可服务范围的重要原因，如今随处可达的

无线信号和万物皆联的互联网络的存在，使人们

足不出户就可以支付转账、买卖证券和投资理财。

这些基础性的通讯技术把更多的个体容纳进金融

网络中，也使原有金融用户得到更丰富、多样的

金融服务。

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应用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固

定成本投入，提高了其预测、识别和处理风险的

能力，同时为解决金融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手段。近几年来， P2P 网络

借贷、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以及网上小额贷款

等，均是基于这两项技术提供的模型和基础设施

才得以发展起来的。这些融资服务的对象都是传

统金融机构难以提供服务的群体。

人工智能人性化的、智能化的服务替代人工，

在降低个性化服务成本的同时，减少了人工的客

观或主观性误差。私人银行、定制化解决方案、

投资顾问等业务在传统金融机构中都是专门面向

高净值客户的、由专家提供的服务。人工智能的

发展将使机器替代专家，由模型和机器的自主学

习替代人的智力，实现批量化、快速化的个性化

服务。人工智能的高度发展，将有助消除高净值

用户和低净值用户、大企业和小企业间的金融歧

视现象。

区块链技术与去中心化的金融服务将充分地

使金融消费者主权得到尊重和保护。目前为止的

金融体系是高度中心化、权威化的结构，货币的

发行由中央银行控制，证券的交易由统一的交易

所进行撮合、认证和管理，所有的金融信息存储、

确认和变动由官方认可的机构来进行，正是这种

中心化的结构导致了金融欺诈、内幕交易以及不

公正不透明的交易秩序。而区块链技术将所有交

易行为记录在不可篡改的公共网络上，金融产品

的生成、定价、交换和确权均在公共的规则下进

行，没有任何主体拥有信息或权力上的优势，这

为金融领域最重要的资产——“信任”的构建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

技术带来新课题
数字技术带来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具有普惠效

应，但也造成了新的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

平不一带来的地域差别，征信缺失导致的评估不

足，由于优质资金来源缺乏及运营成本高导致的

资金价格居高，农村地区农民对新概念和新模式

认知度不高导致的营销难题，缺少电脑、手机或

者互联网未覆盖导致的工具匮乏，以及对互联网

金融不了解、不信任或不愿意使用导致的自我局

限。

金融只是手段，能力才是目的。从事提供

普惠金融服务的各类机构，不管是持牌的金融机

构还是虽非持牌但却实实在在提供金融服务的机

构，都有一个能力建设的问题。若这些机构自身

能力平平，秉持病态的公司治理和模糊的战略定

位，我们很难预期它们能够有效推进普惠金融事

业的发展。再进一步，提供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以

及执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各级政府机关和监管机构

也有能力建设的问题。甚至从国家层面看，普惠

金融发展战略的制订、实施、评估以及协调，都

牵扯到大量与能力相关的因素。在为中小微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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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应用 资源配置机器学习数据挖掘数据存储

可以制定一系列
的鼓励政策，引
导中、西部地区
通过互联网金融
等新的金融模式
发展普惠金融来
实现弯道超车，
缓解地域歧视对
数字技术的普惠
效应的抑制。

务的过程中，监管机构如何针对细分市场作出细

分的监管安排，则是更大的挑战。在当今数字化

时代，无论是家庭、机构还是政府，都面临着全

新的场景，这实际上亦是能力建设的课题。

对于政府而言，有必要改善自身金融能力，

在建设健康的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加强监管、提

升居民金融能力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先，应建立健全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

的相关法律法规框架，为数字技术的金融普惠效

应发挥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该框架应包含以下

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准

入的门槛，并明确其在资本和流动性上的具体要

求，规范各市场主体的行为，以保障广大金融消

费者的利益；二是该框架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能

够为金融技术和产品的不断创新提供政策和法律

保障，也应允许创新型的产品和服务模式能够在

发展的早期拥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三是该框架应

能为各个市场参与主体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竞

争环境，并平衡好金融风险和监管合规成本。

其次，应健全数字技术应用的行业的监管体

系。目前我国对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的监管

体系仍然延续分业监管的模式，但其特性已经超

越了地域和行业的局限，监管难度也随之加大。

因此政府可以考虑在现行的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

下建立一个专门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来总体负

责对互联网金融各个行业的监管。同时，需要注

重提升金融监管者的能力，通过培训等方式加强

监管机构对数字技术相关知识的学习，增强他们

利用互联网技术改进监管的能力和流程。同时还

可以制定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引导中、西部地区

通过互联网金融等新的金融模式发展普惠金融来

实现弯道超车，缓解地域歧视对数字技术的普惠

效应的抑制。

最后，加大对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

投资和知识教育。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互联网覆

盖、互联网电子设备及电商平台。要更好地发挥

数字技术的金融普惠效应，政府应加强在广大农

村贫困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

的普及率及传输效率，为数字普惠金融在这些地

区的推进提供基本条件。通过为农村贫困地区群

众购买和使用手机、电脑等互联网设备提供一定

的补贴，提高具备互联网功能的电子设备的普及

率。同时政府应加大对于金融教育投入，特别是

应提高广大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受教育水平，

并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金融素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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