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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旗下设立金融科技公司，与商业银行重点考虑的机构转型、商业化获利等
不同。有了央行的加入，我国金融领域的科技创新将迎来不小的变化。

文  |  范舫诚   廖哲文

央行金融科技布局
再下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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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科技有限公司的大股东，由央行数字货币研

究所出资成立，可以看出，央行系此前一直在

加速推进以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与落地为核心

的金融科技业务。而此次成立的多股东结构的

成方金科，其业务将更综合，更多地与金融科

技监管相关。

央行布局
2019 年 9 月 6 日，央行发布了《金融科技

(FinTech) 发展规划（2019~2021 年）》，将金

融科技提到战略高度，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和总体规划，明确了金融科技的定位和三年发

展目标。从长远视角看，加强顶层设计，肯定

了科技的引领和驱动作用，给金融机构的科技

转型指明了方向。目标是到 2021 年，建立健全

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进一步增

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

融合、协调发展，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使

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居于国际领先水平。要达到

目标，除了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优化体制机制、

加速金融科技新技术的推进之外，更要做好金

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多层次金融科技创

新体系以及订立金融科技业务核心标准，建立

健全金融科技发展新态势下的金融监管秩序。

仅仅依靠金融和互联网科技巨头以及初创金融

科技企业的市场自发行为效果可能不佳，央行

系亲自下场，统筹全局，扮演好建设者、管理者、

裁判员等多重角色也有其必要性，这也是央行

布局金融科技的背后原因。

由于性质、目的、职责和导向的差别，人

民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公司与商业银行、互联网

巨头成立金融科技公司的目的是不同的。央行

的考虑肯定是全国性、引导性的，具有长远国

家战略属性。而商业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公司主

要是从公司业务和转型角度考虑的，是局部的、

战术性的。

中国人民银行旗下新添一家名为“成方金

融科技有限公司”的金融科技公司，央行推动

金融科技的进程再迈进一大步。今年 6 月，央

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表

示，在推进金融科技应用发展的同时，人民银

行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我们支持

在上海等地探索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的试点，

上海要在试点的过程中借助于大数据区块链等

技术，加强或者推进金融市场交易报告库数据

交换管理平台的建设，通过对数据的管控，提

升风险防控的能力和水平。”央行的金融科技

版图未来如何展开，值得期待。

成方金科
7 月 30 日，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成方金科）由央行征信中心、央行清算总中心

以及央行全资控股的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金

融电子化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等五家央

行系公司出资成立，而作为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其注册资本金达到 20.078 亿元。

如果仅仅从工商部门公布的经营范围来看，

成方金科与目前主流的金融科技公司并无二致，

即主要为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

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

除成方金科之外，央行下属还有其他数家

金融科技企业，分别是 2017 年 1 月成立于北京

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

成立于深圳的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和 2020 年

7 月成立于苏州的长三角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以长三角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为央

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联合苏州市有关单位设立，

在业务定位上，其主要承接法定数字货币基础

设施的建设和稳定运行，法定数字货币关键技

术攻关和试点场景支持、配套研发与测试等相

关业务。而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是长三角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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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成立的多股
东结构的成方金
科，其业务将更
综合，更多地与
金融科技监管相
关。

也是发展金融科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

金融科技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也改变了实体经济的运行方式。以移动支付为

例，其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

支付方式，但是支付技术的创新将不止于此，

人脸识别支付、指纹识别支付等种种概念已经

开始崭露头角，等待技术成熟之后向用户普及，

它们将为用户带来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提高交

易效率，促进经济循环；同样的，金融科技还

在信贷审批、业务流程简化等一系列场景中提

升了效率，从而使得金融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

经济的发展。

三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普惠金融发

展。利用机器学习结合金融大数据建模，使个

人和企业信用肖像得以更好地刻画，金融机构

能够更好地了解客户的信用情况、现金流变化，

使得风险管理变得更加智能化、系统化。在传

统征信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运用税务、社保、

交易、供应链等方面的替代性数据，打通小微

客户首次获得贷款的“最先一公里”，从而在

拓宽了个人及小微贷款发放渠道的同时，在业

务层面也化解了一定的金融风险，使数字普惠

金融蓬勃发展。

可以预见，随着金融科技公司的迅猛发展，

未来金融业务层次将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

也给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此次“国家队”

再添成方金科一员猛将，侧重监管科技综合业

务的开发与落地，将利好未来的金融监管态势。

随着成方金科的发展，未来金融监管规则体系

将进一步建立健全，新技术创新应用过程的规

范化将得到进一步保障 ; 而监管途径也将越发

明晰，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相应的空间和制度

保障 ; 监管科技手段的运用也将越发成熟，监

管能力和效率将得到显著提高，使其与金融科

技的发展相适应。

央行系作为统筹全局的建设者、管理者和

裁判员，布局更偏向于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和订立金融科技业务核心标准，以及监管体系

的完善。而商业银行、互联网巨头更希望通过

积极布局金融科技，升级自身的内向及外向服

务功能，满足自身的金融科技需求。商业银行

偏重于推动银行科技化，提供更快的服务响应

以及更加个性化的产品，互联网巨头则偏重于

丰富自身互联网生态，升级自身互联网金融业

务业态等。

行业未来
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2016 年提出的

定义来说，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

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

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

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

金融科技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为金

融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对于金融科技，行业中不同持牌机构的看

法和角度不尽相同，但关注的重点却较为统一，

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是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数据保护、网

络安全、金融交易应用。尽管机器学习、人工

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一直是金融科技行业的焦点，

但基于区块链技术研发的数字货币，毫无疑问

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狂潮的那颗璀璨明珠。

而今年，央行数字货币 DC/EP 的横空出世，则

将相关技术和话题的关注度推向了巅峰，目前

包括腾讯、蚂蚁金服、百度、金融壹账通等头

部金融科技机构，都在近期加紧了区块链落地

项目，且均在“区块链 + 金融”领域争相布局。

可以说，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相关金融应用

将有无限的发展可能。

二是利用金融科技提高效率，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
（作者分别系厚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中国
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