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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管起源于证券行业，
监管层为保证客户资金安全，要
求客户资金统一由商业银行存
管，其后，延续到互联网金融领
域。互联网金融企业因发展快速
和其他一些行业属性，在银行存
管的系统对接上存在诸多信息技
术方面的难题，对接周期长、成本
高的问题引起行业高度关注，技
术难题亟待尽快解决。

存管技术
门槛提高
证券、保险、基金等都是平台

负责交易，资金存管在银行。这
本身并不是一个新事物，但为何
延伸到网贷却引起很大反响，并
带来较大的技术难度呢？

对网贷这个新业态来说，银
行存管对平台的安全性、技术复
杂性、账务严谨性，无疑都会有更
高要求。而大部分平台在接入存
管前，都需要先进行底层系统升
级改造，包括完善账户系统设计、
建立清结算及对账系统、改造产
品流程以适应银行存管要求等。

据网贷之家研究中心不完全
统计，截至2017年5月24日，共有
214家正常运营的P2P平台与银
行完成直接存管系统对接并上线
(占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总数量
的9.67%)。由此可见，网贷平台
上线银行存管的难度之大，所以
不论在经营状况、背景实力以及
技术研发方面，平台都要有较强

优势才能实现。
以海航旗下互金平台聚宝匯

为例，2016年10月，聚宝匯与厦门
银行签订资金存管协议，而2017
年 4月份，聚宝匯才实现系统上
线。聚宝匯相关负责人表示，系
统对接肯定是有难度的，因为双
方系统都不是为对方定制的，都
需要做调整，聚宝匯与厦门银行
的系统对接，从需求分析开始到
上线，总共花了大约6个月时间，
技术难题也是集中在系统对接需
要双方系统各自做调整，以确保
可以支持平台的业务。

聚宝匯相关负责人还表示，资
金直接存管为客户资金安全增加
了一道“安全锁”，能最大程度降低
客户资金安全风险。可以说，在所
有保护平台用户交易安全的措施
中，存管是安全级别最高、技术含
量最高、最难实现，更是必须落实
的一项。他建议，平台在签订存管
协议后一定先充分与银行沟通系

统对接需求，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并且做多次测试避免系统漏洞，达
到监管合规要求。

支付宝相关负责人也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坦言，在与合作银
行做系统对接开发时，也存在技
术层面的门槛。

基金、证券、保险属于标准资
产，业内已有成熟的管理体系，其
存管模式主要采用日终向监管行
报送数据方式，接入难度较低。互
联网金融产品属于非标资产，行业
标准仍在摸索和制定中，大部分存
管银行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存管要
求，如所有投资人和借款人需实名
开立虚拟账户，按银行账户标准进
行管理；所有交易逐笔实时核验。
懒猫联银CTO李均柠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这种
严格的存管模式对于网贷平台系
统的侵入性极大，平台所有涉及资
金流转环节都需要与存管系统实
时对接，平台原有的产品、系统甚

至运营流程都要进行较大的改造，
从而导致接入时间较长。

存管银行需要具备一整套支
撑存管平台业务的系统，其中包括
账户体系、支付结算体系、交易体
系、交易核验体系、报表体系等。

徽商银行相关负责人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存管
银行的存管系统与网贷平台自有
的交易系统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
异性，为了让平台更好地适应和使
用银行的存管系统、减少平台上线
银行存管后的操作及系统风险，存
管行要求平台在接入阶段需要进
行两轮以上的测试。平台上线后，
若是需要迭代新增业务功能，也需
要针对新功能进行测试，存管行验
收通过后才可上线。

需行业成长
推动系统迭代
网贷机构的银行存管涉及功

能和细节比较多，包括且不限于接
口联通的要求、关联方的认定、系
统功能的全面性、信息实时反馈、
pc/web/app端全面覆盖、安全性要
求、营销功能的嵌入、业务逻辑的
梳理、前期数据迁移、联调测试
等。合力贷CEO刘丰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分析道，“每个平台的业
务模式和规则也不同，对系统对接
方的技术要求也高，需灵活应变。”

紫马财行CEO唐学庆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分析，部分平台体
量大，涉及用户众多，积累了海量
历史数据，转移这部分数据也需
要花费大量功夫。银行存管技术

系统需要具备完善规范的资金存
管清算和明细记录的账务系统、
完整的业务管理和交易校验功
能、对接网贷机构系统的数据接
口等。

李均柠介绍，目前银行搭建
存管系统包括了完全自建以及外
包技术服务商建设两种方式，显
然后者在实施效率与灵活性上更
有优势，存管系统的建设与接入，
与其说存在技术难题不如说需要
一定的迭代周期来完善更合适，
为了适配网贷行业的互联网属
性，存管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也具
备了互联网产品的特征，以小步
迭代的方式快速成长。他还表
示，随着行业的成长以及存管系
统的迭代，其接入难度在一两年
内将降低到合理水平。

除了技术方面的难度，运营
成本也是网贷平台企业比较关注
的问题，“平台与银行直接对接，
银行需要单独开发系统和接口，
人财物要求高，投入和产出短期
看可能是倒挂。”刘丰直言。“平台
需要有强大的技术团队支持与银
行及第三方支付对接，工作量较
大；同时，网贷平台本身处于投入
阶段，银行存管会大大增加平台
的运营成本。”

很多银行与网贷平台之间出
现了‘只签不用’的现象。对此，
唐学庆认为，“即便很多平台签了
资金存管协议，但是进行系统对
接很有可能要排队等上半年的时
间，银行需要开发一套适合单一
企业的对接系统，而并非一套系
统能适合所有的企业。”

周期长叠加成本高
网贷资金存管技术难题亟待突破

本报记者 崔敏

移动科技的飞速发展，给人们
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很多时候，一部手机看起来
已经无法胜任用户多种场景的使
用需求，人们不得不寻求携带更多
的设备，而移动虚拟工作空间的出
现或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企业移动管理
需求升级
为了确保工作的时候隐私不

被干扰，很多人会使用一部专门
的手机用于工作。有些企业甚至
为了便于管理和确保内部信息安
全，还会发专门的工作手机给员
工使用。那么可不可以新开辟出
来一个“工作空间”与用户原来的

“生活空间”完全隔离，相当于虚
拟出一部“工作手机”，可同时满
足企业和个人的需求？

中国电信上海镕天信息科技
公司总经理冯天兵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不希望
被管，另一方还要强调信息安全，
考虑到企业的利益，于是衍生出了
工作空间和个人空间的概念。

别开生面移动科技创始人兼
CEO Alec Main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工作空间正是针对工
作场景推出的‘工作手机’，它可
以为企业提供所需的安全和控
制，也可以让员工享有他们最看
重的隐私和自由。”

冯天兵分析，前两年，工作空
间的解决方案，一个是常规的沙
箱，在手机上装沙箱做逻辑隔离，
但是，应用的时候有一个缺陷，要
重新封装。

“再就是Launcher，在手机上
虚拟一个桌面，这个桌面可以把
企业的应用放在这个 Launcher
里，最大的弱点是，底层的数据不
是隔离的。”冯天兵进一步解释。

虽处起步阶段
但前景被看好
事实上，国内的很多企业已

经在双域系统和EMM（企业移动
管理）解决方案方面做出尝试，但
目前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移动工作空间的发展大致经
历三个阶段的尝试，第一个阶段是
阿里推出钉钉，腾讯推出企业微
信，都是为了提升企业即时通讯效

率，但这与工作空间的需求还离得
很远。第二个阶段是双域系统的
推出，从前年开始，华为的Mate7
做了一个双域的概念。从去年开
始，有些终端厂商、系统解决方案
商在开始往这方面去努力。第三
个阶段是手机分身的概念，就是现
在别开生面与小米系统合作的安
卓系统叠加工作区间的概念。

别开生面联合创始人 Paul
Litva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国外市场和中国市场也有着共同
的需求，比如说对分身功能的需
求，还有现在工作、生活中双域解
决方案的需求，这些都是类似的
需求。“在中国，安卓系统的渗透
率非常大，移动虚拟空间在中国
拥有巨大的市场”。 据了解，目前
手机分身已覆盖约两亿用户。

小米移动软件公司 MIUI 产
品总监马骥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介绍，小米公司在MIUI-8的应用
版本中推出了别开生面团队开发
的功能，并在微博的反馈上进行
了实时监测，发现有57%的用户
在讨论MIUI研发的时候，都在说
手机分身的功能。在马骥看来，
工作空间的推出可以让手机厂商
和软件服务商达到双赢。

应用和普及
尚需突破制约因素
目前，工作空间应用的普及还

有诸多制约因素。一方面是企业
的附加成本；另一方面是这种新技
术如何确保信息的安全，客户体验
和技术成熟度也需要引起重视。

冯天兵认为，工作空间最大
的问题就是隔离，在这里，工作的
任何东西都是受保护的，包括一
些特殊的加密，底层的数据隔离
等，这些都需要在技术上达到一
定的高度，否则起不到相应的作

用。所以手机系统要经常升级，
进行翻新，翻新越多，对安全的保
护性也越高，这就要求手机厂商
的系统迭代达到一定标准。

对于工作空间的应用是否会
增加企业的成本，尤其是现阶段
像别开生面的工作空间只有小米
MIUI的系统可以应用。段培力表
示，随着技术的升级和系统的渗
透，这个成本会越来越低。

中国电信上海镕天信息科技
公司的客户使用了小米手机叠加
的工作空间。“成本要比普通手机
使用略微增加，但会控制在10%
以内。”冯天兵告诉记者。

移动虚拟工作空间趋热 倒逼手机系统迭代标准提升
本报记者 崔敏

“数聚华夏 创享未来”中国数据创新行活动启动
5月25日，“数聚华夏 创享未来”中国数据创新行活动在贵阳

2017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正式启动。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共同指导，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
公室秘书处、贵州省大数据局以及SODA大赛组委会、中关村大数据
产业联盟、阿里云天池组委会联合承办，8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共同参与。据悉，“中国数据创新行”活动由贵州首发，历时一年，将
分别在贵阳、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中国国际大数据挖掘大赛、Sino
Open Data Apps中国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中关村大数据日主题
峰会等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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