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开发、成
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
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
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性安
排。金融科技不是个新鲜事物，是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而出现的
历史产物，近年来新技术的迭代更
新速度更加频繁，社会大众的感受
认知更加深刻，对金融领域的影响
范围更加扩大。新技术在金融领
域的广泛应用和深度推广极大地
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服务能力和效
率，有利于解决或缓解长期困扰我
们的一些普遍性金融难题。

现实发展路径要顺序做到以
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不忘初心，把握服务实
体经济的本质。

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关注的
对象不同，最终都是殊途同归于服
务实体经济的天职和宗旨。金融
科技在解决不平衡，推动普惠金融
发展。科技金融在解决不充分问
题，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面能发
挥更大作用，强调技术、制度融合
推进实体经济质量。

二是在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底线上优化科技与金融的融

合。
金融创新推动三次科技革命，

打破传统行业产业边界，解放思
想，通过新技术应用、提升服务效
率，助力新经济、打造新动能。

要平衡解决传统痛点和风险
度的问题，即因技术试错带来的金
融风险，因技术的颠覆性带来的风
险，因技术的本身特性而带来的风
险，因科技边界越发模糊带来的风
险，金融科技引发金融基础设施深
刻变革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三是创建科技和金融结合的
生态并成为“双创”工程的核心结

构。
通过科技体制机制的改革创

新，特别是解决政策制度层面的历
史弊端，释放科技活力和经济潜
力，为市场培育和发展更多有潜力
的项目、企业和产业。加速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金融制度体
系变革，为尽快转向创新驱动的经
济提供动力。

（本文根据长白山金融研究院
院长、深圳公私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吴松在第十四届中国企业发展论
坛暨2017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峰会
上的演讲编辑整理。）

吴松：科技金融的现实路径

我是一名职业律师。我们颐
合中鸿做非诉讼比较多，曾经帮
助投资公司的老板化解了牢狱之
灾，也帮助成百上千的投资者把
原本要损失掉的资金给挽救回来
了，我们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方面做了好多实际的工作。

金融业对风险防范有较为成
熟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积极借
鉴金融风险防范经验，对于建立
健全社会风险应对机制，提高社
会风险管理科学化，具有重要意
义。

12 月 10 日《人民日报》刊登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时提到“超
前运营，力争主动”。

今天会议的主题就契合这次
中央金融会议的精神，《中国企
业报》在快速贯彻执行中央精神
方面已经走到了前面，树立了榜
样。

我建议《中国企业报》以后有
关“数字中国”的话题越多越好。

（本文根据北京颐合中鸿律
师事务所创始人、管委会主任迟
键在第十四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
暨2017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峰会上
的演讲编辑整理。）

按照国际金融治理权威机构
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定义，金融科
技属于用新的技术改进金融体系
效率的行业，核心是科技。科技
主要体现在互联网和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等，
将会对金融的创新产生一定的影
响。

“金融创新”这个词也不是今
天刚有的概念。我们一直在强调，
早期金融创新是产品方面的创新，
今天可能更多体现在技术上，所以
金融科技这个概念更为突出。其

对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包括金融
机构业务模式和产品金融服务方
式产生重大的影响。

金融监管广义上可以从这样
几个方面理解，金融监管包含政府
监管、行业自律、企业内控、社会监
督、大众治理，最核心最有效的应
该是属于政府监管。金融等各个
行业都有行业协会，行业自律也在
开展，企业内控也在做。强调监管
的时候更多是指政府监管。监管
的体系有这样几个要素组成：监管
目标、监管体制、监管内容、监管方

式和监管手段。
金融科技的发展造就了监管

科技，高科技促进监管科技的发
展。这对监管能力、监管水平、监
管手段的运用提出了挑战。具体
到对监管体系的影响而言，主要方
面是监管目标，监管目标没有变，
一定还是考虑保护金融消费者和
金融风险控制、金融秩序稳定的问
题。创新中心也好，创新加速器也
好，前提都是鼓励创新的同时要保
证风险可控。

市场监管主要考虑的是真创

新还是假创新，我们鼓励真创新。
金融创新能解决一些金融服务的
空白，提高金融的效率，这个我们
是鼓励的。有些假创新，如监管套
利，是要大力整治的。从这个角度
来讲，应该界定好哪些是金融领
域。

（本文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民商
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市法学会
互联网金融法治研究会常务理事
郭宏彬在第十四届中国企业发展
论坛暨2017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峰
会上的演讲编辑整理。）

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归本源，
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真正
让金融的本质、宗旨回到金融为
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上来。

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看要完
成三大任务：一是要将服务实体
经济作为根本目的，二是将防控
金融风险作为核心目标，三是以
深化金融改革为根本动力。这正
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设
立之后的三大任务，并且将以问
题导向协调推进，狠抓落实。

中小企业在全国有 4500 多

万家，而这些企业恰恰占金融业
的企业类客户中的99%比重，这
么大规模的体量，它既是银行、
担保、小贷等金融机构最大的贷
款客户，同时更是我们最大的存
款、理财、投资、保险、上市资源
和金融业利润来源的衣食父母。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
作为血液应要求其洁净、流动、
再生。这正是金融业的“三性原
则”：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与一行三会正在制定全新的金融
监管统筹协调机制，以在金融监

管机制上的“三性”来实现金融
时效上的“三性”，也就是以权威
性、有效性、统一性来实现专业
性、交叉性和穿透性。并且提出

“三个严”来完成“三个管”，且绝
不手软。

金融和中小企业的关系上，
一方面是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
构，依规对企业客户进行信用评
定、尽职调查、第三方评估、有效
资产抵押质押、担保授权及再担
保，形成真实、有效、审慎的风险
防控。

另一方面是从企业的角度来

说，众多的小微企业、科技企业、
“双创”企业从企业自身要依法
经营、依规融资、量力而行，并且
要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积累良
好信用来把控融资的风险，真正
使自己成为银行可信赖的优质客
户。这两个领域一起发力，才能
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添砖加
瓦。

（本文根据北京市产业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张一平在第十四届
中国企业发展论坛暨2017中国
金融科技创新峰会上的演讲编辑
整理。）

郭宏彬：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监管体系的挑战

张一平：完善金融监管需完成三大任务

迟键：借鉴先进经验防范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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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监管现状及法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