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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很好地检验了中国

的数字科技在抗疫以及经济恢复中的作用。实践表

明，数字化转型让金融服务像水一样渗透到各个场

景和生态中，将金融产品嵌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过

程和个人的生产生活中，实现了为实体经济赋能，

助力实体经济复苏。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多

样的消费需求，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需要融入更多的

场景建设。疫情后期，中国要在全球格局中实现弯

道超车，从金融活动的载体货币到银行、证券、信

托等各类金融机构，都需要科技加持。

关键词：疫情危机；金融数字化；场景建设；实

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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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发展的基础是技术，技术的变革引起

思想的变化，最后落实到政策。疫情期间，从实体

经济部门，特别是企业自身的利益来看，技术的推

动力很强劲。但部分金融科技公司的“暴雷”，也

体现出思想体系中的混乱，表明金融数字化还有很

大空间。除了物理上的技术以外，制度的改进也是

一种技术。技术与经济实体互相作用，交织的力量

改变经济本身的生态，生态的变化又为金融数字化

创造场景。

疫情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重塑，技术、金

① 本文为 2020 年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疫情危机与金融数字化场景变革”分议题的会议综述。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主
持，演讲嘉宾有：邱明（罗汉堂资深专家），黄金老（江苏苏宁银行董事长、江苏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沈建光（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由中国银行研究院郑忱阳博士整理。

疫情危机与金融数字化场景变革
①

◎郑忱阳整理

融和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技术怎样融入金融

的场景建设，又是如何为金融业提供便利？科技公

司与金融机构合作的潜力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思

考，能够更好地让金融科技为实体经济赋能。

邱明：技术、金融和经济
目前，对于技术、金融和经济三者之间关系

讨论的核心关注点是，技术是帮助经济发展的工

具，还是经济是技术发展的表现。技术让经济提

质增效，经济让技术更新迭代，而金融是维系二

者的重要纽带。

技术和经济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经济可以看

作是进化的复杂系统，技术是为实现人类目的的手

段。从静态的观点来看，经济是生产、分配和消费

商品和服务的系统，其张力（价格）和流量（商品

和服务），根据新技术的出现而重新调整。从动态

制度的观点来看，广义的技术是目的性系统，构成

经济的整套安排（所有的制度和方法），包括市场

和定价系统、分配系统、金融系统、监管系统、法

律系统等。从生态的观点来看，技术构成了经济的

骨架，而博弈中的策略和决策、商品和服务的流动

以及投资活动则构成了经济的肌肉、神经和血液。

经济因其技术形成了生态，经济为新技术形成机会

利基，就如生态圈为物种形成生态位，当新技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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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后，经济体里的机会利基就会被填补。

数字技术为金融嵌入场景赋能。金融从传统线

下走向数字线上，主要表现为抽离实体经济、下沉

服务对象以及嵌入业务场景。金融的数字化发展是

逐步进行的，现代金融业主要为大型企业和中型企

业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资金规模扩大、流程标

准化，金融流程从工商场景中抽离。金融业的信息

化表现在金融服务开始面向诸如小微企业的中产阶

级客户，金融流程可以处理大规模数据，丰富风控

模型，实现支付个人化、全球化。数字时代的金融

流程实现了智能化和功能化，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的诞生，使支付更加多元化和便捷化，金融

服务嵌入业务场景中，金融中台服务于场景业务前

台。可信智能金融构建可信数据搜集平台，促使数

据资产化、资产数字化，为数字货币按下快捷键。

金融工程和金融数字技术的融合，增强了决策

的有效性。金融业的价值就在于把风险或损失确定

化。风险或损失在金融产品中是不可避免的，而金

融业可以利用技术创造出确定性高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并通过安全和便捷的方式提供给客户。金融工

程技术通过数字模拟、在线价值提高期权定价和衍

生品市场的确定性，使得市场数据可获得。金融数

字技术通过 AI 算法和规则，对风险进行感知和预测，

联合风控、实时监测场景数据，在复杂多样的环境

中实现智能化风控，增加用户数据的可得性。而二

者的相互融合则可促进用户决策的有效性。

现有技术在金融应用中的问题促使新技术发

展。AI 和大数据模型的结果可能具有不可解释的问

题，可解释 AI 技术应运而生。算法歧视、算法共

振或许会降低金融的稳定性，情景设计和压力测试

由此普及。技术和监管法规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

可能会抑制创新和行业的发展，多方安全计算和零

知识证明，有效解决了监管和创新的冲突问题。旧

技术出现问题并不是一件坏事，在某种程度上会衍

生新技术，让金融科技进一步为实体经济赋能。技

术和产业不可分割。经济和行业是技术的表达，行

业、经济与技术本身是不可分的。

黄金老：科技使金融服务更简单
相比零售业，传统银行的网点金融服务比较复

杂，成本高、用户体验有待提升。而科技可以使金

融服务更简单。

科技使三方支付开户更简单。传统的柜台开户

存在时效差、等待成本高、手续繁琐等问题，而线

上开户只需要输入手机号、姓名、身份证等信息，

即可绑定银行卡，人脸识别、无卡签约、OCR 识别、

CSI 反欺诈技术等，使得开户和密码更简单，节省

用户时间，提高客户体验。

科技使支付更简单。传统的线下支付需要随身

带卡、步骤繁杂、当面支付。而科技能够助力支付

体验升级。决策机器人进行深度模型计算、秒级故

障自愈、秒级最优路径选择，云支付平台联合多家

银行、无休止服务、调度能力弹性化，二者实现了

科技支付的“省时”。智能风险决策引领信息安全、

资损防控平台确保资金安全，实现了科技支付的“省

心”。智能营销精准推荐优惠产品组合、信用支付平

台实现先享后付，实现了科技支付的“省钱”。

科技使转账更简单。在风控技术支持下，通过

通讯录转账，传统六步转账流程缩短到三步，无需

记忆银行卡号。在便捷转账的同时，科技还能精准

识别风险，识别欺诈的设备，准确率达 95%。防盗

卡、盗账户模型，可多维度实现实时保护，确保千

万级账户的安全。统一支付平台可以反洗钱、反欺

诈，智能路由、批量对账。

科技使资金交易更简单。金融科技在资金交易

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推动了金融交易场所、

工具及交易执行流程日新月异的变革，使复杂的资

金交易更为简捷。场景层多元化，包括货币市场交

易、股票市场交易、固定收益市场交易、商品市场

交易和衍生品市场交易。应用层广覆盖，包括市场

咨询系统、交易系统、风控流程及结算系统。技术

层多样化，涵盖数据挖掘、区块链、人工智能、云

计算、数据仓库、5G 通信等。交易人员大幅减少，

交易效率快速提高。

科技使投资理财更简单。智能投顾为客户提供

低成本、个性化的在线投顾服务，实现一键申购、

一键赎回和自动调仓，帮助客户获得更高的投资收

益。精准的客户画像识别客户的风险类型，历史回

溯分析配置方案判断客户的购买意愿，一键购买建

立客户的资产配置账户，提供收益跟踪、一键调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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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明细完备等投后服务。

科技使财富顾问服务更简单。5G 让用户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交互设备都可以享受流

畅清晰的远程财富顾问服务。5G 使银行具备无处不

在的客户触达能力，低时延、高速率、大连接，可

以同时服务多个客户。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没有必

要在繁华的市中心建立高端的理财中心，这个成本

节约下来可以回馈给客户，财富顾问也可以更简化。

科技使小微贷款更简单。利用大数据收集小微

企业信息，推广营销机器人，融入多种场景，建立小

微风险审批模型体系，简化小微企业的贷款审批流程。

贷中实时监控小微企业信用风险，贷后利用智能催收

全方位管理，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仅是政策推动，更

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使其有能力为成千上万的小微

业主提供实时的贷款服务。

科技使风控更简单。过去的风控由于侦测工具

落后，人工分析数千张报表，时间长、效率低、准确

性差、系统故障恢复时间不可控。现在的风控是基于

大数据和 AI 技术的侦测平台和多层防控体系的算法

模型，采用流水线式的策略，主动发现风险并进行自

我修复，实现小时级研发、秒级监测、秒级治理。目

前，信贷风险防控最重要的是对场景的理解，没有对

场景的深入分析和判断，就会出现重大的操作风险。

科技使消费贷款更简单。应用多个场景化模型

进行个性化风险评估，摆脱了过去多证件、多手续、

到网点的复杂流程，利用线上销售平台精准营销，

只需在手机上提出申请，信用风险矩阵检查还款能

力和意愿，授信审批使用信贷决策引擎，贷中监控

和贷后催收无缝衔接。数字化在识别客户、信贷决

策方面具有绝对优势。

科技使 IT 基础设施更简单。金融科技能够云

化基础设施，大幅度降低基础设施投资、信息系统

开发和运维成本。银行业务搭乘了“金融云”的快车，

服务更高效、成本更低。

沈建光：科技对金融生态的作用
疫情期间，消费者可以在手机上进行存款、付

款、贷款，还可以买保险、理财，很多金融一体化

服务都是在线上操作的，整个中国金融行业，包括

各大银行，甚至所有的银行，都在推出移动端的终

端服务，线上金融服务场景越来越丰富。数字科技

公司也体会到，在疫情后，更多的场景是数字化给

科技企业带来的机会。

TIE（联结模式）助力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

京东数科创造了新的数字服务理念，称作联结模

式，即 TIE 模式。T 是技术（Technology），I 是行业

(Industry)，E 是生态 (Ecosystem)。从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人脸识别、生物识别等新技术突破，

了解金融行业的相关知识，构建适合各类客户的场

景，“科技 + 业务 + 生态”三个维度对应的正是客

户的不同诉求。京东数科的八大服务场景，为银行

提供了一站式、综合化的服务方案，实现了 TIE 模

式的落地和可复制。

科技公司和银行合作有巨大的机会。科技公司

能够提供新技术、新场景，银行的牌照和资金来源有

最强的优势，二者互惠互利、互相提升。科技公司

可以帮助银行捕获较难服务的长尾客户，通过分析

客户的场景，比较精准地刻画出其偿还贷款的能力。

科技公司在服务政府的智慧城市项目方面也能够给

银行带来一定的业务机遇，打通政府庞大的数据网

络，例如，出行数据、医疗数据、政府服务数据等，

实现产业数字化，为金融业提供优质的企业客户。

生态圈伙伴对金融机构至关重要。京东数科通

过 TIE 模式，向商户与企业、金融机构以及政府，

输出数字科技能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让各类服务

群体形成一个生态圈，并使整个产业链串联起来。

金融机构在其中不仅与京东数科一家企业合作，还

可以触达整个生态圈的企业和个人，甚至包括各个

城市的客户，从而大幅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益，在风

控、获客、促活、消费金融、企金、资管等金融服

务方面更精准。

“十四五”规划中，国家把科技创新放在了非

常重要的位置，特别提到了要全面提升金融科技的

能力，同时，要提高金融行业的普惠水平。大型的

互联网公司通过 TIE 模式，可以与银行实现更紧密

的合作，互联互通，形成一个生态圈。一方面，为

消费者、企业、政府或者金融机构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效益提升以及促进普

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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