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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市场现状与趋势演变
■ 伏跃红 徐 枫 施红明

国 际金融危机以来 ， 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和金融监管趋严为金

融科技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 际遇 。 中国 在世界金融科技舞台 占

尽先机 ， 不仅吸纳了数量最多的金融科技投资 ， 而且培育出质量

最高的金融科技企业 。 未来数十年 ，
金融科技将重塑金融业客户

行为
、
商业模式和金融结构

，
对金融价值链所有环节都将产生广

泛而深远影响 。 本文 系统梳理金融科技概念 内涵及发展历程 ， 进

而对金融科技总体市场和互联网支付、
互联 网借贷

、
互联网保险

等典型业态进行现状分析和趋势判断 。

金融科技总体现状及趋势

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现状

中 国培育最多 的金融科技 巨无霸 。 ２０ １ ８年 １ ０月 ， 毕马威联合

金融科技投资公司 Ｈ２发布全球金融科技 １
００强榜单 。

一

是中美企

业角逐榜单前列 。 规模排名 前五的企业分别是蚂蚁金服 、 京东金

融 、 新加坡Ｇ ｒａｂ 、 百度和 美国Ｓｏ Ｆ ｉ ； 数量排名前五的 国家分别

是美国 １ ８家 、 英国 １２家 、 中国 １ １家 、 澳大利亚 ７家和新加坡６家 。

二是行业竞争持续加 剧 。 ２０ １ ８年金融科技企业 １
００强榜单覆盖 ３ ６

个国家
，
比２０ １６年增加 １ ４个 。 其 中

，
４ １家企业诞生于新兴市场 。

三是支付企业主导行业 。 业态排名前三分别是支付企业 ３４家 、 贷

款企业２ ２家和保险企业 １２家 。

中国成为金融科技最大吸金石 。 ２０ １ ８年 ７月
，
零壹财经 发布

２０ １ ８年上半年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指数与投融资报告。 从交易 数量

看 ， 全球至少发生 ５６９笔金融科技投融资事件 ， 中美 印分别为３ ２ ９

笔 、
８ ０笔 和 ７０笔 。 从交易 金额看 ， 全球 金融科技企业融资总额

２７６０亿元 ， 中美 印分别为２ ３００亿元 、 １
９９亿元和 １ １

７亿元。 从聚集

业态看 ， 区块链企业备受投资者青睐 ，
共获得２ ２ ２笔投资

，
累计

投资额超过 １
６４亿元 。

金融科技未来发展趋势

监管宽严决定金融科技颠覆性 。

一

是 中 国金融监管相对宽

松 ， 蚂蚁金服等科技巨 头直接重塑银行 、
保险和 资管等金融业

态
。
二是欧盟内部监管规则趋 同 ， 颠覆者贏家通吃。 以汇款业务

为例 ，

一

个欧盟成员 监管审批适用于其他２７个成员国 ， 此举鼓励

许多英国初创跨境支付公司向邻近欧盟 国家扩张 。 三是美国监管

流程烦琐分立 。 以汇款业务为例 ， 在美开展金融业务需要获得各

州政府的汇款许可 。
金融科技企业应该适应不 同地区 的业务监管

法规差异
，
谨慎选择市场进入 。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 日 趋理性。

一

是 技术决定论被破除 。 从

实践情况看 ， 市场终极获胜者并非建模方法最新 、
算法最复杂企

业
， 而是将先进技术 、

独特数据与业务深度融合企业 。 以消 费贷

款平台为例
， 更多的是釆用迭代学习稳步改进业绩 ， 而非

一步跨

越到 人工智能 。
二是用户体验并不安全 。 早期金融科技企业开发

适应性强的应用软件就可凭借 良好的用 户体验获取客户 ， 但 目前

多数金融机构 已经完成零售用 户体验转型。 随着 良好用户体验成

为常态 ， 客户 需求将逐渐转向金融科技产品 。 四 是投资者更加 关

注基本面 。 金融科技行业融资高峰期已过 ， 投资者开始重视规模

和 利润等成长性 。 ２０ １ ７年初 ， 金融科技 创业公 司 投资交易只有

６０００笔
，
较２０ １ ４年峰值减少５４％ 。 融资 门槛上升将增加 盈利模式

不清的企业资金链断裂 风险 。

金融科技格 局开始扭转 。

一

是传统金融机构开始逆袭 。 不

少传统机构开始 涉足金融科 技 ， 在非核心业务 或 区域业务试水

数字产 品 。 以智能投顾为例 ， 瑞银在部分市场推 出智能理财平

台Ｓｍ ａｒ ｔＷ ｅａ ｌ ｔｈ
，
摩根士丹利推出数字财富管理平台 Ａ ｃｃｅ 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ｎｇ 。
二是传统机构 和颠覆者相互渗透 。 国际市场方面 ， 两

者合作增加势头迅猛。 例 如 ， ２０
１
７年摩根大通公司与ＯｎＤｅｃｋ 、

Ｒ ｏｏ ｓｔ ｉ ｆｙ 和 Ｓｙ ｍ ｐｈ ｏｎ ｙ合作 ；
２ ０

１
７年荷兰 国 际集 团旗下 ＩＮ Ｇ

Ｖｅｎ ｔｕ ｒｅｓ基金与借贷平台 Ｋａｂｂａｇ ｅ结合向欧洲推 出 中小企业贷款

服务 。 国 内市场方面 ， 金融机构与科技生态圈合作 。 例如 ， 中国

银行与腾讯公 司共建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 ； 建设银行 、 阿里 巴

巴和蚂蚁金服共商银行体验数字化方案 。 三是 中 国金融科技生态

日 益强大 。 欧美金融科技企业通常只 关注垂直领域。 例如
，
美国

ＰａｙＰａ ｌ和Ｓｔ ｒ
ｉｐｅ主攻在线支付 ， Ｂｅｔｔｅ ｒｍ ｅｎｔ和Ｗｅａ

ｌ
ｔｈ ｆｒｏｎｔ专注数

１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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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财富管理 ， Ｌｅｎｄ ｉｎｇＣ ｌｕｂ和 ＳｏＦｉ则提供另类借贷服务 。 中国

金融科技企业是科技巨头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 ， 业务覆盖整个价

值链
。
例如

，
蚂蚁金服提供Ｂ２ Ｃ金融科技解决方案 ， 产品包括针

对在线支付的支付宝 、 针对投资的余额宝 、 针对数字银行和借贷

的网 商银行 ； 腾讯金融则通过财付通 、 微众银行等提供全方位数

字金融服务 。

互联 网支付现状及趋势

互联网支付市场现状特点

金融科技推动支付业态升级 。

一

是提升支付结算创新活力 。

金融科技将云计算等技术 引人 支付清箅产品 体系 ， 推动产品创

新动力 。
二是提升支付清算风控能力 。 随着支付业务边界更加模

糊 、 服务更加虚拟化 、 经营更加开放 、
支付风险更加 隐蔽 ， 应用

监管科技可 以更好地感知风险态势 ， 更准地甄別 风险隐患 ， 更

快釆取风控措施 。 三是提升支付清算普惠水平 。 金融科技更大程

度消除因使用 成本 、 文化程度 、
地域 限制造成的鸿沟 ，

为突破普

惠金融发 展瓶颈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 。 四 是提升支付清算业务

效率 。 金融科技满足长尾客户新需求
，
适应互联 网渠道交易高并

发 、 多频次 、 大流置特征 。

盈利点来源于金融增值业 务 。 互联网 支付只 是导流入 口
，

企业盈利应该聚焦 于增值服 务 ， 如信贷融资 、 投 资理财等 。 以

ＰａｙＰａ ｌ为代表的美 国公司和 以支付宝 、 微信等为代表 中国公 司实

践表明 ， 互联 网支付企业商业模式 ：

一

是基于虚拟支付账户 ，
向

商家或用户 收取支付服务 费 Ｉ

二是依托场景和账户
，
向用 户收取

提供衍生金融服务并获取收入 。 ２ ０ １ ７年Ｐａ ｙＰａ ｌ贷款利息等增值服

务 收入贡献了营业收入的 １ ３％ 。

互联网支付发展趋势

支付市场结构将发生变化 。 《全球支付报告 （
２ ０

１
５

）
》 预测 ，

未来 电商稳步发展将会增加 电子钱包支付最 ， 但近场支付等新兴

技术应用 则 会稳定传统银行卡支付市场份额 。 从全球移动支 付

看 ， 新的移动支付供应商不断入场 ，
Ｐａｙ Ｐａ ｌ

、
Ｍ ａｓｔｅｒＰａｓｓ

、
支付

宝等机构分割市场格局将会打破。 从国内 移动支付看 ， 包括支付

宝 、 银联在线 、 微信支付 、 京东支付 、 苹果 支付等 多家机构将共

同主导移动 支付市场 。

支付应用技术升级将加快 。 从硬件设备看 ， 智能手机成为主

要移动支付载体 ， 其他移动 支付工具 ， 如智能手环等难以冲击其

主导地位 。 从软件技术看 ， 移动支付趋势包括 ：

一

是近场支付技

术应用更广泛 。 随 着智能手机市场 占有率提高 ， 近场移动支付成

为移动支付平台商业模式创 新的技术载体 。 二是生物特征识别将

成为重要移动支付安全技术 。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不仅包括指纹识

别 ， 还包括Ｄ ＮＡ 、 声音 、 面部特征和静脉识别等 。 三是云计算

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支付场景争夺将更加激烈 。 移动 支付
、
信用 卡 、

电商公司

和传统商家已经形成相互交织的复杂支付体系 。 随着移动支付技

术逐渐趋 同 ， 支付场景争夺将成为 关键 。 消费者对支付场景适应

性 、 偏好度和粘性 ， 决定着提供该类支付场景机构将成为支付体

系的 未来主导者 。

数字货 币基础 不 断夯实 。 数字货 币源于金融脱媒 ， 减少消

费者和商家之间货币 交换
， 最终交易成本下降和交换效率提升。

从支付机构角 度看 ， 移动支付技术创新提髙数字货 币运营机构支

付服务效率。 从消 费 者角 度看 ， 数字货 币不断深入工作和生活场

景。 随着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移动支付应用 创新 加快 ，
数字货 币

应用范围将更加广泛 。

互联网借贷现状及趋势

国内外Ｐ ２Ｐ网贷业务模式

国外Ｐ ２Ｐ网贷业务模式包括 ：

一

是竞标匹配模式 。 以英国 网

络小贷平台Ｚｏｐａ为例
，
运作模式是 由 出借人报 出 期望贷款利率参

与竞标后 ， 利率较低者胜出 。 二是批置 出借人 ＋小额借贷模式 。

以美 国小贷平 台Ｋ ｉ
ｖａ为例 ， 运作模式是平台根据 前期贷款偿还情

况 、 贷款金额 、 经营时间 等对借款人进行分级 。 贷款金额募集完

成后 ， 平台将贷款金额转给当地合伙人 。 当地合伙人负责寻找 、

跟踪和参与管理企业 ，
以及支付和收集贷款金额 。 到期贷款收齐

后 由 当地合伙人返还平台
，
平台再将资 金返还给出借 人。 三是

区贷款服 务模式 。 以Ｌｅｎ ｄ ｉ
ｎ ｇＣ ｌｕｂ公司 为例 ， 运作模式是通过

社交网络及在线社区平台聚合借款人和 出借人。 根据 Ｆ ＣＯ信用分

数等信息划分借款人信用 等级 ， 进而确定贷款利 率 。 美 国 Ｐ２Ｐ网

贷平台仅作为信息 中介 、 不进行担保 。

国内 Ｐ２Ｐ网 贷业务模式包括 ：

一

是类信用 卡模式 ， 向无信用

卡用户 提供高息信用额度 ，
或向有信用卡 用户提供额外髙息信 用

额度 。 二是类资产证券化模式 ，
标的来 自 金融机构或者其他准金

融机构资产 ， 经过标准化或份额化处理通过平台销售 。 三是类担

保债权模式 ， 购买借款方发行担保偾券 ， 风控依 靠第三方提供保

证担保 、 质押 ． 抵押等增信措 施。
通 常投资标的较大 ， 特别是涉

及不动产抵押情形。

国内 Ｐ２Ｐ网贷平台隐患诸多 ：

一是部分Ｐ２Ｐ平 台不具备征信

条件 。 银行部门个人信用 数据不完全对 Ｐ２Ｐ平台开放 ，
Ｐ２Ｐ平台

难 以验证借款人信用 程度 。
二是部分Ｐ ２Ｐ平台信贷审核不完善。

Ｐ２Ｐ平台主要依靠线下审核员验证借款人银行资金流动 、 资产 以

及工作信息 ， 平台风控如 同虚设 。 三是借款人缺乏契约精神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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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商业信用理念 尚未深入 ，
很多借款人选择耍赖拒还。 四是部分

抵押物风险 ， 包括抵押物估值稳定性 、 变现能力及真实性等 。

国 内 Ｐ２Ｐ网贷发展趋势

Ｐ２Ｐ网贷合规成本将提髙 。 专项整治前 ，

一

些机构 出 于监管

套利甚至 自融欺诈等 目 的进入网贷行业 ， 同时投资者普遍缺乏经

验难以辨别投资项 目 的真伪 ， 引 发大量社会问题。 专项整治后 ，

资金存管、 信息安全 、 信息披露 、 系统对接等都将导致合规运营

成本大幅上升 。

Ｐ２Ｐ网贷行业集中度上升 。 从存量角 度看 ，
经济下行压力 加

大意味着高收益资产减少和 Ｐ ２Ｐ网贷行业增速下降 ， 投资行为激

进的Ｐ ２Ｐ企业将会 消 失 。 从增量角 度看 ， 专项整治抑制 新平台野

蛮增长态势
，
实力 较强的社会资本进人Ｐ２Ｐ网贷行业更加谨慎 。

金融科技应用更加普遍 。 Ｋ块链 、 大数据 、 云计算等在网 贷

行业线上营销 、 数据储存与分析 、 风险控制 、 贷后管理 、 不 良 资

产处置等环节作用 明显 。 例如
，
大数据和云计算针对债权人和偾

务人双方特征精准画像 ，
提高Ｐ ２Ｐ网贷风控效率 。

又如
， 区块链

技术提高数据存储效率和交易安全显著 ， 成为 Ｐ２Ｐ网贷行业的监

管科技工具 。

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加快 。 Ｐ ２Ｐ网贷企业方面 ， 专项整治

行动加快Ｐ２Ｐ网贷平台转型 ， 但前期高速发展形成的产品互联 网

化 、 资金渠道线上化 ， 大数据征信等经验 ， 有助于传统金融机构

业务标准化 、 金融基础设施更新 、 信息科技全面升级 。 传统金融

机构方面 ， 宏观经济持续下行对金融机构信贷产生 冲击 ， 但资金

端和线下渠道优势明显 ， 有助于Ｐ２Ｐ 网贷企业弥补资金和 资产等

短板 。 Ｐ２Ｐ网贷企业和传统金融机构合作表现为 ： 资金端方面 ，

部分平台减少线上融资转而 聚焦线下业务 ， 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

获取低成本资金 ， 或借助资产证券化滚动存量资产获取资金 。 资

产端方面
，
部分平台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 ， 针对客户和场景特征

创新风控模式获取借款人。

互联网保险现状及趋势
互联网保险经营模式

互联 网保险使保险产品 更易于理解 ， 购 买流程简单化 。 互

联网保险公 司推广销售渠道包括线上官网 、 第三方平台 、 搜索引

擎 、 社交媒体引流等 。 客户 可以通过网站和手机查询保费 、 与 聊

天机器人交谈 ， 自 行完成核保流程 ， 在线投保并生成保单。 以健

康险公司Ｏｓｃ ａ ｒ为例 ， 用 户 可以在线浏 览对医生 的评价并挑选医

生 、 在线问诊 、 了解基础护理团 队等 。 索赔结算环节 ， 互联网保

险公司通过数字化技术使得客户理赔流程更智能化和快捷化 。 以

众安保险为例 ， 将退货运费险嵌入淘宝消费场景 。 用 户退货时只

需将商品寄回并填写快递单号 ， 系统将 自动启动退货运费险理赔

并返还运费 ， 无须人工 申请理赔 。

互联 网保险数字化重塑保险产品各环节 ， 增强风控能力 。 定

价环节 ， 众安保险基于淘宝消费场景推出退货运费险 ， 基于 电商

大数据消费行为动态定价 ， 参考用 户性别 、 历史购买行为 、 单次

购买 同类商品件数等数据 ， 改变传统财产险产品定价方式 。 营销

环节
，
Ｓ ｉ
ｎｇ ａｐｏ ｒｅＬ ｉ ｆｅ公司 通过Ｄ２Ｃ模式在线销售寿险产品

，
促

进寿险市场 无纸化销售 。 美 国健康险公司 Ｃ ｌｏｖｅ ｒＨ ｅａ
ｌ
ｔｈ为６５岁

以上老年人提供健康险 ， 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慢性病客户进行风险

识别和慢性病管理 ， 使原本不可保的群体变得可保 。 索赔结箅环

节 ， 众安保险推出 首款基于智能设备的运动大数据健康保障计划

“

步步保
”

，
通过用户手机采集每 日 运动步数 ， 并根据运动情况

奖励用户保费折扣和增加保额 。

互联网保险发展趋势

互联网 巨头迅速抢滩保险市场 。 互联网 巨头掌握海量数据资

源 、
善于洞 察用 户需求 、

拥有强大的技术力量 ， 通过提供技术和

连接客户渠道为保险业赋能 。 国外互联网企业 ， 例如 ，

Ａｍ ａｚｏｎ

推出 产品ＡｍａｚｏｎＰｒｏｔ ｅｃｔ为购物承保 ； 推 出智能助手Ａｌｅｘａ
， 精

准刻画客户群行为 。 国 内互联网企业 ， 蚂蚁金服与平安 、 腾讯共

同发起众安财险 ， 推 出车险分 、 定损宝等工具 ， 腾讯收获首张保

险代理牌照 ， 与泰康集团合作在微信上线微 医保 ， 涉足互联 网健

康险行业 。

技术公司推动保险科技发展。 例如 ， Ｉ ＢＭ推出 Ｉ ＢＭＷａ ｔｓｏｎ

商业认知平台 ， 提供大数据和分析解决方案组合 ， 推动保险行业

商业认知能 力提升 。
又如 ，

Ｃ ａｐｔ ｒｉｃ ｉ ｔｙ为保险公 司提供数据转换

工具 ， 帮助提高识别 与分析能力 。 再如
，
同盾科技为保险公司提

供第三方智 能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

传统行业巨头布局保险科技 。 例如 ， 中 国电信与 人保寿险合

作 ， 开发基于４Ｇ 技术的保险金融创新产品 。 又如
， 戴姆勒建立保

险服务公 司
，
联合传统保险公司为车主提供定制 化保险服务 。 再

如
，
沃尔玛推出 产品保障计划 ， 为顾客购买产 品提供保障 。 ？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 国网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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