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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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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当前国际现状下，金融服务业更倾向于发达国家，面对这一现状，国家政府看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的，全方面的促进金融

服务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为解决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问题，提供了方法和手段，稳定社会秩序，保持经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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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普惠金融和金融服务业发展背景

1、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背景

在起跑线上我国金融服务业与国际金融服务业相比处在落跑的

状态。除此之外我国金融服务业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导致其发

展较落后，其内部结构和各区域的发展不均衡，导致我国金融业成

为外资并购的重点。为符合国际金融经济发展大趋势，我国政府为

此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使我国金融服务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2、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普惠金融也发展的越来越快速，

政府对普惠金融的看重力度和投资力度也不断加大，对传统金融服

务业的覆盖范围也逐步变大。

在当前看来，我国普惠金融的针对对象大多集中在偏远的山区，

因为这些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更加需要得到外界的帮助。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结合普惠金

融业务大大的促进了普惠金融的发展。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 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服务业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数字普惠金融大大缩小了国民收入差距，为其提供便利服务

的同时，增加了收入来源，提高了生活水平，从而达到了脱贫致富

的目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体制使得社会的收入差距

更大，造成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然而普惠金融会遍及更多收入水

平较低的人群，使其也有一定的投资理财收益。

2、数字普惠金融为金融服务业实体经济的发展创新了发展方式，

使我国经济结构向平衡方向发展，因此，我国需要将更多的资源引

入到发展落后的地方，使其经济水平迅速提高，通过普惠金融使国

家各个地区达到经济平衡的目的。

3、数字普惠金融使我国的金融服务业紧跟国际金融业发展步伐。

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使金融业发展更迅速，并对我国金融业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更正确分析和解决金融服务业所存在的问

题，并且可以及时对金融业所出现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和方法，

从而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5 普惠金融不同于传统的金融服务业，开始更多的涉及到中小

微企业，同时，在数字普惠金融业的引导下，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更

加现代化，科学化，民众化。

三、如何实现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1、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为金融服务业的创新和发展注入了新

鲜‘血液’。它不仅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开拓金融服务业

融资渠道，扩大服务领域，而且可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可以根据不同客户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和

金融服务，从而使金融服务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1）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为中小微企业在融资方面提供更多途

径，从而减少其在融资等方面的压力。首先信用机构可以通过数据

征集信息，精准定位客户类型，更好的提供服务方式和金融产品，

使客户的利益实现最优化。其次可以通过云计算提供的信息，更好

的了解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更好的评价企业的信用

等级，加大对他们的资金支持力度，以此实现中小微企业与信用机

构直接融资，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的成本，使金融服务业更好的

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从而得到进步和发展。

（2）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服务系统和网络技术使金融服

务业更好的响应国家“乡村振兴”建设号召。那些农村低收入弱势

群体，可以通过大数据提供的银行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利率额度，

以及风险评估程度的信息，进行理性的小额贷款。同时，通过人工

智能服务系统选择适合自己的服务模式，实现个性化的需求，扩宽

农村低收入弱势群体的收入来源，达到精准扶贫的目的，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让金融服务业资源更加合理化，实用化，更好的为

人民服务。 

2、充分利用政府在金融服务业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在数字普惠

金融背景下，政府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鼓励金融机构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进行线上线下综合性经营，提供多样化，优质化，便利化金融

服务，完善服务机制，实现对客户的全方面服务，提高金融机构的

综合实力。加大对金融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制定和完善市场监管机制，

优化金融服务业结构，大力支持农村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1）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银行及信贷等金融机构的竞争实力

不断提高，采用线上线下的综合性经营方式，完善的金融服务机制，

以及多样化，优势互补的金融产品，规范的服务行为，优质的信用

评级，不仅得到大企业的融资支持，同时中小微企业也加大融资力度，

从而使其服务范围更广，整体实力得到加强。

（2）在政府制度的指导下，金融服务业的结构得到优化升级，

政府放宽农村银行及信用社的准入范围，支持农村低收入弱势群体

的小额贷款，采用货币信贷政策调节农村信用社的资金运行，完善

的市场监管机制使得农村金融机构办事效率提高，信用等级上升，

风险程度降低，服务水平升级，从而使金融服务业得到全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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