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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金融市场的一大重要风险特征是传染性，其具有较强的破

坏性，金融系统会由此面对一定的发展危机。金融传染的出现

对国家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提出了新挑战，在金融一体化深入发

展的过程中，国家相关性不断提高，危机传播速度进一步加

快，金融监管面对的挑战与风险逐渐加剧。

金融科技最近几年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受到了国际监

管机构的高度重视。金融科技产业从产业规模而言投资额、成交

数等不断增长，发展迅猛。金融科技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在推

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可以对消费者利益提供切实保护，推动国

家创新战略的进步与发展。金融科技一方面可以为金融市场的良

性有序发展注入发展活力，实现改革创新；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对

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增加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风险与挑战，金融业态由此向着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存

在很多潜在风险。

1  理论概述

1.1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是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体，一般在金融企业得到相对

广泛的应用，是金融行业发展新业态。从发展阶段而言金融科技

的三大发展阶段分别是：金融IT、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3.0。

金融IT阶段金融行业主要对传统IT的相关软件进行利用，通过

自动化、电子化办公实现业务效率的全面提高。该阶段还没有实

现IT技术与金融公司业务的直接联系；第二阶段互联网金融阶

段，金融企业对互联网渠道进行利用实现数据信息的海量汇集，

改革传统金融渠道，金融科技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三阶段金融业

对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进行利用，改变传统金融信息

的采取，对信息传递过程中金融机构的角色扮演进行更新，全面

提高传统金融效率。

1.2系统性金融风险

1.2.1系统性金融风险内涵

系统性金融风险指的是系统性事件冲击、损害与影响了整个

金融系统，影响金融系统功能，向实体经济传播负面效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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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下方面重点注意：其一波及范围，一旦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以及宏观经济。其二传染过程，系统性金融

风险的传播会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影响整个金融市场。其

三实体经济影响，需要对实体经济遭受的系统性金融凤霞影响后

果重点关注。

1.2.2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征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本特征是广泛性、负外部性、破坏性。

负外部性指的是经济活动开展过程中主体之一对主体二产生的不

良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在受到冲击的时候遭受牵连的

现象。广泛性主要用来形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波及范围，系统性

金融风险会对系统中的每个个体产生影响。危害性是系统性金融

风险的显著外在表现。会对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以及实体经济的

安全发展产生威胁与影响。

2  金融科技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表现

2.1创新性

金融科技创新性指的是金融机构创新融资方式以及产品，在

信用风险增长过程中不断累积发展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顺周期

效应、羊群效应等会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2.2关联性

金融科技关联性指的是对金融科技进行应用的各金融企业、

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行业交叉污染的风险选哪个

进一步提高，最终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全面性、直接性提高。

2.3监管趋避性

监管趋避性指的是金融科技具有的基本特性是对传统金融活

动监管进行有效规避，监管力度较小会使得金融科技活动活跃度

进一步提升，增加了法律风险以及信息技术风险，系统性金融风

险也由此会受到较为直接的影响。

3  金融科技防范系统性风险建议

3.1明确严品创新的实质

金融科技产品的风险防范要点是对产品表面的业务形态实质

进行辨别，对资金链起点、资金中间流动等进行准确连接。以实

质大于形式的基本原则低特务性质进行判断。以法律属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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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等为依据进行监管原则的基本明确。金融科技产品的属性

较为复杂，具体的如可以在资产管理过程中用智能投顾替代传

统基金的金融属性。监管过程中对的监管重叠现象比较容易导

致资本套利问题的出现。所以需要针对金融科技属性产品进行

监管标准的统一制定，以免出现金融风险。

3.2建立风险预警模型

金融科技的基本运作特点：跨机构、跨行业、跨业务。数据

驱动是其发展核心，数据质量、数据标准面对的要求较高。监管

机构需要对数据标准、数据定义进行统一规定，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数据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保证数据信息的共享性、互通性、

连接性。通过大数据梳理分析数据中的物流、人流、资金流等相

关信息。比较分析历史数据与新数据，进行预警风险要素的筛

选，从行业特点出发进行风险预警模型的针对性构建。新建的风

险预警模型需要具备的基本功能是可以对动态信息进行实时分

析，对异常数据流提前发现，对异常经济活动发挥预警监测作

用，及时预防、处理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

3.3构造金融科技良好生态系统

金融科技的关联度提升目前只是停留在机构层面，在机构相

关性提高的过程中行业交融程度会进一步加深。实现金融生态预

防系统的行业良好构建预防金融风险传播，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

动力。金融生态系统的良性有序运转会使得系统风险防范范围进

一步扩大金融科技由此具备有足够的创新发展空间。由此实现风

险与创新发展之间的均衡。企业、监管机构之间的良性有序互

动沟通可以对金融科技企业的业务实质、业务种类等进行提前

了解。企业、金融市场在积极的政策引导下可以更好的进行沟

通渠道，风险防范渠道等的建立，金融科技公司、监管机构

等之间的交流合作可以推动金融科技的融合。

3.4大力支持监管科技发展

金融的创新发展，新技术的市场融合要求新监管技术需要得

到突破性发展，紧跟制度改革。对技术手段进行利用实现金融

科技的风险合理预估，与此同时监管技术也需要在一定的政策

指导下进行，具体的如网站的建立、跨部门合作等。对法律

文件的监管使用范围做具体明确，确定可放宽的监管规制，金

鼎金融科技、金融监管领域的高素质人才培养。

4  结论

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全球范围内

开始席卷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科技领域、金融领域实现了有机融

合。在现实中对金融科技进行系统性应用于风险防范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要想广泛应用金融科技需要对其实施有效监管。本文

从金融风险传染性角度出发对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风险的系统性

表现进行针对性研究分析，由此使得金融科技应用过程中的风险

管理可以具备有一定的依据指导。本文在金融科技背景针对金融

风险防范监管进行了系统性、针对性改进建议的提出，旨在为金

融科技发展提供支持与指导，实现金融科技监管体系的切实有效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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