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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移动支付方式的迅速兴起，金融业

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逐渐向互联网金融的方向转型。现阶
段，我国的电商行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在线电子商务正逐渐跨
越传统商业模式，推动了传统金融的转型和发展。

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加强互联网平台公
司金融活动的审慎监管，确保金融创新在审慎监管前提下发展，
普惠金融服务质量和竞争力稳中有升。而我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
同时，不良贷款借机趁虚而入，资产利润率的下降、利率市场化
都使得利差变小，给银行业带来了一定风险，商业银行的业务经
营与盈利都受到了打击。

在一般人看来，互联网金融似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人
们很容易就接受并习惯了，但是对于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
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考验。在互联网金融的推动下，人们可以
通过互联网终端处理各方面的业务，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受到了
大幅冲击。因而，传统商业银行必需踊跃转变和提高业务能力和
盈利模式，顺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

新时代，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传统金融行业面临着未来向何
处去的问题。那么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互联网金融是“洪水猛兽”
还是“鲶鱼”？互联网金融企业是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
的？回答上述问题，对实现传统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
转型和升级具有一定的意义。

1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竞争与协同效应
互联网金融伴随着科技而来，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发生了

演变与拓展，在向金融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将业务拓展至金融领域，使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相结合，而诞生
的全新领域。

大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带来负
面效应和冲击。皮天雷等（2014）认为，它在渠道、信息等方面
拥有诸多优势，这些优势全方位对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形成冲击。
互联网金融产品具有更高的收益率，在短期内吸收了大量的资
金，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带来巨大的冲击。还有一部分学者认
为互联网金融不会从根本上冲击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对其长期
发展具有“鲶鱼效应”。王达（2014）、王超（2019）等认为，这
种冲击是短期的，从长期来看，两者在未来会走向合流，未来金
融发展的格局是两者在竞争中共存、在共存中竞争。

1.1　竞争效应：使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和金融地位受到较
大冲击

传统商业银行在金融业务中，资金中介是其主要职能之一。
而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商业银行重要的资金中介功能被削弱。互
联网企业自身来提供一个金融数据平台，金融交易由资金供需双
方自行搜索、并且可以自行交易，这使得传统商业银行的中介职
能被边缘化，盈利模式受到冲击。现如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
付、汇款等功能也已经非常完善，逐渐取代了传统商业银行的支

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竞争或是协同

胡雅亭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市，中国·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在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今天，其便利和高效的特性使得互联网金融平台被大众广泛地使用，传统商业银行的职

能逐渐被边缘化，经营效益受到了冲击。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迎来了极大的挑战，也获得了机遇。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

得出，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存在竞争与协同关系，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对实现商业银行稳步、可持续发展，以及其

与互联网金融的共生共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商业银行；竞争效应；协同效应

付职能，抢占了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市场。
1.2　协同效应：拓宽发展渠道促进商业银行转型升级
网络金融的发展，拓宽了商业银行发展渠道，扩充了业务

规模，同时也激发了更多潜在客户群。互联网金融交易更易于实
现个性化，更容易吸引客户，增加了客户依赖性，而且成本也大
大降低。2021年上半年，互联网用户规模已经达到9.83亿。传统
的商业银行将倾向于发展新兴的网络业务，利用大数据带来的便
利，投资风险被降低，超过了传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取代传统的
商业银行业务渠道，而传统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也逐渐被颠覆。

因此，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存在竞争与协同效应，即两者
在竞争中共存、在共存中竞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通过
对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回顾，旨在帮助商业银行进行转型，重新
规划发展路线，在市场的大浪淘沙中站稳跟脚。

2  结论与建议
针对上述结论，并结合我国特有的经济市场环境，笔者提

出如下三个方面可能的政策建议：
2.1　借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契机加快商业银行转型步伐
传统商业银行与新兴互联网金融企业应在互相竞争的同时，

考虑携手并进的可能性，共享技术与资源。互联网金融拥有大数
据统计、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掌握着丰富多样的交易信息和资
源，而传统商业银行拥有依赖悠久的历史积累下来的资本和与诸
多龙头行业的合作关系，在风险控制系统以及社会地位上拥有巨
大的优势。如果双方达成合作共赢的理念，进行合作通过分享资
源，那么就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加快商业银行的转型。

2.2　建立引导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风险防范机制
商业银行应加强对风险的能力保障，做好风险控制，完善应

急处理机制，加强信息的保密机制。同时，完善在信息技术下的
应急处理机制和自我恢复能力，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保障业务
的稳定持续运行。而互联网金融目前最大的风险来源之一就是缺
乏监管。针对这一风险，互联网金融有关部门应该有针对性地加
强监管，一是应正确引导互联网金融企业规范、健康的发展，建
立自律健康的行业风气，明确行业准入门槛。

2.3　加强对中间业务的创新
在网络金融时代背景下，现有的商业银行不应只关注中介业

务的大幅度创新，而应在对整个业务进行革新的中间过程中，提
升中间业务效率。在开发与信息技术、大数据、网络相关的金融
新产品时，提高自制产品的实用性的目标要得到重视，中间业务
的发展也要重点推进。在创新中间业务的过程中，为客户提供更
好的服务和产品，银行必须以主攻点为重点，确保客户忠诚度，
同时保证其自身在现代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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