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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创新发展驱动力探索
陈　雄　连道萍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 361111）

摘要：金融科技是科技驱动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离不开新兴科技的应用。本文通过对新时代金融业应用新兴科技进行金融创新的

案例分析，探究金融科技产生的诱因，探索金融科技发展的驱动力，力求为新时代科技与金融的创新融合寻求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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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科技在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和无线通

信等现代信息技术领域蓬勃发展。金融业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

的金融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产业和电子商

务行业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或渠道优势进行金融创新，倒逼金融

改革创新。按金融创新所应用的关键技术来区分，我国金融业经

历了“金融信息化”“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三个阶段。

但随着大数据、云计算、5G技术、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日

益成熟，一场改天换地的新金融革新正在酝酿。那么，这场新金

融革新会借助哪些科技成果来突破金融创新的瓶颈？一定还是现

代信息技术吗？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看似与金融毫不相干的技术（如

新材料技术、脑科学、量子科技等）？

一、金融创新与科技应用

（一）金融创新

金融是指资金的融通；金融创新就是以提供公平、便捷、安

全的资金融通服务为目标的创新，包括金融管理创新、产品创新、

业务创新和服务技术创新等。

金融科技是金融与科技融合的产物，是新兴科技应用驱动下

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本质，就是金融与科技的高度融合，以

满足经济社会不断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金融业不应用科技就无

法实施名副其实的金融创新。

（二）金融业与现代信息技术应用

计算机技术实现了信息数据的高效管理与安全保障，互联网

技术则实现了信息数据的适时传递、接收、处理与存储。这对于

各行各业而言，就意味着一种可以瞬时跨越物理空间“全信息”

传递，一种低成本、高效能而又便捷的创新工具。各行各业都在

争先恐后地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创新。金融业也不例外。

从技术应用的角度看，金融业经历过两个发展阶段：金融

信息化阶段和互联网金融阶段。当今的金融业正在经历第三个阶

段——科技金融阶段。

在金融信息化阶段，金融创新的主要技术是计算机系统、软

件和局域网。在这一阶段没有互联网。

在互联网金融阶段，Windows 系统和互联网技术在我国开

始得到广泛应用。在这段时期，证券业、保险业等非银行类传

统金融业态也将自己的管理和业务“搬”到了计算机系统和互

联网上。这一阶段，我国的金融创新十分活跃，金融和电子商

务高速发展。

在金融科技阶段，金融创新关键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互

联网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5G技术、人工

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在这一阶段，大数据和

云计算技术日趋成熟，5G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等也

在金融业得到研发和应用。

二、我国金融科技产生的诱因

从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三个阶段不难看出，金融业借助当时新

兴科技的力量，成功地进行了不断的金融创新，极大地促进了工

商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是新兴科技诱导和引发

了金融科技，金融业主动实施创新。

然而，在互联网金融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

新业态，却不是来自传统金融业，而是来自信息技术产业和电子

商务机构！从这个角度看，是新兴科技“倒逼”金融业进行金融

创新，金融业是被动实施创新的。

那么，引发我国产生金融科技的本质因素是什么？

（一）金融科技产生的背景

科技金融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可以从

四个层面来看：经济背景、技术背景、政治背景和金融行业发展

背景。

从经济发展层面看，中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迅猛，

工商业一路高歌猛进，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业的

市场空间更加广泛、机遇和挑战并存。这就要求金融业具备开发

大众客户所必须的互联网思维、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和现代通信技

术，并有相应的金融政策配套。

从技术发展层面看，信息技术及其外延技术的发展同时开拓

了人们的思维，使金融行业和互联网行业的创新者将目光投向了

更大的市场空间——那海量的普通百姓和小商家等“小客户”的

金融服务需求。互联网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使这些精英们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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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时间和物理空间的障碍，用最小的资本投入给客户更加满意

的金融服务。

从政策支撑层面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历了 1978-1984

年的金融体系恢复期、1985-1993 年的金融体系全面建设期、

1994-2001年的全面配套改革期、2001年至今的金融改革加速期。

在金融体制日益完善、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今天，国家对金融创

新的政策支持使金融业的发展如虎添翼。

从金融业发展层面看，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金融机构能

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海量的信息，并使金融机构业务操作更加

安全、准确、快捷、简便而低成本。这是资金受让双方和作为其

中介机构的金融企业都乐于见到的。互联网的普及和网民之众，

使得网上具有了越来越巨大的金融业务市场空间，因此，借助互

联网技术的金融创新也就成为必然。

从上述背景分析不难看出，金融科技的产生，是国家政治、

经济、科技和人文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市场需求。金融科技是

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金融科技的产生和发展

金融科技是在互联网技术、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传统金融业

共同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美国是互联网金融诞生的摇篮，在美

国互联网金融暗流涌动的同时，互联网金融业态在世界各地悄然

兴起，中国是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国家。金融

科技本质上是互联网金融技术的延续和发展，是包含了当今前沿

科技的金融创新。例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技术、

区块链技术等在我国金融业日益广泛的应用。

互联网及其前沿信息技术在我国工商业的创新应用，激发了

电商平台对金融业支付数字化、信息化的需求，这也促使传统金

融业与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融合，从而产生金融科技。2013年之后，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我国各行各业和民间都得到普

遍应用，产生了海量数据，基于数据挖掘的云计算技术和人工智

能在金融业被用于金融创新。与此同时，由于金融业不断产生的

海量数据的储存、运算、传递和安全的需要，人工智能、5G、区

块链等技术也得到金融业的应用。这在我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

业等金融机构都有体现。

人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全颠覆了 20 世纪时的金融概念。从

金融的应用场景看，人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证券交易、

保险业务等基本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在线完成。因此，电子商务

在线支付需求是金融科技的产生的诱因，信息技术创新发展是金

融科技发展的动力支撑。

电子商务高效运作的市场需求，迫使电商平台和信息技术企

业自行抢先实施“金融”创新，传统金融业自身在当时并不拥有

前沿信息技术来支撑金融创新。

三、金融科技发展的驱动力分析

（一）市场需求驱动创新

以第三方支付为例，电子商务的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必须

协调同步，才能确保交易的公平、安全和快捷。若是没有了及时

的资金流保障，卖家不愿先发货、买家不想先出钱，这交易就无

法完成。因此，为推进电商发展，电商平台凭借自己的信息技术

力量开发第三方支付工具并寻求金融机构合作。第三方支付出现

之后传统金融业的众多金融创新，是被倒逼的。

信息技术企业很清楚互联网对信息的传播、储存和处理能力，

也知道将之应用于金融业的成本较低、经济效益最大，自然要发

起或鼓动金融业进行信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这也是市场需求

使然。

（二）金融科技助力发展

互联网经济发展至今，为金融业提供了海量的金融数据，大

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在新时代金融业的广泛应用也就水到渠成。大

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能。数字

货币大大简化了资金流的流转过程，使金融资金流和信息流能够

达到同步。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法和密码学原理，又为金融

安全和信用提供了技术保障。

（三）政策支撑保障安全

我国自金融业进入互联网金融阶段以来，对金融业的监管由

“一行三会”（即，人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到“一行两会”（人

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的调整，我国对金融科技细分领域的相

关政策不断完善，逐步建立监管机制。涉及到金融科技技术标准、

业务规范、风险管控等多方面。并结合金融科技产品认证管理平

台建设等信息化手段，通过金融科技产品的认证和备案管理等措

施，对金融科技细分领域技术、业务和产品实施不断强化的有效

监管。

四、金融科技创新发展趋势

金融科技阶段的技术应用，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及其延伸技

术，而同一时期国际上的其他前沿科技并没有在我国的金融创新

中得到应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前沿科技都能应用到金融创新

之中。但是，倘若金融业能通过对市场需求矛盾的积极响应，主

动挖掘可能应用于解决这类矛盾的前沿科技，那么，新的一轮金

融创新高潮必将从金融业内部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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