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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科技应用于金融行业
数字化转型发展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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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金融行业将互联网科技应用于各类金融服务中，积极推进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金融 + 科技”融

合发展模式越来越成为行业普遍共识，金融科技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互联网科技应用于金融行业，不断创新运

营管理模式，提升用户金融服务体验，降低运营成本。本文主要研究目前中小银行为响应国家对推进互联网科技金融普惠

业务发展，以强化风险管理为核心理念，加强科技基础建设，助推普惠金融业务全面落地。并以风险导向为指引，阐述了

互联网科技基础应用建设对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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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计算互联网科技应用对发展金融的重要意义

1.1 引领消费者逐步实现普惠科技金融

现今银行网点服务逐步实现智能化，如智能机器人、

自助办卡平台、智能产品展示柜、智能互动大屏……越来

越多的智能科技产品正在进入银行，“智能化”是如今银

行服务的显著特点。对于用户来说，最直观的感受是：“在

智能设备上办理业务，几分钟就办好了，比以前等待的时

间大大缩短了。”普惠金融不仅仅是体现在业务办理时间

上的缩短，更重要的是应用在生活场景方面，紧跟消费者

消费需求，从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等各个方面，为消费者

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1.2 科技研发平台对中小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由于小微企业个体经济体量小 ; 缺乏优质的贷款抵押条

件 ; 征信建设制度不健全 ;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原因，造成

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此问题一直是困扰小微企业

发展的难点、痛点，因此需要直面科技，并通过科技手段

应用，研发出易房易估房产评估、风控管理等系统，整合

银行企业双方数据资源，建立健全集结算、融资、增值服

务为一体的小微专属产品体系。经过直面科技办理融资业

务，只要用一部手机、一个微信公众号、一个 App 就办理

融资业务，从而降低企业银行营运管理成本，提高业务办

理效率和客户体验 [1]。

1.3 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基础，提高金融风险防控

金融风险防控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第一，银行自身建

立的风控系统 ; 第二，独立于银行与用户之间的第三方金融

风险评估机构。目前，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公司

基于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技术为基础的风险防控系统，他

们与各大商业银行合作，形成内外联动的风控模式，全面

提升了风控能力。同时，直面科技，利用大数据、云计算

相关技术搭建桥梁，实现银行与 B 端场景用户深度对接，

通过强有力的风控技术打造安全防护罩，帮助用户判断、

化解风险，营造安全环境高效率处理信息，提升金融服务

质量。

2 数字科技下中小企业普惠金融业务办理流程

普惠金融授信决策机制完全不同于传统贷款审批，在

决策方式上，从“因果性决策”转变为“相关性决策”；

在决策模型上，从“专家经验决策”转变为“智能模型决策”，

在多维度、多角度海量数据的支持下，以及风控模型的运用，

实现 “用户自证信用”向“数据证实信用”的转变。基于

这种互联网思维的授信审批策略，会更有效的掌控客户的

真实资金需求和风险承担能力；识别客户的复杂关联关系

和关联程度；获知客户全面的对外担保情况和互保状况；

就能更有效的制定授信方案和确定合理授信额度，防止过

渡授信。同时，在身份识别模型中建立统一的客户识别号，

串联、打通各种场景项下贷款申请人的基本信息，通过对

接三方数据，对借款人在各平台借贷信息的整合，综合判

定客户负债情况，进而进行统一授信管理，有效解决重复

授信、多头授信等问题。

由于众多普惠金融客户特点明显，在传统银行服务模

式下，难以获得有效的金融服务。中小银行应坚持以线上

业务为主，着力构建“技术 + 数据”双轮驱动的科技发展

模式。数据方面，引进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从

而对客户的客观实力和风险偏好做出精准分析，以此提供

更合适的产品；技术方面，覆盖从前端渠道和获客，全面

应用到中后台产品设计、风控、合规等领域。通过深度开

发针对普惠金融客户的场景应用，改善服务渠道、降低金

融服务门槛，有效满足百姓和小微企业的金融诉求，为广

大小微客户提供智能、便捷、安全的普惠金融服务，从而

实现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目的。

中小银行应在普惠金融业务开展过程中不断借鉴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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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拥抱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浪潮，坚持走差异化、特色

化道路。依托 A（人工智能）B（区块链）C（云计算）D（大

数据）等先进科技手段推动业务发展，深度开发针对小微

企业和个人消费者的场景应用，以领先的大数据和风控技

术为基石，实现“金融 + 场景 + 科技”的深度融合，为用

户提供智能、便捷、安全的普惠金融服务 [2]。在普惠金融业

务开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开放、创新的心态，不断寻求机会

学习国内外先进的业务模式，结合差异化定位和普惠金融

业务开展情况，以科技手段为普惠金融客户提供极致体验

的金融解决方案。

3 加强数字科技对中小银行普惠业务有效措施

3.1 建议普惠金融业务建立差别化监管机制

目前形势看，大型金融机构主要依托大型公司类业务

的健康良性发展获取利润，普惠金融业务难以获得全面推

广。反之，更多的中小银行利用科技金融力量逐渐成为了

普惠金融业务推广的主力军。但中小银行具有较大的流动

性风险压力，建议针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监

管，拓宽中小银行吸收存款渠道并利用政策红利有效降低

资金成本，确保中小银行有足额的资金来支持其流动性，

为中小银行普惠金融业务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3.2 建议补充普惠金融信用第三方担保机制

鼓励保险机构、担保机构设立专门针对普惠金融业务

的分支机构或部门，加强保险机构、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

的多层次、全方位业务合作。可积极推进政府、保险或担

保公司等共同出资建立信保基金，信保基金与金融机构合

作，开发设计信保类普惠金融产品，助力金融机构普惠金

融业务的健康发展。

3.3 建立普惠金融的信息数据化共享机制

建议建立普惠金融业务的信息共享机制，一方面，推

进政务部门以合理方式公开相关政务数据，打破信息孤岛，

为金融机构提供更有效的风险数据 [3]；另一方面，积极推

进政府、金融机构、社会等的信息共享，实现对普惠金融

客户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形成普惠金融业务有效监督、

持续改善的良性循环。

4 数字科技下银行业普惠金融业务发展模式

4.1 加强终端建设，形成全覆盖服务网络

首先，要丰富金融互联网终端的形式，譬如在偏远地区，

智能终端普及率不高，这就要求银行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

施，并加强相应的普及工作，目前很多银行纷纷发起设立

村镇银行，这是一个展开普惠金融工作的重要平台，依托

这类平台，银行可以在网点内外增强偏远地区居民、农村

居民以及大量分布在村镇的小微企业的客户体验，尤其是

在智能金融终端上的客户体验，使这类客户真正感受到金

融科技所带来的安全和便捷。

其次，除了电脑、智能手机等互联网终端以外，还需

要加强网点内智能终端建设，譬如网点智能机器人的开发

和应用，不仅能够提升网点服务质量和吸引客户，还能够

为客户提供一系列基本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再者，在传

统柜面业务上，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简化相应的流程，

控制相应的风险，从而银行可以把宝贵的人力资源放在金

融科技应用的推广普及上，从而扩大客户基础，提高网点

运营效率。

最后，在全面铺开服务网络的同时，各家银行在 Finte 

ch 上的竞争点还在于如何利用银行沉淀的大量客户数据，

刻画客户立体图像，一方面可以把握广大零售客户，尤其

是还未在金融科技辐射范围内的客户的需求，另一方面还

可以通过生物验证技术、VR/AR 技术等实现各类风险的智

能识别和防控，并且增强客户体验，逐步打破银行在客户

群体中的固化印象。

4.2 搭建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精准营销

首先，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小微企业的行为偏好和

金融服务需求，譬如企业纳税记录、交易行为、财务状况等。

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企业更多地转向线上经济活动，从而

有利于数据得以充分利用，这一点往往需要取决于企业的

行为特征。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是搭建全覆盖的信息共享

平台，这可以通过与政府主管部门、各类金融机构、互联

网信息技术平台的合作创新来实现 [4]。

其次，金融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

加强银企互信，银行可以通过这一平台甄别所需要的企业

客户。从另一方面看，银企互动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银行业在金融服务上也面临着同业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竞

争，这需要银行有能力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产品

和服务，譬如在融资方式上，商业银行亦可大力发展投行

等中间业务，为企业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以面对其他金融

机构的竞争，而这些产品和服务信息同样是需要投放到信

息共享平台上的。

最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不仅仅在于搭建信息共享平

台上，还在于智能投顾系统的研发上。这一系统可以通过

与信息共享平台的对接获取潜在客户的金融需求，使得每

一个客户都可以拥有自己的银行财务或投资顾问，从而让

银行产品和服务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推广，实现广泛的精准

营销，并且能够为更多的小微企业解决长期以来“融资难”

的问题，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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