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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数字金融概述：在实践中成

长，服务经济发展潜力大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其中，数字金

融是优化金融服务的重要抓手，是金融强国的基石，是五篇

大文章的“底座”。

在科技和金融的互动发展历程中，两者关联、融合、创

新，逐渐催生了金融电子化、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数字

金融等新概念。其中，数字金融内涵最丰富、范畴最宽广。

当前，中国数字金融呈现业态多样、细分领域使用渗透率高

等特点，并在促进金融普惠、加速产品创新等维度展现巨大

潜力。同时，对存在的相关风险我们也应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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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数字金融概述：在实践中成长，服务经济发展潜力大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

文章。其中，数字金融是优化金融服务的重要抓手，是金融强国的基石，是五篇大文章的“底座”。

当前，中国数字金融呈现业态多样、细分领域使用渗透率高等特点，并在促进金融普惠、加速产品

创新等维度展现巨大潜力。同时，对存在的相关风险我们也应加以关注。

一、实践中萌芽成长，服务于数字经济

1.伴随着实践扩展，相关概念陆续出现

国内数字金融实践萌芽较早，但正式概念的提出却是近几年的事。从早年的金融电子化、互联

网化到近年的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数字金融，技术和金融的融合发展呈现上升态势，范畴不断

扩展，实践不断丰富，相关概念也逐步出现。

我国数字金融的萌芽，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金融电子化”，银行等机构采用各种电子

化设备、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化技术手段以实现各类金融业务处理自动化的过程。实践中，

呈现“操作电子化、系统联网化、标准统一化”特征。

2012年之后，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平台公司进入金融领域，以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

支付为代表的新金融形态兴起，“互联网金融”概念出现。互联网金融被认为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

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新兴金融模式。

2016年3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了《金融科技的描述与分析框架报告》，对“金融科技”做

出定义——通过技术手段推动金融创新，形成对金融市场、机构及金融服务产生重大影响的业务模

式、技术应用以及流程和产品。

2016年“数字金融”概念在学术界出现，但受到广泛重视则是在2021年7月原国务院金融稳定

发展委员会提及之后。实际上，在2020年4月世界银行发布的《数字金融服务报告》中，便已将互

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数字金融统称为数字金融。

2.从技术赋能到服务数字经济

近几年，各界关于“数字金融”概念提出了多种定义，但都离不开业务主体、数字技术、改善

金融服务三个维度，侧重点也逐步从技术赋能金融业务，转向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更好服务数字

经济。

早在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就给出“数字金融泛指传统金融机构与



4 / 7

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金融业务模式”的初步定义，后在2023

年补充了“数字金融是数字技术应用于金融领域并改善金融服务”的表述。

2021年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等发布的《数字金融蓝皮书：中国数字金融创新

发展报告（2021）》中，将数字金融定义为：持牌金融机构运用数字技术，通过数据协作和融合打

造智慧金融生态系统，精准地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和智能化的金融服务。该书2023版在定义

中增加了“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金融形态”的措辞。

在202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在《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中明确表述：发展

数字金融，巩固和提升我国数字经济优势。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提高金融服务交付速度、透明度和

安全性，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金融资源要素实现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精准化匹配，推动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图表 1：关于数字金融概念的部分讨论

来源：新华财经整理

综合各方观点，我们认为：数字金融是各类持牌金融机构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融合

应用为关键动力，进行金融业务模式的数字化创新，最终实现与数字经济全面适配的金融形态。

二、展现蓬勃生命力，在金融普惠、产品创新上有潜力

当前，中国数字金融业态多样、渗透率高，通过对金融业流程、环节的重塑、改进，极大提升

了金融运行效率，丰富了金融生态体系，在金融普惠、产品创新上前景明确、潜力巨大。另外，潜

在风险也需重视。

1.数字金融业态多样，细分领域普及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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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数字金融业态不断丰富，技术驱动下的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且已经渗透到多个细

分领域。数字技术在推动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创新改良金融服务等方面

取得众多成果，其中数字银行、数字货币、移动支付、智能投顾等业态已为大众熟知，金融服务更

加智能化和个性化。

图表 2：数字金融在传统金融中的应用

来源：《中国金融科技运行报告（2023）》《如何建设数字金融强国》等，新华财经整理

移动支付普及率世界领先。在2024年1月第11期CF40南沙金融沙龙上发布的《如何建设数字金

融强国》中，黄益平等指出：“我国已成为全球移动支付第一大市场，移动支付平台用户数量超10

亿，移动支付的普及率达到86%，居世界第一”。

2.降低拓客成本，提升金融效率，促进金融普惠

此前，普惠金融的难点在于——客户群体，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有着分布散、规模

小、硬信息少、抵押资产缺乏等特点，导致获客成本高、风险控制难。数字金融能够凭借降低成本、

高效拓客、产品创新，为原本受到金融排斥、难以获得有效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如城镇低收入者、

农民、现金流较小的小微企业等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实现金融普惠。

数字金融促进普惠的具体表现有：（1）降低成本方面，数字金融凭借数字化技术替代，部分

替代线下网点，减轻了低密度的偏远区域的网点与人力开支；同时，大数据技术在用户数据信息分

析、使用者需求识别以及精准营销方面具备效率优势，减少了金融机构拓新、获客成本；（2）业

务拓展方面，数字金融可突破网点布局的空间、地域限制，边际拓展成本极低，覆盖范围更大，能

够为县级、村庄、社区等层面提供更高效、更便利的金融服务与产品；（3）产品创新方面，数字

金融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可通过流程智慧化再造、建设网络服务平台、运用物联网信息跟踪、产业

链需求识别等手段，打造更多元、更智慧、更精准的数字信贷产品，为实体经济“输血供氧”。

3.数字科技进步，有力驱动业态、产品创新

传统金融领域以存贷款业务为主，存在较严重的同质化竞争，也受到非银行金融科技公司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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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伴随着银行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发力数字金融领域，将大大增强传统金融机构产品创新能

力，带来新业态、新产品的不断涌现。

伴随着技术更迭，数字金融不再局限于传统金融业态的“线上化”，更将对经济数据要素实现

价值挖掘。例如：借助产业互联网，可以对企业端数据进行采集，实现对产业链订单、技术专利等

无形资产的价值重估，为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提供供应链融资、财务咨询、价格风险管理、融资租

赁等服务。当前，以Chat 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实现革命性的突破，大模型正重塑科技

生态，将为数字金融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图表 3：技术进步驱动金融科技创新

来源：《Fintech2030:全球金融科技生态扫描》，新华财经整理

当前，虚拟数字人、AI客服机器人、网点机器人陆续出现，领先银行甚至可以通过语气和微表

情进行客户情绪辨识，并通过AI助手的提示和帮助对客户进行情感关怀，AI应用更为智能高效、产

品创新层出不穷。

4.存在相关风险，呼唤数智化监管

在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一些风险：（1）实体网点和人力配置重要性下降，银行原

有机制、流程需做调整，裁撤部分实体网点、调整流程设置、优化人员结构，会一定程度上造成经

营端压力，对合理把握数字化转型节奏提出要求；（2）金融本身具备风险特征，而信息技术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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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速度大大加快，更易在社会群体中形成一致性预期，如果形成负面效应，其冲击性也可能

会大幅增加，有必要对网络金融信息进行分级分类管理；（3）数字金融伴随的各类新型风险，如

数据风险、模型风险、技术风险等，也需高度重视。

总而言之，金融监管层面须加强数字金融监管，确保所有金融活动依法全面纳入监管，使数字

金融监管走向法治化、规范化和数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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