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疫情把很多社会活动从线下转移

到线上，其中涉及到几个数字化关键词：一
是精准，这次疫情防控通过数字化，让防控

技术做到了精准高效，比如健康码的使用；
第二个是快速；第三个是畅通，疫情阻隔了

正常社交，但线上联络非常畅通；第四个是
新的机会，传统的业务通过数字化的改造，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数字技术也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很
多解决方案。网上直播和销售非常火，把农

民与需求结合起来；网上的教育，可以让人
们公平得到优秀的教育资源。

本报记者 方翔
中信集团总经理 奚国华

数字技术为扶贫提供方案

    疫情产生大量线上生态，比如：消

费、信息、医疗等，并把科技化、数字化
推前了至少十?，全面数字化的社会正

在到来。各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科技
已变成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这是一个巨

大的变化。数字化过程是挡不住的，但
挑战也是巨大的。政府要建共享、透明、

公平的高科技枢纽和数字高速公路，更

难在数据、在平台。科技化的浪潮才刚
刚开始。

今天的社会，因为金融科技，可以

给予更多人金融权利。今天的金融科技

如火如荼，但是金融的核心问题是在未
知的世界里建立信用体系。传统的金融

是抵押文化，从抵押走向信用贷款，是一
个很大的跨越，信用贷款的核心是建立

信用，建立可追溯不断改变的信用，不断
提供好的服务。在今天已有的金融科技

中，区块链是非常重要的技术，使得几乎

是完整的交易信息可追溯，在这个场景
下，完全跨越抵押文化到信用文化。

本报记者 方翔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
院长 朱民

从抵押文化跨越到信用文化

    金融一直有巨大的价值，现代国家

都需要强大的金融体系，否则不可能走
向繁荣。不过，我们也需要理解金融体系

的被动性。全球金融危机与全球化有关，
不管怎样，我们挺过来了。从长远来看，

心态很重要。有些公司不懈追求股东价
值，这样心态下作出的投资，肯定无法真

正履行企业责任。除了金融指标之外，公

众希望看到更广泛意义上的指标，用于
衡量投资，包括环境、社会、治理这些指

标，我觉得这是好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领域最大的
变化来自中国。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平台竞

争力很强，规模非常大。平台和金融的结
合，能带来关键的金融应用和金融创新。

手机作为金融服务的载体具有巨大
的优势，从支付到其他各种金融服务，都

可以用手机处理。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

通过手机获得信贷。普惠金融能够触达

更广泛的人群。 本报记者 谈璎 杨硕

    金融普惠和金融科技将推进“后

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更公平、更快速和
更智慧复苏。

改善金融服务普及性的任务正变

得更紧迫，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对无法获
得金融服务的群体造成了沉重打击，包

括低收入家庭、小微企业和妇女。在这
样的情况下，金融科技将起到重要作

用，帮助人们抓住机遇，避免陷入贫困。
政府行动对于确保金融稳定和避

免加深数字鸿沟至关重要。如果各国

政府能够提供有效支持，科技的发展
将开启共享繁荣的新时代：可以投资

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投资培养人
才，提高人们的金融素养和数字科技

素养；可以消除数据偏见，避免弱势群
体被挡在机会的门外；还可以投资一

系列软措施，促进行业竞争。我们一同
努力，让陷入贫困的人们也能听到机

会敲门的声音。 本报记者 谈璎

    我们可以用科技做到以前无

法做到的事。金融科技已经广泛
地深入到世界各地和我们的生

活，其中蕴藏巨大机遇，但到今天
最大的进步还只是现金的数字

化。接下来，世界上还有更多人会
接触到无现金支付。而且这不是

简单的更新换代，会让每个人都

有机会接触到以前只有富人和专

业人士才能接触的事物。金融科
技发展的力量才发挥了一小点，

智能手机、二维码等移动支付方
式，仅仅是个开始。

设想一下，未来 AR和 AI将
让金融科技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有智能眼镜会让我们在衬衫上看

到交易和资金信息，有人工智能可

以帮助我们一起“聪明”投资，有区
块链技术可以帮大众实现可信的

公共账本。这些新事物都是旧金
融无法做到的，只有科技才能够

让我们掌控事物的金融维度。这
就是金融科技的未来超能力。

本报记者 谈璎

    “数字技术如何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更

好地生活、更好地做生意？”“数字金融”就
是答案。数字变革最明显的“增值”之一就

出现在金融科技领域。数字金融对生活在
极端贫困中的人来说是救命的，它同时支

持企业并保护了就业和生计，可以帮助减
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例如政府每?通过

对数字化支付节省超过 3000亿美元，然后

投资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但数字金
融还需要新的、强有力的国际政策、法规、

标准和公司管理。现在是最好的契机，各国
应积极推动全球合作，充分利用数字金融

的力量，更好地向前发展。本报记者 杨硕

《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

作者 凯文·凯利

新金融体系有三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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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上海世博船舶馆里风云

际会，群贤毕至。一场全球最高级别
的金融科技大会———外滩大会在此

拉开帷幕。

金融+科技， 这场高大上的盛

会， 对于正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和
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来说， 意义非

凡，毋庸赘言。 同时，它也和普通人

的未来息息相关———“科技让未来
更普惠”，这既是大会主题，更是预

见与宣言。

前些天， 在地铁站里买饮料
时，发现那台自动贩售机可以选择

刷脸支付。 于是晃着脑袋在摄像头
下一扫， 输入手机号后四位号码，

滴滴几声响过，支付完成，一瓶饮
料落入取物筐， 省去了取手机、解

锁、刷码支付、输入密码等环节，方

便得让人感叹。

方便，其实只是最感性的认识。

这些?来，从线下到线上，从网络银
行到移动支付，科技改变金融生态，

金融推动科技创新， 两者相互赋能
的结果， 绝不仅仅是减轻钱包重量

和节省几秒时间，更重要的是，它正
在不断改变传统的经济形态， 也改

变着普通人的生活。

二十多?前，没有人能想到，靠

一部手机就能轻松走遍天下， 也没
人敢相信， 不用出门跑营业厅就能

实现各种在线缴费， 就连结婚证都
能上网在线领取。 不管是路边的包

子铺，还是菜市场的小摊主，线下的

小微商户不用购置 POS 机、 刷卡

器，只要一个“二维码”就能营业。线
上交易更是如此，马云一句“让天下

没有难做的生意”，成就了自己也成
就了他人， 但这背后如果没有第三

方支付的崛起， 没有金融科技的支
撑，一切无从谈起。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 今?新冠
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某种程度上

也得益于中国金融科技的高度发展。比如，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r）就曾指出，

全球疫情使大众对数字技术的抵抗和隔阂被进一步打

破，这其中，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支
付、金融技术都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先进、更深入，在

对抗疫情和经济模式变革中发挥的作用也更为显著。

的确，在中国领先世界的领域中，金融科技肯定是

一块重要的拼图。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0?全球金融科技专利排行榜 TOP100中，中国企
业包揽了前四位，前十名中更是有 8家中国企业，美国

企业仅有 2家。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全球规模最大、最顶

尖的金融科技大会选择永久落户中国上海， 为什么全
球 500多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企业家、技术咖等一

众嘉宾会纷至沓来、 汇聚浦江……皆因中国有这样的
“江湖地位”，上海有这样的底蕴和眼光，必然也必须担

负起这样的使命。

早在 100多?前， 上海就已经成为东方第一金融

中心，外滩的万国建筑就是见证。 今天，上海的全球金
融中心指数已反超新加坡晋级第四， 国际金融科技中

心的排名更是位列前三。攀登巅峰的上海，提出了 5?
内建成金融科技中心的宏伟目标。外滩大会，正是建设

金融科技中心的一张新名片。

近?来， 我们的金融科技发展不是没有走过弯

路，尤其是在 P2P的监管上，更是有着深刻的教训。这
就更需要我们通过全球视野的交流与合作，借鉴更多

成功经验和智慧，用金融科技的不断创新发展，助力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服务于中国人民的美好幸

福生活。

正因如此，这次的外滩大会，不仅要向全国乃至全

世界展示可复制的金融科技的 “上海样本”， 也是一场
“普通人也能看懂”的科技盛宴，所有最新科技在金融、

商业、数字生活等领域的应用，都能在这里通过最接地

气的方式了解。 会议期间，还将由院士、科学家们共同评
选出全球金融科技未来趋势。 也许，更多想象不到的“未

来生活”，将会从这里启航。

外
滩
大
会，

改
变
世
界
与
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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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大会”开幕: 大咖展望未来金融科技

    面向 21世纪的新金融体系，

和以前相比，有三点不同。
首先是新金融服务的对象从

“二八”到“八二”，过去的金融让
20%的人获得服务，新金融是让剩

下的 80%、更多普通人和小微企
业，也能享受到和银行行长一样的

金融服务。其次，新金融服务的核
心从以钱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如

果说过去的金融是人找钱、企业找
钱，那么新金融是让钱找人，钱去

找企业。第三，新金融服务更加个
性化、智能化、场景化，不仅让每个

个体获得个性化服务，更像血液，

和肌肉骨骼融为生命体，新金融和
场景融合地更加密切，更好的服务

社会经济和民生的发展。
建设新金融体系，必须要以

科技和数据为支撑。过去的金融最
重要的资源是资金，新金融最重要

的资产是数据；过去的技术架构是

信息时代的中心化思想，新金融的
架构会是数字时代的分布式思想；

过去的金融风控本质上是防范人，
靠抵押和担保穿上防弹衣，新金融

的风控是相信人，用数据和科技预

判并消除风险。过去的金融是利用

信息互联网处理“钱”，未来新金融
是以区块链建设价值互联网，流转

的是数字资产。
以前，大家都把服务小微和

长尾用户，当成公益和社会责任，
今天，因为金融科技的创新，普惠

在践行社会责任的同时，成为了

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新金融不是
零和游戏，而是增量市场，大家不

是分蛋糕，而是共同做大蛋糕，不
是独木成林，而是彼此依存，互为

生态。 本报记者 金志刚

蚂蚁集团董事长 井贤栋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建设

金融科技中心，已经成为上海建
设国际金融中心新的发力点。今

天上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指导，
由支付宝和蚂蚁集团主办的全球

高级别金融科技大会“外滩大会”
在黄浦江畔正式开幕。全球经济

学家、诺奖得主、企业家、技术咖

汇聚在上海黄浦世博园区，为上

海建设金融科技中心集结更多的

力量，共同打造海纳百川的金融
科技生态圈。

今天上午的主论坛上，市委
常委、副市长吴清在致辞时指出，

今?前八个月，上海市金融总交
易额超过了 1500?亿人民币，同

比增长 16.6%，对支持经济增长、
拉动实体经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

支撑作用。金融科技创新给金融

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科技与
金融正加速融合，向可信、智能、

普惠等方向不断迈进，“金融科技

就是未来金融发展的制高点”。

吴清表示，上海将牢牢把握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契机，加快推

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设。一
是在金融科技关键技术上求突

破，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5G、量

子计算等领域的新兴技术研发攻

关；二是在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
济上求创新，不断提升金融的普

惠性、包容性和创新性，持续加大
金融对实体经济和民生领域的支

持力度；三是在金融科技产业集
聚上求提升，在已经聚集中国银

联、建信金科、金融壹账通等一批

金融科技领域头部企业的基础

上，上海将继续培育更优的金融
科技产业生态。

疫情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
所未有的挑战，但与此同时，在线

新经济、新零售、新金融等发展势
头迅猛，新一轮科技创新给金融行

业带来了深刻变革。今天上午的主

论坛还迎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

基耶娃，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

泰纳，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

作者凯文·凯利，清华大学国家金

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中信集团总经
理奚国华等十余位国内外大咖，共

同探讨对全球经济的最新洞察和
对金融科技的未来展望。

新民眼

好的金融与实体经济一起发展

用科技做到以前无法做到的事

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 迈克尔·斯宾塞

让贫困者也听到机会敲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克里
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数字金融有助减少贫困

联合国副秘书长、 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署长 阿奇姆·施泰纳

“普惠”的道路还很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坚

    好的金融是指，金融体系与

实体经济一起发展。
金融体系有三大至关重要的

目标，一是提供安全，透明多样的
储蓄渠道；二是建立一套制度、法

律和法规，以便储蓄流向生产性
投资。储蓄和生产性投资的分离

是现代经济的显著标志，金融体

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这种分

离并确保有渠道将储蓄引入生产
性投资；三是允许人们通过多样

化投资组合利用保险系统、资产
管理交易等渠道达到分担风险、

降低风险的目的。
但是我们目前与好的金融仍

存差距，目前金融体系至少在两

个维度上非常脆弱。一是，在全球

金融危机中，我们发现某些关键利
益的冲突会严重影响金融体系的

表现，这些利益冲突需要解决并尽
可能消除；二是，系统性风险可能

在特定时期突然上升，但是事先很

难察觉。这到底该如何解决？目前
尚无答案。 本报记者 杨硕

金融领域最大变化来自中国

2020?冯诺依曼奖得主
迈克尔·I·?丹

隐私数据保护极具挑战性
    隐私数据保护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

话题。安全和协同合作就像是水和油一
样难以融合，共享意味着展示一些东西，

安全则相反。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
就是密码学，例如使用同态加密技术对

信息进行加密，但即便如此也可能发生
信息泄露。

总体来说，在与其他方分享信息

时，我们需要从对风险进行量化，综合

权衡信息分享所带来的利益与风险。例

如，就反欺诈而言，分享数据显然是对
我们有利的，这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反欺

诈能力，不过从市场层面考虑，对方希
望获取更多的信息。这类问题解决办法

就是综合利用差分隐私、统计学、密码
学、经济学来量化和权衡协同合作中的

种种风险。

本报记者 杨硕

    我们很多人习惯把“直升机”叫做“直

升飞机”，但其实没有“直升飞机”这个概
念，直升机和飞机在气动性能等方面都不

同。2009?蚂蚁集团就明确了，蚂蚁不做
“飞机”（传统银行），而是做“直升机”，为个

人、小微企业服务，不是跟飞机比谁飞得更
高、更远，而是比谁飞得更低。

从金融技术的角度讲，过去的技术追

求“精准”，而未来是“普惠”。目前世界上还
有 36亿人接触不到互联网，所以“普惠”的

道路还很长。金融科技超出了金融本身，技
术会让世界资源分配得越来越均匀。

本报记者 金志刚

2016?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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