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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四川新网银行获得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成为全国第二家获得该
认定的银行机构。

新网银行是全国第三家、中西部首
家基于互联网模式运营的民营银行，
2016年12月份才正式开业。一家才成
立两年多的民营银行，在高新技术方面
何以取得如此优异成绩？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以往驱动银行业高速发展的货币红
利、政策红利、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退，
科技红利是当今金融业最值得期待的
选项之一。”新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江海表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新网银行开
办两年多来一直坚持“移动互联、普惠
补位”的差异化定位以及“数字普惠、开
放连接”的特色化经营战略，着力打造
数字科技普惠银行，力争依托领先的金
融科技能力、稳健的大数据风控技术和
高效的互联网开放平台服务小微群体，
支持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

从“场所驱动”到
“场景驱动”

移动互联技术的高速发展开
启了移动金融时代，这种服务模式
彻底摆脱了时间、空间对实体营业
网点服务边界的制约，让所有有网
络的地方都成为银行虚拟网点

走进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四川新网
银行线下体验厅，记者最直观的感觉
是，它与平时见到的银行营业厅很不一
样。大厅内既没有传统柜台，也没有柜
员机等相关设施，整体装饰风格现代而
时尚。新网银行办公室负责人何刚告
诉记者，这里是新网银行总部，也是唯
一一家实体网点。

“虽然只有这一处实体网点，但我
们的服务却是面向全国的。”何刚说。

记者看到，大厅内那巨大的 LED
屏上，无数红色数字正在不断变化。这
些数字代表了同一时刻新网银行业务
的实时数据，且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
等地的数据量远高于“大本营”成渝经
济区。

“移动互联技术的高速发展开启了
移动金融时代，服务入口场景化、虚拟
化是大势所趋。”江海分析说，银行服务
入口正从“场所驱动”逐渐过渡到“场景
驱动”。

目前，人们常见的主流银行业务仍
然处于“场所驱动”阶段，用户办理银
行业务的入口是实体营业网点。这些
传统银行网点布局大多呈现金字塔

形式，也即选址于附近居民的生活半
径内，每一个网点的服务能力均会受
到时间与空间的制约。

新网银行实行的“场景驱动”则完
全不一样。在新网银行办理业务，不用
前往银行实体网点，只要登录APP，无
论居家逛街还是出差旅游，无论上班时
间还是下班以后，随时随地均可办理。
江海表示，这种“秒申秒到、即用即走”
的银行服务模式彻底摆脱了银行服务
的时空制约，“所有有网络的地方都是
新网银行的虚拟网点”。

从“自证信用”到
“数据征信”

新型银行更偏爱“电子进件”，
即在用户电子授权的基础上，运用
大数据分析技术“秒级”完成用户
身份识别及实时信用评估。以后
客户再也不用拿着一摞纸质证明
到实体网点“自证信用”了

许多人都有过在传统银行办理贷
款的经历。用户需要提交户籍证明、婚
姻证明、在职证明、收入证明、房产证明、
银行流水等一大叠纸质证明材料“自证
信用”，程序之繁杂让人望而生畏。

“这归根结底是因为银行缺乏运用
大数据技术的能力。”江海说，新型银行

更偏爱“电子进件”，即在用户电子授权
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秒级”
完成用户身份识别及实时信用评估，并
通过多维数据为用户“画像”，提高风险
控制精准度。

记者实地体验了一次新网银行的
授信过程。通过新网银行的微信入口
按步骤输入相关信息后，不到1分钟时
间，记者的贷款额度、贷款利率等信息
就显示在手机屏幕上，只要绑定银行
卡，贷款可立即到账。

四川绵阳市游仙区经营黄桃采摘
的农场主帖雨涵对此深有感触。帖雨
涵告诉记者，很多果农在水果产销旺季
都会出现临时性资金缺口，但这段时间
也恰恰是最忙的时候，确实没有时间到
银行网点跑贷款。新网银行的服务模
式解了果农的燃眉之急。“不用到银行提
交材料，通过手机随时申请贷款，随时还
款，确实非常方便。”帖雨涵说。

新网银行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
今新网银行已经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帮
助下完成了业务流程的彻底再造，具体
来说包括3个方面。

一是业务办理入口在线化。新网
银行以信贷业务为核心主业，业务均通
过手机办理，客户即便在偏远地区银行
网点覆盖不到的地方，也可办理业务。

二是业务审批流程智能化。目前，
新网银行 99.6%的线上贷款申请均由
机器审批，只有 0.4%的大额信贷和可
疑交易需要人工干预。此举大大提升
了信贷审批效率，目前单笔信贷审批时
间平均仅需 42 秒，日批核贷款峰值超
过33万单，大大提升了客户体验。

三是业务运营全流程数字化。此
举使新网银行营业成本较传统金融机
构大幅度降低，单笔信贷边际营业成
本从上千元降至 20 元左右，未来有望
随着规模效应累加进一步降低。这意
味着，为更广泛的小微群体提供普惠
金融的经济可行性与技术可行性大大
提升。

业界专家评价认为，新网银行的运
营方式具有明显的“普惠补位”特点，无
论是几百元的“超小额贷款”还是数万
元的信贷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从而高效
满足“长尾客群”的需求。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新网银行已
经为全国超过 2180 万用户提供服务，
累计放款超过 2100 亿元，人均借款金
额3300元，笔均借款周期为83天。

从“专家经验决策”
到“智能模型决策”

传统银行在甄别客户征信时
更多依赖多年累积下来的“专家
经验”，新网银行则主要依靠“智
能模型决策”，也即用算法提升决
策水平

对于银行来说，风险控制是最核心
的环节之一，万万不可掉以轻心。面对
如此巨量的信贷业务，新网银行又是如
何做的呢？

江海介绍说，新网银行的风控方式
与传统银行区别很大。作为一家新型
银行，它主要运用生物探针、人脸识别、
星网关联等技术，力争从数据层面破解
风控难题。从决策方式上看，新网银行
摒弃了传统银行惯常采用的“因果性决
策”策略，转而实行“相关性决策”。即，
不再要求客户提交一系列纸质证明以
判断其征信情况和还款能力，而是将决
策重点放在客户行为数据方面，通过大
数据风控系统判断其违约概率；从决策
模型上看，传统银行在甄别客户征信时
更多依赖多年累积下来的“专家经验”，
但新网银行则主要依靠“智能模型决
策”，也即用算法提升决策水平。

为此，新网银行设计了包括信用评
分模型、履约能力指数模型、恶意透支指
数模型、消费倾向模型、资金需求指数模
型等九大母模型在内的决策系统。这九
大模型包含了上千个风险因子。截至
目前，新网银行有效阻断包括黑产攻
击、冒用申请等在内的超过380万次风
险，为业务开展筑起了坚实的防火墙。

“由于采用了互联网模式，我们对
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信息系统架
构、金融科技等人才的需求明显高于传
统银行。目前，全行六成以上的员工拥
有技术背景，比如网络架构师、大数据
建模分析师、反欺诈研发工程师等。”新
网银行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以“技术
立行”为战略，新网银行目前已提交了
81 项专利申请，获得 35 项软件著作
权。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媒
体 IPRdaily 联合 incoPat 创新指数研
究中心发布的“2018 年全球银行发明
专利排行榜（TOP100 名）”中，新网银
行排名第15位。

四川新网银行：

以数字科技服务普惠金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

图为新网银行开放式的办公空间。 张 瑞摄 （中经视觉）

桂林力源集团日前传来好消息，集团去年复合增长率
再次超过25%，连续10多年保持高速、高质量发展态势。

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桂林力源集团自
1953年创建以来，始终秉承“合作创造共赢”的企业理念，
致力于成为一家可持续发展的、受人尊敬的百年老店。集
团先后荣获中国制造业500强（第379名）、广西著名商标、
广西民营企业第2名等殊荣，成为当地乃至全国同行业中
值得称道的优秀企业。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力源一直致力于为老百姓
提供优质、安全的生鲜粮油，每位力源人都在为这个目标努
力奋斗。”桂林力源集团董事会董事杨建新表示，历经66年
沉淀，目前力源集团业务范围已涵盖粮油食品、饲料加工、
畜禽养殖、种禽育种、生物科技等方面，现有67家生产经营
企业，分布于全国各地。2018年，集团年产饲料超过700
万吨，产值超170亿元，养殖（肉鸡、鸭苗）9000万羽，带动
农户16900余户，米油销售29000吨。

杨建新告诉记者，为推动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集团多
年来一直在确保食品安全、提升产品品质等方面不断探索，
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守住安全底线、激发创新活力、
激励员工成长的工作机制，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不过，最
让杨建新开心的是，国家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给
民营企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杨建新以税收为例告诉记者，作为诚信纳税企业，力源
在2018年合计减免增值税19.5亿元、企业所得税1.2亿元。

桂林力源集团财务总监刘萍告诉记者，力源是一家全
员持股的大型民营企业。近年来，企业员工收入伴随着企
业效益的持续攀升水涨船高。随着新个人所得税法及《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落地，企业绝大部分职工
都享受到了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到手的工资都有了不同程
度的增加。“这是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福利，大家
别提有多高兴了！”刘萍说。

“有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我们可以将更多资金投入
到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中。未来，力源将重点瞄准动物饲
料领域，计划未来2年新投产19家饲料厂，饲料销量突破
800万吨。同时，不断壮大畜禽养殖（肉猪）产品生产规模，
预计未来2年出栏肉猪150万头。”杨建新说。

对此，力源集团所在地桂林市叠彩区税务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未来将不遗余力地将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为企
业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力源集团去年复合增长率再超25%——

减税降费攒足发展后劲
本报记者 梁剑箫

“目前，我们的共享单车已
经可以盈利了。但基于共享单
车的性质，期望高收益是不现
实的。当然，共享单车只是起
点，不是终点。”在 2019 中国
电动自行车产业高峰论坛上，
移动出行平台哈啰出行执行
总裁李开逐表示，公司正探索
在电动自行车行业推行“新零
售”模式。

去年 9 月份，哈啰单车更
名为哈啰出行，两字之差折射
出企业定位的变化——从哈啰
共享单车到哈啰助力车、哈啰
顺风车，这家从共享单车起步
的公司正在加速深耕移动出行
领域。

在中短途出行方面，低速
电动车无疑是不少人的刚需。
中国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数据显
示，从2010年至2017年，中国
电动自行车保有量不断攀升，
已从 1 亿辆增长至 2.5 亿辆；
2011 年至 2017 年，中国电动
自行车年度产销量在 3000 万
辆左右，市场容量在 1000 亿
元左右。随着《电动自行车安
全技术规范》于4月15日正式
实施，大量原电动自行车被划
入机动车板块，需要驾驶证、强
制保险，只能在机动车道行驶；
大量不合规电动车会被淘汰。
这意味着，电动自行车行业将
迎来新机遇。

与汽车产业的快速互联网
化不同，两轮电动车行业转型
进程还处于“蛮荒时期”。“传统两轮电动车行业经营模式比
较滞后，单一门店销售限制了发展空间，经济效益也非常有
限。”哈啰出行电动车业务负责人迟星德说。

如何改变传统两轮电动车行业的境遇？“哈啰出行要从
开放的渠道、智能的产品和标准化服务三个方面打造全新
的电动车租售平台。”李开逐表示，一方面通过“哈啰搭台、
品牌唱戏”方式，让更多电动车品牌商通过平台参与进来，
为用户提供租售一体的多样化选择；另一方面，从品牌、流
量、系统和基础设施等多维度为相关行业企业赋能。

有关专家表示，哈啰电动车租售一体化的新零售模
式，实际上就是通过赋能整个行业打造一个智能化的电动
车租售平台。此举能够带来三大好处。其一，能够提高流
动效率，更好地连接厂家和用户；其二，搭建一个车联网系
统，推动行业数据化升级，提高用户运营价值，培育更好的
用户服务生态，未来修车、保险等工作都可以在APP上直
接完成；其三，搭建一个全域能源体系，推动电动车解决
续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哈啰出行目前正在推动“AI哈啰芯”与
哈啰标准化锂电池换电站智能互联，力争打造一个更加完
善的换电网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电动车能源也能像水、
电、煤一样成为普遍的基础服务，换电网络密布于城市的各
个角落，终端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为自己的电瓶车换电。”李
开逐表示。

“我们的目标不是卖车，而是建造一个电动车车联网数
据网络，让电动车行业加快网络化升级步伐，逐渐形成巨大
的两轮电动车车联网。这个改变该怎么形容呢？也许就像
手机从功能机时代进入智能机时代吧。”李开逐说。

来自新西兰的佳沛国际集团日前
在上海举行以“携手二十载，共创新未
来”为主题的2019开季新闻发布会，宣
布新一季奇异果正式在中国上市。佳
沛方面预计，到 2025 年公司在中国市
场的销量将翻番，占据其全球销量的四
分之一左右。

“今年是佳沛进入中国市场的第20
个年头，佳沛奇异果的销量超出预期。
2018年，佳沛奇异果在中国的销量超过

2700万标准箱。”佳沛国际集团董事长
Bruce Cameron表示，“佳沛在中国市
场的增长非常强劲。作为全球领先的
水果品牌，佳沛的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
全球销售45亿新西兰元的目标。我们
正在朝着这个目标不懈努力”。

中 国 是 佳 沛 重 要 的 战 略 市 场 。
Bruce Cameron说：“佳沛奇异果刚刚
进入中国市场时，中国销售额仅占我们
全球销售额的2%。到去年为止，这一

数字已攀升至20%。大中华区已经成
为佳沛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市场。”

“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做好新品开
发工作，推出更有营养、口味更好的水
果品类。近年来，我们每年投入 2000
万新西兰元用于新品种开发，目前新推
出的‘红果’和‘绿果’正在开展市场化
前试验。”Bruce Cameron说。

“我们还将逐步建立起更加完善的
销售网络，为更多消费者提供便捷的服

务。比如，社区就是我们现阶段的工作
重点。”新西兰佳沛公司大中华区总经
理蒋时杰表示。

20 年来，佳沛不仅致力于为中国
消费者提供营养丰富的奇异果，还积极
参与健康中国建设。在即将举办的
2019 年全民营养周活动中，佳沛将携
手上海市营养学会开展一系列营养健
康普及活动，帮助更多消费者形成营
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佳沛奇异果中国销量超出预期——

大中华区已成佳沛全球最大市场
本报记者 沈则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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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新网银行大厅。 张 瑞摄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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