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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费 金 融 告 别 赚“ 快 钱 ”
本报记者 王宝会

在上市银行公布的 2020 年年报中，“金融科技”无疑是

年报高频词。2020年，金融科技在助力银行业转型中被赋予

了特殊的使命，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银行业金融

机构，借助金融科技推出“非接触银行”服务，有效助力了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恢复。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人脸识别等科

技在金融实务中的广泛运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明显加快，

一个被科技赋能的银行业已悄然来到。

战略布局提速

运用科技赋能银行业，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 2020

年尤显重要。2020年，不少银行已将发展金融科技提升到战

略引领层面，在人员配置、资金投入上持续发力。银保监会主

席郭树清在今年 3月 2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0年，

银行机构信息科技资金总投入达2078亿元，同比增长20%。

分析上市公司年报可知，国有银行是金融科技的中坚力

量，经济日报记者梳理年报发现，六家国有银行 2020年在金

融科技领域总计投入金额为 957 亿元，相比 2019 年的 717 亿

元，增加 240亿元，同比增长 33%。国有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

投入的资金已经接近整个银行业的一半规模。

六家国有银行中，资金投入最多的是工商银行。2020年

工商银行在金融科技投入金额为 238.19 亿元，同比增长

45.47%。工商银行金融科技人员数量为 3.54万人，占工商银

行全行员工的 8.1%。工行董事长陈四清表示，2020 年，工商

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工行建设，不断提高金融可

得性、便利性、精准性，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紧随其后的是建设银行。2020 年建设银行在金融科技

投入金额为 221.09亿元，同比增长 25.38%。建行金融科技人

员数量为1.3万人。

排名第三的是农业银行。2020 年农业银行在金融科技

投入 183 亿元，同比增长 43.08%。农业银行董事长谷澍表

示：“一年来，我们坚持创新引领、科技赋能，激发经营发展新

动能。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住金融科技发展

机遇，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线上经营管理能力。”

2020年，中国银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在金融科技投入

金额分别为 167.07 亿元、90.27 亿元、57.24 亿元；同比增长分

别为43.36%、10.35%、13.45%。

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并非简单的财力投入，不少银行还

从战略角度对金融科技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为科技创新提

供更适宜的组织保障。

年报显示，2020 年，交通银行设立了金融科技委员会以

提高金融科技顶层设计和一体化管理水平。构建了“两部、

三中心、一公司、一研究院、一办”架构体系。中信银行新增

成立了数据管理委员会，电子银行部被数字金融部取代，形

成“三委员会、两部门、两中心”的金融科技组织架构。

科技赋能显成效

银行业如何更好地为小微企业服务一直是行业难点。

对银行而言，普惠金融服务往往伴随着风险高、成本高、收益

相对低的痛点。如何解决这些痛点，金融科技是一个重要手

段。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曾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提出，商业银行要运用现

代金融科技等手段，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在受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的 2020 年，银行业如何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支持小微

企业、助力经济社会恢复尤显重要。

“真是太方便了，我在手机银行上申请贷款，不到 20 分

钟资金就到账了。为我们小米厂复工复产帮了大忙。”江西

永丰县昌盛加工米厂负责人王秀奎说。2020年，王秀奎通过

线上操作，从邮储银行永丰县支行获得了 100万元无抵押流

动资金贷款。这是银行发展非接触金融线上贷款助力小微

企业的一个缩影。借助金融科技，全流程纯线上贷款模式是

邮储银行大力推进的模式。该模式下，客户贷款申请、审查

审批、放款、支用、还款等全流程都通过线上完成。邮储银行

年报显示，2020 年邮储银行手机银行客户规模达到 2.99 亿

户，全年交易金额 11.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42%；非房消费

贷余额 4419.45亿元，同比增长 39.26%，其中线上放款率达到

99%；线上化小微贷款产品余额 4570.70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22.94%。

中国银行副行长郑国雨表示，通过数字化转型，目前中

国银行手机银行用户数达到 2.11 亿户，交易额达到 32.28 万

亿元，个人有效客户中手机银行用户占比超过 66%，手机银

行月活客户中，交易客户的占比超过了 62%，手机银行投资

理财产品销售额在全渠道中的占比超过了78%。

农业银行表示，2020年农业银行以数字化转型为主线推

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支持小微企业抗疫复产，不断提升

对普惠型客户的金融服务水平。截至 2020 年末，农行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9615.20亿元，同比增长 62.3%。谷澍表

示：“目前，农行掌上银行发展提速，月活用户数超过 1 亿

户。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运用，为产品创新、智慧营

销、智能风控等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些数字化转型成果，既

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也为银行经营展业插上了

科技翅膀。”

数字化转型可期

传统商业银行主动拥抱金融科技是大势所趋。商业银

行要实现转型发展，需要积极探索利用新技术不断创新服务

方式和服务渠道。专家表示，2019年，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

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构建金融科技“四梁

八柱”的顶层设计，明确了金融科技发展方向和任务、路径和

边界。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应按照《规划》有序良性推进。

此外，“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

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专家认为，“十四五”规划为银行深化改革指明了三条主

线：一是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服务效率。二是培养金融

科技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三是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建立

规范有序的数据流通环境，防范数据风险。

“金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金融科技的根本使

命在于更加有效率地将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部门和社会大

众，快捷、普惠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金融科技应

用应帮助金融机构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覆盖长尾

市场，提升小微企业和个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招联金融

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

渤海银行行长屈宏志表示，“未来，渤海银行将以‘数字

化’战略为支撑，有序布局并打造体现渤海银行发展方向的

先进的‘金融科技、创新研发、大运营体系、激励约束、内控合

规、风险控制、培训教育’等‘七大新基建工程’，全面推进经

营模式、服务模式、渠道模式、管理模式的转型和重构。坚定

回归本源，服务于实体经济”。

交通银行表示,下一阶段，交行将举全行之力加快建设

数字化新交行。按照金融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3%要求，

持续加大金融科技资金投入强度。交行将推进金融科技“万

人计划”、金融科技管培生及存量人才转型三大工程，金融科

技人才队伍将从目前的不到4000人逐步增加到1万人。

近日，各大持牌消费金融公司陆续公布 2020年业绩

报告，记者从中分析发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

响，消费金融行业增长放缓，不良率、投诉率增多。同

时，由于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持牌消费金融

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分期购物平台、互联网电商平台等

纷纷加入消费金融领域，赛道已拥挤，竞争加剧。

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消费金融行业的快速增长期已过。接下来

的增长空间，更多的来自存量置换。一方面是个人住房

贷款占比下降释放一些空间，另一方面则是 GDP持续增

长从分母侧释放一些空间。但无论哪一方，都是缓慢、

渐进的过程。在这个阶段，竞争将更加激烈。

“即便是龙头企业，也要经历一段相对痛苦的以价

换量阶段，通过向平台方、借款人、资金方等让利来保持

市场份额，净资产收益率等盈利指标会出现明显恶化。”

薛洪言表示，消费金融进入分化阶段，这是长期投资者

夯实基础、前瞻布局的机会，但也需要降低预期，慢慢耕

耘。而投机主义者基本可以离场了，要赚快钱已难上加难。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目前，监管对不同评级的

消费金融公司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有助于奖优罚劣，体现了差

异化监管原则和方向。从评级要素看，公司治理与内控、风险管

理两项权重合计达63%，突出了对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的重视，

契合消费金融公司实际情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导向性。

经过 10余年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互联网科技的加持，目

前，消费金融行业逐步迈入成熟阶段。持牌公司中行业巨头

有捷信、招联、马上等消费金融公司，有的正在启动上市计

划。《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0）》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末，消费金融公司已发展到 26家，注册资本 433.4亿元，资产

规模 4861.5 亿元，贷款余额 4686.1 亿元，服务客户数 1.4 亿

人。消费金融这条赛道参与者渐多，资产规模庞大。在审慎

合规经营思路的发展下，消费金融行业规模稳步增长，将逐渐

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与此同时，监管层不断强调加大不良贷款的管理与处置

力度。规范发展消费金融的目的是要促进行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精耕细作替代粗

放发展。

消费金融作为强监管行业，其发展程度深受监管

政策导向影响。“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规范发展消费

信贷。未来三五年，在消费金融监管趋严的总基调下，

消费金融必须精耕细作，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

消费需求。

薛洪言表示，随着消费金融行业从普遍受益阶段进

入分化阶段，消费金融机构需持续提升综合竞争力，以

降本增效为抓手，不断发掘内生潜力，以稳为主，放弃对

规模的非理性预期。同时，要积极开辟“缝隙”业务，如

高难度的场景分期业务，与银行机构进行差异化竞争。

“再好的行业也有差企业，再差的行业也可能有好

企业。站在投资视角，行业仅有参考价值，终究还是企

业的商业模式定乾坤。”薛洪言表示，当行业变得竞争

激烈时，投资者必须放弃那种撒胡椒面的投资法，着眼

于企业自身的成长性和竞争力。

具体来讲，薛洪言认为，在获客引流方面，广告推广、助贷

等业务模式将全面规范，在准入上更加严格，从源头截住非持

牌机构，在模式层面强调“实质重于形式”，通过业务穿透来界

定各方权属，消除潜在的套利空间；在产品结构方面，压降高息

现金贷产品，持续扩大场景消费贷占比，鼓励金融机构在家政、

托幼、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方面创新消费贷产品；消费者保

护方面，注重信息安全、数据授权，着重解决多头举债问题。

近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

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在一次论坛上表

示，碳中和的目标将带来巨大的绿色

低碳投资需求，预计未来 30年内会带

来 180多万亿元的绿色金融投资。更

有专家提示，如果金融机构不参与到

这个过程中，会失去最大的投资和业

务增长机会。

绿色金融投资的蛋糕是诱人的，

潜力也是巨大的。从过往数据看，目

前我国已形成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

和市场体系。截至 2020年末，绿色贷

款余额近 12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

一；绿色债券存量 8132 亿元，居世界

第二。尽管如此，这肯定只是绿色金

融巨大空间的冰山一角，更深更广阔

的绿色金融金矿还有待金融机构去

探寻，去开拓。

事实上，当绿色、低碳这些词语

大量渗透进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摆

在所有金融机构面前的一个难题是，

如何高效准确地捕捉经济发展对绿

色金融的真正需求点，然后通过信贷

或投资去激发催生，并满足这种需

求。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特别警惕绿

色金融创新庸俗化的风险，在这方面

保险产品曾经的过度创新可视为前

车之鉴。究其原因，与保险快速进入

百姓生活的大背景有关。保险业希

望通过创新进一步挖掘百姓的保险

潜能，将保险产品与寻常百姓生活场

景更多地结合起来，满足多元化的保

险需求。结果先后设计出了酒驾保

险、车辆摇号保险、博彩保险、离婚保

险、雾霾保险等，最后都因为脱离经

济社会的真正保险需求，很快就不了

了之了，给人留下笑柄。

无论是绿色融资、绿色保险，还是

绿色债券，都应该重视名副其实的内

涵，切忌博眼球、图虚名、秀过场。只有那种切中经济社会需

求焦点的金融投资和金融产品才谈得上是有含金量的绿色

金融，是真正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推动器。否则就是浪费

人力物力财力的“高碳”行为，最终与绿色金融的真谛背道而

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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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2021中国化

工产业（衍生品）大会”上了解

到，我国化工衍生品市场已发

展成为全球交易最活跃、最有

特色的板块，大连商品交易所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塑料期货市

场。美国期货业协会（FIA）的

相关数据显示，大连商品交易

所在全球交易所期货和期权成

交量排名中位列第 7，其中，大

连商品交易所的聚丙烯（PP）、

线性低密度聚乙烯（LLDPE）、

乙二醇、聚氯乙烯(PVC)、苯乙

烯期货的成交量领跑，在除了

农产品、金属、能源品种之外的

其他品种方面的全球排名中，

分别位列第 4、第 5、第 6、第 8、

第9。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

卷全球，打乱了全球经济运行

和循环体系，化工市场物流、人

流和供应链、产业链遭到巨大

冲击。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

我国化工产业链风险管理的需

求强烈，化工企业积极通过利

用期货工具等有效提高了风险

管理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大商

所化工衍生品市场结构和合约

连续性持续改善，避险功能有

效发挥。

近年，大商所先后上市乙

二醇、苯乙烯、液化石油气 3个

期货以及聚乙烯、聚氯乙烯、聚

丙烯和液化石油气4个期权，初

步形成化工行业从基础原料到

加工产品、既有期货又有期权

的产业链多元避险工具体系。

大商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席

志勇表示，大商所持续完善化

工衍生品体系，着力发挥好价格发现、套期保值两大功能，

为石化产业提供高质量服务。

大连商品交易所工业品事业部总监王淑梅介绍，

2020 年受疫情、原油大幅波动等因素影响，市场避险需

求增加，塑料板块增幅最明显，带动去年大商所能化市场

规模增长。2020年大商所PVC、PP等多数化工品种日均

成交、持仓量均同比提升，同时市场结构持续优化，2020

年主要化工品种法人日均持仓占比均超过 55%，期现价

格相关性均保持在90%以上。

国内化工衍生品市场起步早、市场运行较为成熟，化

工行业较早参与到场内场外衍生品交易中，具备了较好

的期现结合基础。在建设完善场内衍生品市场的基础

上，大商所还以“一圈两中心”为发展目标，大力开展场外

市场建设。目前已有 43 家产业链企业或期货风险管理

子公司成为大商所化工品种圈场外会员。截至 2020 年

底，大商所化工场外市场已初具规模、累计成交金额达

57.5亿元，占大商所场外市场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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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赋能银行业转型
——解读上市银行年报之四

本报记者 彭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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