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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特征事实、进展

趋势与外部效应
方 意，王 琦

摘 要 数字化转型成为驱动商业银行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的关键环节。本文首先结合金融科技的已有研究和现实实践，系统梳理中国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

沿革情况，并和其他典型国家发展经验进行国际比较。通过分析国内外银行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差异，

剖析我国银行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特殊性和不足之处。其次，本文构建银行数字化发展的测度指标，并

结合学术界较为权威数字化转型测度、银行专利研发、科技投入等多维数据综合分析银行数字化转型

的特点和趋势。最后，本文从信贷供给、系统性风险和新质生产力三大维度分析了银行数字化发展的

潜在外部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稳妥运用数字化技术推动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和提

升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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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力发展以创新

为核心特征的新质生产力，需要深化数字

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与之相适应，金融科技也推动金融

领域的创新变革，尤其是在改变信贷市场

摩擦、风险管理以及资源配置方面发挥革

命性作用，以金融科技为核心的数字金融

成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一谋篇布局

中的重点“大文章”。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金

融体系的中流砥柱，是提供间接融资的主

体和“科技赋能金融”的重要载体。特别

是新冠疫情时期及后疫情时代，使得实体

企业亟需资金周转、偿还债务、扩大融资，

需要商业银行提供资金支持，也更加依赖

线上化、非接触式的金融服务。商业银行

凭借海量用户留痕数据优势，推进数字化

进程，也是其提质增效和切实服务实体经

济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源于两

方面原因。一方面一方面，中国的数字经济蓬勃

发展和相关产业数字化政策持续出台。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

展报告（2022 年）》显示，2022 年我国数

字经济体量占其 GDP 的比重超过 40%，

位列世界第二。政策方面，纲领性、指导

性政策频出。“数字经济”连续 7 年出现在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 2020 年发布的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数字经

济，“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

字化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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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要求。数字经济的

发展也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事实上，早

在 2016 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

金融机构利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等技术手段，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自此，新兴技术和金融的融合取得重大进

展。在此之后，连续出台了两个金融科技

三年发展规划，强调以科技武装金融创新，

加快金融科技发展进程，推进金融机构数

字化转型。国务院颁布《数字中国建设整

体布局规划》，进一步要求加快数字技术创

新应用于金融等重点领域。原中国银保监

会发布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

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应“打造数字化的

产业金融服务平台”。因此，金融科技发展

和数字化转型布局已成为中国的顶层设计

和战略部署，这也为银行运用金融科技提

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行业竞

争的催化作用。金融科技在我国的发展最

早表现为互联网应用于金融业务，2013 年

后网贷行业兴起，对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

和利润产生挤出效应。随着网贷行业风险

爆发，并在强监管下日益衰落，科技公司

凭借自身的技术和流量数据优势也布局金

融板块，无序扩张造成竞争失衡，也成为

传统商业银行的一大挑战。商业银行不得

不自主研发金融科技，创新金融产品与服

务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本文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特征、

趋势以及外部效应进行分析，可能的贡献

如下。第一，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多重

视角探讨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性：即

从银行业务本身和实体经济融资角度探讨

银行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信贷供给；从风

险演化的角度分析银行数字化转型如何影

响系统性风险。本文还创新性地探讨了银

行数字化转型对银行业自身以及实体经济

的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即从劳动者、劳动

资料和劳动对象三方面促进银行部门的新

质生产力发展，还通过信贷资源配置和技

术协同促进推动实体经济新质生产力发

展。第二，第二，在特征分析上，本文立足国内

外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对比分析国

内外银行数字化转型和金融科技发展的特

征，从科技成果转化、金融科技文化、银

行之间的发展差异、风险管理质量等方面

深入挖掘我国银行数字化转型存在的发展

局限。第三，第三，在发展测度上，综合运用运

用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等多维数据客观，综

合分析我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发展 
趋势。

二、国内外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特征事实

当前我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已步入发展

的快车道，以银行为界总体可以划分为外

部金融科技创新和内部数字化转型。前者

表现为银行体系外部的金融科技公司大科

技企业或互联网公司凭借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和自身流量数据优

势布局金融板块，或为金融机构提供数字

化解决方案，与金融机构形成竞争与合作

的关系。后者表现为商业银行为应对市场

竞争，保持竞争优势，自主研发金融科技

及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数字化转型，

是将银行所有金融活动与前沿技术深度融

合的复杂过程。本文主要聚焦于内部数字

化转型特征及其影响，外部金融科技发展

不是本文的讨论范畴。

（一）国内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分析

近十多年来，科学技术在银行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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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使得商业银行历经电子银行、互联网银

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已经逐渐步入智能

化、数字化发展的高级阶段，现阶段发展

的具体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科技投资不断扩大，科技第一，金融科技投资不断扩大，科技

人才引进提速。人才引进提速。近年来，商业银行逐渐加

大金融科技的投入，推动业务架构数字化

转型。具体表现在，从银行的信息披露情

况来看，2019 年之后，大多数上市银行开

始披露信息科技投入和科技人员数量，尤

其是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 2019 年后逐

年披露金融科技投入，浦发银行等在年报

中专门设有板块进行专项披露。但仍有多

家中小银行尤其是农商行未披露金融科技

投入具体数额。

从增长趋势而言，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2019—2022 年，各大银行的信息科技投入

和科技人员数量不断攀升，对于信息披露

不完善的中小银行（主要是城商行和农商

行），现有可得数据也能显示出中小银行

对金融科技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2022 年

科技人员增长率超过 10% 的有 11 家银行。

但 2022 年，多数银行的科技投入增速有所

放缓。从行业差异而言，规模越大的银行

的金融科技投入和人才引进力度也越强，

国有银行的金融科技投入力度最大，股份

制银行次之，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科技投

入最少（图 3）。
就单家银行而言，2022 年工商银行

金融科技投入为 262.24 亿元，占营业收入

比例为 2.86%，科技人员投入 36 000 人以

上，占全部员工的 8.30%，同比增长 2.86%，

位居第一。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紧随其

后，2022 年金融科技投入分别为 232.90
亿元、232.11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

为 2.83%、3.20%。中国银行在 2022 年金

融科技投入突破 200 亿元，为 215.41 亿

元，同比增长 15.70%，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3.49%。股份制银行中，招商银行、中信

银行的金融科技发展迅猛，招商银行近四

年科技投入均保持十位数增长，位于全国

性股份制银行的第一梯队。中小银行受制

于自身资金规模和服务于地方的特质，金

融科技投入与全国性的银行差距较大，但

是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依旧在城商行中表

现亮眼。

第二，金融科技应用程度加深，线上第二，金融科技应用程度加深，线上

化成为标配。化成为标配。商业银行的金融科技布局已

形成以前沿技术为中心，金融产品为点，

金融场景及业务模式为线，围绕基础设施、

产品、服务、场景模式全面展开的金融生

态。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①金融科技的场景应用加强，线上化

基本全覆盖。商业银行借助大数据风控、

各类银行科技投入（万亿元） 各类银行科技人员投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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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银行年报手动整理。

图 1 不同类型银行的科技投入和科技人员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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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推出各类线上“快

贷”、“秒贷”等纯信用产品，整合分析第

三方关于企业征信、税务、交易、水电、

社保、工商等信息，减少对抵押品要求，

能在几分钟之内完成在线申请、审批、到

账，随借随还，大幅提升信贷发放效率，

满足零售客户“短、频、急”资金需求。

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统计（图 4 和图

5），全国非现金支付业务逐渐攀升，2014
年之后增长明显；银行业的离柜交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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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银行信息科技人员投入

工
商
银
行

建
设
银
行

农
业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招
商
银
行

 交
通
银
行

邮
储
银
行

中
信
银
行

兴
业
银
行

浦
发
银
行

平
安
银
行

民
生
银
行

华
夏
银
行

北
京
银
行

上
海
银
行

南
京
银
行

长
沙
银
行

重
庆
银
行

苏
州
银
行

青
岛
银
行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021年科技投入（万亿元）

259.87

235.76

205.32

132.91

186.18

100.3
87.5 73.83

75.37 67.06
63.64

45.07
26.56

23.19
18.53

13.4 9.18
3.36

3.250.4

2022年科技投入（万亿元）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62.24

232.9
232.11

215.41

141.68
116.31

106.52
87.4982.51

70.07
69.29

47.07
38.63

24.5 18.53

工
商

银
行

建
设

银
行

农
业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招
商

银
行

交
通

银
行

邮
储

银
行

中
信

银
行

兴
业

银
行

浦
发

银
行

平
安

银
行

民
生

银
行

华
夏

银
行

北
京

银
行

上
海

银
行

2020年科技投入（万亿元）

工
商
银
行

建
设
银
行

农
业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招
商
银
行

 交
通
银
行

邮
储
银
行

中
信
银
行

兴
业
银
行

浦
发
银
行

平
安
银
行

民
生
银
行

华
夏
银
行

北
京
银
行

上
海
银
行

南
京
银
行

长
沙
银
行

重
庆
银
行

苏
州
银
行

成
都
银
行

青
岛
银
行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38.19
221.09

183
167.07

119.12

90.27
72.17

69.26

57.24
57.15

48.62
37.02

29.33

2215.49
8.56

6.98
6.29

3.11 0.47
2.63

2019年科技投入（万亿元）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建
设
银
行

工
商
银
行

农
业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招
商
银
行

邮
储
银
行

交
通
银
行

中
信
银
行

浦
发
银
行

兴
业
银
行

华
夏
银
行

平
安
银
行

北
京
银
行

上
海
银
行

长
沙
银
行

青
岛
银
行

176.33

163.74

127.9
116.54

93.61
81.8

50.45
48.9441.20

35.6533.19
25.75 18 14.33

3.85 0.29

数据来源：根据银行年报手动整理。

图 2 银行信息科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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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 2022 年达到 2 375.89 万亿元，离柜率

高达96.99%。工商银行在2019年就推出“云

闪贷”，并完善以经营快贷、网贷通和数字

供应链融资为核心的“小微 e 贷”线上融

资产品体系；光大银行不断丰富其“光大

快贷”产品；浙商银行等中小银行也推出

“易贷”“快贷”，实现“快速放款”“在线

预约放款”“实时提款”。

②信贷融资衍生服务集成化，在传统

的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基础上，完

善手机银行、微信银行及公众号小程序服

务渠道，开发线上化企业融资服务平台或

对公 APP，集企业在线开户、税费缴纳、

线上汇款、智能记账、线上信贷、智能审批、

在线理财、函证申请等于一体，打造中小

企业融资服务商城，提升集约化管理程度，

打通企业融资“最后一公里”。

③加大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夯实

信贷服务基础，基于云计算开发云平台，

加快业务上云迁移，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开

发“银行智能大脑”和机器人“数字员工”，

建设智慧网点；基于大数据、区块链技术

建设数据资产库、数字化平台及区块链平

台；依托机器学习、人脸识别技术手段，

整合“基础数据 + 行为数据 + 交易数据”

等多维度大数据，研发自动化审批模型和

智能化风控系统，优化贷款支付管控，加

强贷款资金流向监测。为各类投融资场景

应用打下坚实底层技术基础。与中小银行

相比，国有和大型股份制银行金融科技基

础设施建设更完善。

第三，强化战略合作，构建数字化生第三，强化战略合作，构建数字化生

态。态。商业银行已不仅在单个的产品或服务

上角逐，更是逐渐构建金融科技服务中小

企业融资的金融生态。

①在战略上，各大商业银行积极成立

金融科技子公司及金融创新实验室，深化

金融科技技术开发和场景应用。目前在上

市银行中，已有 15 家银行以全资或绝对控

股的方式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80% 以上

的银行已优化组织架构，成立专门的金融

科技部门。

②树立平台化理念，搭建数字化管理

平台。银行研发各类智能终端，建立平台

集合营销获客、融资产品、信息传递、效

果追踪、管理统计，形成用户流、资金流、

信息流“三流合一”，建立线上“金融 + 科技”

生态圈，实现客户生命周期全覆盖，持续

性地为专业化金融服务。同时，传统网点

也随着线上化程度加深而逐渐减少（图 6）。
2018 年之前由于银行面临外部互联网金融

的冲击，为保持市场份额，线下网点减少

不明显，同时布局线上渠道；而在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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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非现金支付交易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业协会。

图 5 商业银行离柜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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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国有银行的

技术、资金优势明显，线下网点大幅锐减。

③跨界合作共建无界生态。商业银行

与互联网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科研院所

展开深度合作，以用户为中心，利用 API（应

用程序接口）、SDK（软件开发工具包）等

技术实现方式，通过“走出去”“引进来”

双向开放的形式深化银行与第三方机构业

务连接和合作，将金融服务能力与客户的

生活、生产场景深度融合，从而优化金融

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率，实现双多方合

作、共赢。

（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国际经验

国外银行运用金融科技推动数字化转

型起步较早，尤其是欧美国家和地区的大

型商业银行率先布局。主要表现为以下四

大特征。

第一，较早确立数字化发展战略。第一，较早确立数字化发展战略。美

国摩根大通银行高度重视金融科技的应

用落地，自 2006 年开始自建科技平台而

逐渐替代技术外包，近年来又提出“移

动优先，数字化无处不在”（Mobile First, 
Digital Everywhere）的发展规划。花旗银

行早在 2012 年就提出了“移动优先（Mobile 
First）”，并于 2017 年制定“建立数字银行”

目标，加速金融科技运用和业务数字化。

新加坡星展银行 2009 年就开始进行数字

化，并于 2014 年提出“甘道夫计划”，旨

在积极推动新兴技术应用，加速金融创新，

致力于成为能够成为与谷歌、亚马逊一样

的大科技公司。汇丰银行确立要“从根本

上推进业务模式和组织架构数字化”的目

标，并从客户体验、产品创新、价值创造、

数据治理、科技投资等五个方面推动新兴

科技与金融要素结合。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自 2015 年制定数字化发展战略，进行金融

科技创新，提升业务效率，这也得益于澳

大利亚政府提供的良好政策支持，如 2009
年颁布的《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未来方向》，

2011 年的《国家数字经济战略》以及《澳

大利亚数字化转型策略》等多项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的政策。相比西方国家，日本大

多数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开始较晚，整

体金融科技投入并不高，三菱日联银行

2017 年才启动数字化转型战略，一个关键

原因是日本老龄化严重，消费者对于科技

化、数字化的产品需求并不是非常旺。

第二，金融科技人才储备和技术投入第二，金融科技人才储备和技术投入

并重。并重。摩根大通银行 2022 年的科技预算

投资高达 1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8%。

2021 年科技投资达 125 亿美元，其中科技

费用 99 亿美元占总营业收入的 8.17%。同

时，摩根大通大力引进高端技术人才，现

已形成 55 000 人的科技团队，其中 3 万

多人进行实质性研发工作。摩根大通银行

以战略投资方式等多种方式吸引技术专

家，例如 2017 年并购了在线支付业务供

应商 WePay，纳入硅谷人才；2018 年投资

Volley Labs，为网络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为管理层团队注入含有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等具有金融科技研发背景的人才

180 000 200%

150%

100%

50%

0%

-50%

-100%

160 000
140 000
120 000
100 000
80 000
60 000
40 000
20 000

0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20
19

20
20

20
21

全国银行网点

全国银行网点增速

国有银行网点

国有银行网点增速

股份制银行网点

股份制银行网点增速

数据来源：CSMAR 数据库。

图 6 商业银行网点数量 ( 个 ) 及增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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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懂技术和金融的综合专业化人才。花旗

银行 2022 年公布的科技预算投入达到 136
亿美元，2021 年的科技费用也达到 78 亿

美元，占营业收入的 10.89%。澳大利亚联

邦银行也在金融科技人才引进方面投入大

量资金，同时培训内部原有负责业务的员

工进行数据分析工作，提升员工综合能力。

第三，加紧外部合作，注重客户体验。第三，加紧外部合作，注重客户体验。

为加快金融科技应用，国外银行的主要合

作者是金融科技公司。例如摩根大通还和

美国金融服务创新中心（CFSI）共同创立

金融解决方案实验室，开发金融创新工具，

还投资了支付公司 Square、线上投资平台

Motif、区块链开发企业 Axoni 以及 Invest 
Cloud 等众多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积极将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嵌入

业务场景，优化客户体验。花旗银行于

2014 年与 Plug&Play 公司联合成立全球金

融科技加速器，共同研发面向初创企业的

移动支付和安全识别的程序，为初创企业

降低融资风险提供解决方案。2021 年，花

旗银行又与金融科技公司 Sharegain 合作，

围绕财富管理领域开发出融券融资自动化

方案。汇丰银行在 2018 年与新加坡通信管

理局合作研发探索区块链在信用证业务中

的应用。

在优化客户体验方面，国外银行在两

方面进行改进。一是一是以金融科技丰富和整

合获客渠道，摩根大通拓宽线上渠道的同

时，优化线下分支机构布局，关闭客户量

较少的网点，并使用金融科技提升客户量

较多网点的服务效率。花旗银行、汇丰银

行、星展银行等也秉承相似策略，优化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在线渠道，开拓中小

客户等新的市场；同时重塑线下网点布局

和运营，在全球多个城市设立智能网点，

升级自助渠道，推出智能化员工等以巩固

线下优势。二是二是针对客户需求研发特色产

品。摩根大通 2022 年的科技规划首要就是

为客户提供业界体验最好的产品和平台，

例如为不同客户量身打造专属移动支付

APP，包括面向普通客户的 Chase Mobile、
年轻群体适配 Finn，以及高净值人群可使

用 JPM Mobile。花旗银行将创新数字化产

品、提升现有业务服务效率作为数字化战

略的主要内容，加快零售业务、普惠金融

业务的数字化创新。星展银行为提高客户

黏性，在日常业务中嵌入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第四，注重风险防控和数据治理。第四，注重风险防控和数据治理。花

旗银行等认为其自身全球业务严重依赖其

技术，数据信息的安全存储和传输都对风

控提出更高的要求。与第三方关联的信息

系统不断发展，也会增加网络安全隐患，

因此国际大银行都非常重视运用金融科技

严把风控与加强数据安全治理。星展银行

借助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识别分支机构

风险，并评估交易欺诈风险和信用风险等。

摩根大通银行也采用相似的科技手段识别

信用卡领域的欺诈风险。在数据治理方面，

美联储早在 2012 年就提出数据治理战略，

并设置专门的数据治理机构，在此之后花

旗银行、摩根大通都对组织架构进行了类

似调整，欧盟建立包含金融行业在内的九

大数字空间，并与日韩达成金融数据同盟

协议。近年来，众多国家都将金融机构的

数据治理提升至法律高度，如美国在 2022
年通过《促进数字隐私技术法案》，加强对

金融数据的隐私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三）总结性评析

总体而言，国外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主

要路径有以下方面。①从发起机构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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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数字银行多由金融科技初创企业

发起，而非科技巨头或大型金融机构。这

使得国外（特别是欧洲）数字银行在资金

实力和科技能力方面不具有明显优势，短

期内无法与传统银行正面竞争，因此普遍

选择走差异化的路线，开展特色灵活的金

融服务。②从推行方式来看，国外银行大

多较早确立数字化发展战略并自上而下推

行，一些国际银行专门设立首席转型官、

首席数字官、数字化战略推进委员会或办

公室等高级管理人员和机构，专门负责转

型中的协调、预算和人员组织，强化转型

的目标管理。③从研发领域来看，国外银

行紧跟技术革新步伐并加大金融科技人才

和技术投入，主要聚焦在资本市场、财富

和资产管理、支付、数据和分析等重要领域，

同时加大对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金融

科技领域的投入。④从监管环境来看，一

些国家在金融科技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监

管环境相对宽松，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

的创新空间，且更注重风险的技防能力和

着力破解数据治理难题。

与国外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

数字化转型具有独特之处。独特之处表现

在我国商业银行更多是在传统业务上应用

金融科技，并不追求成为科技公司，这也

是由于我国金融体制和对金融自由化的限

制较多，银行和科技企业的合作有限。不

足之处有以下方面。①我国银行数字化转

型起步较晚，在 2017 年之后各银行陆续深

化布局，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复杂技术

的深度运用上与国际大银行还存在差距。

②数字化文化有待深入。我国银行重心主

要放在加强顶层设计、增设科技部门或金

融科技子公司、研发新业务新模式等方面。

目前大多数银行虽然设置了 CTO、CIO 等

管理职位，但是董监高团队中具有研发职

业背景、具有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

景的高管还比较少，从而在金融科技应用

与数据治理方面认知不一致，易形成阻碍。

③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缓慢。由于中小银

行自身资金、技术实力不足，高投入面临可

持续压力，自主创新能力弱，金融科技“内卷”

激烈，数字化进程进展缓慢，且战略趋同化

严重，缺乏发展特色。另外，专门的数字银

行也较少。与之相反，发达国家发放很多数

字银行牌照，如韩国数字银行 Kakao Bank
已在韩国证交所上市，是亚洲第一家上市的

数字银行，澳大利亚数字银行 Alex Bank 产

生，美国的 Chime、Varo 等。④对潜在风险

的警惕程度要弱于对金融科技利好的追逐程

度。当前银行金融科技还能够提高银行信贷

投放效率，增加银行效益，各类银行纷纷效

法，但金融科技的运用过程中蕴含网络安全、

数据治理、隐私保护等难题，如 2022 年村

镇银行风险事件发生后，部分村镇银行清空

储户 app 存款数据等。银行金融科技的风险

防控是系统工程，涉及战略、人员、业务、

流动性、数据、网络安全、技术算法、外部

合作等多个方面。尤其是中小银行面临过度

依赖科技平台、研发投入短缺等诸多挑战，

部分银行有不结合自身实际而盲目跟随市场

大流的倾向。

国外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为中

国商业银行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经验。中

国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发展需

求，借鉴这些经验应用于中国场景，如制

定明确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成立数字化专

项部门，通过战略引领，使得全行上下在

数字化转型方面达成共识，培育数字化文

化；引进和培养数字人才，壮大科技团队，

将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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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养老金融深度融合，与国内外金融

科技公司、互联网企业等开展合作，共同

探索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和新路径；建立

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和数据治理机制，加

强与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合作，确保数字化

转型的合规性。中小银行也应根据自身实

力和特色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主打“小而美、

小而精”，服务地方实体经济。

三、我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进展

基于前文国内外银行数字化转型分析，

本部分探讨其进展趋势。

目前，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构

建金融科技或数字化转型指标。一是一是基于

行业数据从宏观角度构建全国性的金融科

技发展指标。例如，Hou et al.（2016）和

Lee et al.（2021）采用第三方支付等行业

规模或金融科技公司融资规模来衡量金融

科技发展。然而，这些指标大多是时间序

列数据，而不是银行层面的数据，无法反

映银行使用金融科技的程度。二是二是现有研

究广泛使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和商业

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这两指数都是年频，

且前者是地区层面的数据。三是三是运用文本

分析方法构建指数，如利用词向量训练和

因子分析技术对银行新闻和年报进行语义

挖掘，构建金融科技发展指数。由于这两

种语料库都包含了银行的经营信息，所以

用这种方法来衡量银行数字化转型是可行

的。本文也借鉴这种方式，运用文本分析

技术构建并修正了上市银行数字化发展指

数。构建过程如下。

第一，构建银行数字化的关键词库。第一，构建银行数字化的关键词库。

本文梳理银行的金融科技发展和数字化转

型的相关政策、文献和研究报告，结合实

地调研，借鉴专家经验，从战略构建、基

础设施、业务应用三方面综合列举有关银

行发展金融科技和数字化转型的 155 个关

键词，构建基础关键词数据库。

第二，文本挖掘获取关键词。第二，文本挖掘获取关键词。首先，

本文选择 INFOBANK 经济新闻数据库作

为银行数字化发展的新闻语料库来源。该

数据库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财经数据库之

一，数据来源包括来自 1 500 多家国内外

媒体的公开信息，基本可以覆盖中国经济

和金融相关的新闻报道，也是中国市场投

资者的主要信息来源，受到许多研究新闻

情绪和企业财务的研究者的青睐（Chang 
& Wong，2009 ；Opper et al.，2012 ；Bai & 
Qiu，2021），它可以为构建银行数字化发

展指标提供很好的语料库。其次，考虑到

中国的银行业至 2007 年陆续上市后逐渐完

善信息披露，市场对其关注程度加强。故

本文从 INFOBANK 经济新闻数据库的“中

国经济新闻数据库”部分中选取 2007 年第

一季度（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第

四季度（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新闻报道，

按照银行的出现情况进行过滤。对于每篇

新闻文本，本文使用 Python 网络爬虫技术

模拟浏览器行为，捕获所有关于银行的新

闻，并构建本文的原始新闻语料库。最后，

本文使用共现法获得关键词，即采用“银

行名称 + 数字化发展关键词”的方法获取

新闻语料库，进行分词降噪，统计银行 i
在每个季度的每个数字化发展关键词 k 的

关键词总数（keywordkit）和银行 i 在每个

季度的新闻报道单词总数（Totalwordsit）。

第三，计算数字化发展指数。第三，计算数字化发展指数。首先，

本文对单家银行 i 的所有数字化转型关键词

进行加总，即计算银行 i 在 t 季度的数字化发

展关键词的总数。其次，用银行所有关键词

的总出现次数占第 t 时期新闻词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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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得到银行 i 在第 t 季度的银行数字化发展

指数 
∑kkeywordkit

Totalwordsit

DFIit=   ，反映银行数字化

发展程度或银行对金融科技的关注程度

（图 7）。
中国的银行数字化发展指数呈上升趋

势，尤其是在 2013 年互联网金融兴起之

后，在政策引导和支持下迎来几次发展高

峰，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2013 年天弘基

金与支付宝合作推出余额宝，互联网金融

兴起；随后 2014 年“互联网金融”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2015 年 7 月十部委发布《关

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商业银行在外部

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和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开

始将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赋能金融

业务。2017 年 5 月人民银行成立金融科技

（FinTech）委员会，从顶层设计上引导和

布局金融科技发展，推进数字化转型。与

此同时，2017—2018 年互联网金融面临

强监管，也冲击涉足此领域的商业银行。

2019 年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科技发展规划

（2019—2021 年）》，银行数字化转型加快。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政策当局鼓励金融

机构运用金融科技支持实体经济，实体经

济也更加依赖线上化金融服务，商业银行

数字化转型更加迅猛。

本文还比较了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

和城乡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指数。进一步分

析，国有银行的数字化发展程度或重视程

度明显高于其他银行，而城乡银行的水平

最低。股份制银行处于中间位置。这与中

国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金融科技及数

1　本文对图7的季度银行数字化转型总指数取年平均值，得到年度指数，并与对应银行的北大商业银行数字化转

型总指数进行对比，相关性达0.98。

字化领域起步早、发展快的特点是一致的。

此外，本文还使用当前研究中常用的

测度进行补充分析。第一，第一，本文用银行季

度专利总数（取对数值）与专利引用总数

（取对数值）来考察银行的创新数量和创

新质量，通过加权求和的方式计算了的行

业级的指标，权重为单个银行的资产占样

本银行总资产的比例。图 8（a）中，样本

银行在每个季度取对数后的金融科技专利

总数，与样本银行在每个季度取对数后的

金融科技专利引用数量，两者都在明显增

加，但专利引用数量增速有所放缓。因此

银行在加大创新研发力度，加快数字化转

型进程的同时，强化原创性科技创新，攻

克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提升创新质量。第第

二，二，为了涵盖更多非上市中小银行，本文

还采用北京大学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

进行分析（谢绚丽和王诗卉，2022）。如图

8（b）所示，该指数覆盖我国 221 家银行，

该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是基于战略数字

化、管理数字化和业务数字化三个维度所

构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综合指标 1。

从总体趋势来看，2013 年之前发展比较缓

银行数字化发展总体水平

国有银行数字化发展水平

股份制银行数字化发展水平

城商行和农商行数字化发展水平

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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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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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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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类型银行的数字化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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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2013 年互联网金融兴起，在此之后行

业数字化转型大幅加快，到目前基本实现

全行业“线上化”。从分项来看，由于金融

科技首先应用于银行各项业务，业务数字

化发展较为迅猛，随着线上化应用逐步落

地，2018 年起业务数字化有所放缓。当前

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开

发与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银行智能化发

展任重道远，因此战略数字化仍然保持较

快增长的趋势，业务数字化也不能仅局限

于线上化，应紧跟战略导向，加快提升智

能化水平。相比之下，管理数字化发展程

度最低，优化数字化组织架构和人才结构，

打造金融科技创新文化氛围，促进信息共

享，提升数字化的管理水平也是银行全面

提升数字化质量的当务之急。

四、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效应

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进行数字化

转型表现为金融体系内各种金融要素的重

新组合，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机构为追求微

观利润、监管当局为提高整个金融业和实

体经济的宏观效益。一方面，一方面，近年来我国

《资管新规》、网贷行业强监管等政策持续

出台，同时商业银行又面临来自布局金融

板块的科技公司的竞争，为减少利润下滑，

运用金融科技寻求金融创新；另一方面，另一方面，

当前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要素与金融要素

的融合催生出金融科技，商业银行进行数

字化转型也是一种技术诱导型金融创新

（Schumpeter，1912 ；Hannon & McDowell，
1984），推动交易成本的下降。基于前文的

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及趋势分析，本节

进一步从信贷供给、金融风险和新质生产

力三方面分析其外部效应。

（一）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效应

之信贷供给

商业银行作为信贷供应的主体，核心

功能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即创造流动

性。商业银行将金融科技应用于各种金融

场景，进行数字化转型，为金融体系内外

部创造出更多的流动性。本部分从银行业

务本身、实体经济融资视角来阐释。

1. 银行业务本身视角

第一，第一，就银行存款业务角度而言，数

字化转型提升了存款业务的便捷性和效

数据来源：CSMAR 数据库 (a) 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 (b)。
图 8 多种银行数字化转型测度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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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传统的存款业务往往需要客户线下办

理，手续烦琐，而金融科技能够促进商业

银行能够运用通过开发手机银行、网上银

行等线上渠道，使得客户可以随时随地通

过线上进行存款操作。同时，数字化技术

还使得存款业务的处理速度更快，减少人

为操作的错误率，提高了整体效率。此外，

银行数字化转型丰富了存款产品，还改善

了客户体验，增强了客户黏性。商业银行

可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客户

的资金规模、风险偏好等因素进行深入分

析，从而推出更加符合客户需求的存款产

品或线上个性化理财；通过智能客服系统，

客户可以随时随地与银行进行互动，解决

存款过程中的问题。这提升了客户的满意

度和信任度，增加了银行的存款规模，从

而夯实放贷的基础。

第二，第二，就银行的贷款业务而言，一方一方

面，面，银行利用金融科技扩大客户范围，实

现信贷扩张。传统信贷模式下，银行在贷

款营销、获客、授信资格审查等流程中更

多地依赖人工审核，导致时间成本和成本

较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银行授信。同

时，商业银行将更多的资金贷给国有大

型企业和有抵押品的客户，而由于现金流

不足和抵押品不足，中小微客户往往不被

商业银行重视，面临融资约束（Berger & 
Udell，2006）。金融科技为商业银行大规

模拓展长尾客户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银行利用金融科技将“软”信息转化为“硬”

信息，提高了信息传递的便利性（Cenni et 
al.，2015），降低了对企业抵押品的要求，

从而促进信贷供给；另一方面，另一方面，银行数字

化转型提高了银行创造流动性的能力和意

愿。传统的银行贷款产品设计、推广和销

售仍较为单一，同质化现象明显，信贷业

务以物理网点为主要渠道，切入消费和生

活场景渠道较为有限。数字技术的日益成

熟降低技术壁垒，原本由互联网平台垄断

的数字技术逐渐被商业银行所应用。不断

进行技术升级，优化经营模式，为客户提

供线上化、个性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方

案，不仅扩大银行放贷意愿，也有效提高

了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

第三，第三，就资本金的角度而言，银行通

过不断创新，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的产品和

服务，提升收入多元化水平，增加收入来

源，从而增加利润（Ky et al.，2019）。当银

行的利润被用作留存收益时，将转化为资本

金，这使得资产负债表能力（Balance-sheet 
capacity）上升（Adrian & Shin，2010），银

行会进一步扩大贷款规模（Adrian & Shin, 
2011 ；Buchak et al.，2018）。

2. 实体经济投融资视角

商业银行为实体经济创造流动性和提

供信贷，通过与企业建立投融资关系，与

其他行业深度融合，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

济。银行不断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和服

务能力，借助数字化转型发展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推动资

金有效配置于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

①在赋能科技金融方面，银行开发“科

技贷”“人才贷”“研发贷”“知识产权贷”

等产品，线上自助办理，依托知识产权数

据，创新额度测算模型（如知识产权类型：

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外部数据多维

交叉，建立用户立体精准画像（如：创新

成果、研发投入密集度、早慧度），促进企

业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解决科创企业“轻

资产”难题。还帮助“专精特新”等科技

企业搭建起资本对接平台，为科技企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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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股权融资对接和全流程上市服务，有助

于科技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吸引更多资本

支持，从而实现快速发展。

②在赋能绿色金融方面，数字化转型

有助于银行挖掘企业项目环境信息或 ESG
信息，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打破

银行与环保机构之间的“信息孤岛”效应，

避免将资金配置于面临严重的环境风险的

企业，从而为绿色企业提供绿色信贷、绿色

债券、绿色基金等新型绿色金融工具支持。

③在支持普惠金融方面，银行通过发

展金融科技，基于“软信息”的关系贷款

可以增加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可得性，帮助

企业家跨越资金约束的门槛（Yin et al.，
2019），提高金融覆盖范围，降低中小微企

业和农户的金融排斥程度，合理配置金融

资源，进而提高金融资源利用效率（Zhao 
et al.，2022），增加企业和家庭的收入，从

而缩小麦克米伦缺口（Macmillan Gap）。

④在服务养老金融方面，银行借助金

融科技搭建“一键式”平台，与社保部门

合作，实现养老保险的线上缴纳和查询；

与医疗机构合作，推出医疗支付和报销服

务；与养老机构合作，提供养老金支付和

账户管理服务等，提升服务质量；通过智

能风控系统，银行能够更准确地评估老年

人的信用状况和风险水平，从而提供更加

精准的金融服务，促进养老产业、银发经

济的发展。

（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效应

之系统性风险

除了影响信贷供给，商业银行的数字

化转型也会影响系统性风险。作为一种金

融冲击，数字化转型作用银行的业务经营，

影响资产负债表项目，从而影响单家银行

的微观风险承担；而金融体系的传染-放大

机制又使得微观的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

就微观风险而言，银行数字化转型不

仅影响传统金融风险，也可能产生新兴风

险，对风险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

首先，首先，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银行风

险管理能力。一方面，银行借助大数据、

云计算、智能识别技术对海量信息进行收

集、分析、整合和处理（Thakor，2020），
完善信用担保和贷前审查手段，削弱信贷

中的信息不对称，最终降低授信过程中的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Wang et al.，2023）。
银行可以借助金融科技手段构建风险预测

模型和监控系统，实现风险的实时监测和

预警，通过自动化决策系统，银行可以在

风险事件发生前进行快速响应和决策，降

低风险损失，从而降低信用风险和违约风

险。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优化银

行内部治理结构，使得银行更加注重灵活

性和创新性。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柜面服

务得以自动化，许多业务可以通过互联网、

手机应用等渠道进行远程办理，有助于加

强内部沟通和协作，实现信息共享和更高

效便捷的跨部门沟通，提升内部控制质量。

其次，其次，尽管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银

行流动性创造效能，但过度的流动性创造

往往会加剧金融机构的脆弱性（Berger & 
Bouwman，2016）。金融科技可以提高银

行承担风险的能力。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

的提高促使银行提高风险承受能力，这使

得银行过度依赖金融科技风险管理技术，

增加冒险行为，加速流动性较弱的风险资

产扩张，从而可能增大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再次，再次，由于商业银行应用金融科技的

门槛较高，短期内银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经历较长的技术孵化期，

资金需要持续跟进。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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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Product Life Cycle），在新产品形成市

场规模之前，银行需要不断改进其服务。

这大大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研发成本和创新

成本，因此银行有动机投资高收益项目来

平衡利润，从而又可能增加风险承担。

最后，最后，银行数字化会产生信息技术风

险和数据安全风险。数字化转型意味着银

行需要依赖高度集成的信息系统来支持日

常运营。一旦系统出现故障或遭受攻击，

可能导致业务中断，甚至造成巨大的经济

损失；新技术的引入可能带来兼容性问题、

操作风险以及未知的安全隐患。同时，黑

客攻击、内部人员违规操作或系统漏洞可

能导致银行敏感数据的泄露，不仅损害客

户隐私，还可能给银行带来合规风险和声

誉风险；过度依赖于第三方供应商提供的

技术服务，供应商的安全漏洞或管理不善

可能给银行带来信息技术风险。

就宏观风险而言，商业银行数字化转

型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结构维度而言，第一，从结构维度而言，银行在数字

化转型中相互模仿会强化银行之间的关联

关系。根据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Miller & Dollard，1942），个体的

决策行为不仅受到自身特征的影响，还受

个体所在群体的其他成员或群体榜样的影

响。当个体面临更加复杂的决策条件和激

烈的竞争环境时，个体由于缺乏客观参照

标准而倾向于学习模仿他人，从而获得更

多信息或规避决策风险。银行作为有限理

性的个体，在投融资决策、资本结构选

择、技术创新等方面都会学习同行的经营

决策（Foucault & Fresard，2014 ；Leary & 
Roberts，2014）。研发难度较大、自主创

新能力不强的银行倾向于复刻金融科技发

展较好的银行，在资产配置、业务模式、

系统选择、战略合作上采取“搭便车”的

做法，共同风险敞口和技术关联增加，银

行之间的关联风险扩大。一旦有负面冲击，

风险会在银行之间迅速传染，形成系统性

风险。

第二，从时间维度而言，第二，从时间维度而言，银行运用金

融科技推动信贷供给和创造流动性，也意

味着银行主动承担风险。根据 Bernanke & 
Gertler（1995）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在信

贷过程中，借款人的抵押品价值或净值越

高，借款人还款能力越强，借款人面临的

外部融资溢价越低。金融科技提升了银行

风险识别能力，能够挖掘借款者“软信息”，

这相当于一种抵押品，因此信贷约束会更

加放松。当前，银行面临激烈的行业竞争

和净利差收窄，以及在服务实体经济的政

策引导下，趋利动机银行会进一步增加杠

杆、扩张信贷，从而加剧银行体系内部的

风险累积和脆弱性。

银行体系的风险会通过银行和企业之

间的信贷关系传递至实体经济，从而影响

企业的风险。例如，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潜

在风险过度累积到一定程度，会限制银行

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及信贷供给的能力，

监管当局也会强化宏观审慎监管，银行对

实体经济将表现为惜贷，从而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下降，影响实体企业经营和宏观经

济的发展。

（三）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效应

之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转变传统

的生产力发展路径，以高科技、高效能、

高质量为特征，能够实现劳动者、劳动资

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金融

科技为银行业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创新

动力。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促进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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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自身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能够助

力实体经济提升新质生产力。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本质是运用科技

手段进行金融创新，必然推动银行业自身

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一，第一，就劳动者而言，银行数字化转

型促进优化人才结构。一方面，随着银行

数字化转型的推进，银行加大对科技人才

的需求，大力引进具备数字化技能的创新

型人才，并要求传统业务提升员工的数字

素养和技能水平，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肖

土盛 等，2022 ；余明桂 等；2022），以适

应新的业务模式和客户需求。另一方面，

银行数字化转型变革管理层结构。当银行

在产品设计、服务创新、获客营销、流程

管理等方面运用金融科技，变革商业模式

和组织架构，需要管理人员具有专业知识

积累和科技思维（吴育辉 等，2022），因

此具有研发背景、技术背景的高管被引

入管理层，能够丰富管理层的人才多样

性，快速捕捉科技发展的前沿动向和行

业机遇，增强决策效率和质量（Harrison 
& Klein，2007），有利于促进成果转化

（Augustsson et al.，2019 ；刘洋 等，2020）。
第二，第二，就劳动资料而言，劳动资料是

变革劳动者作用劳动对象的物质条件，银

行数字化转型对金融服务的手段进行创新，

促进劳动资料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在传统

的银行业务中，需要处理大量的纸质文件、

手动操作和人工审核，银行引入自助终端、

智能客服、智能风控等各类智能化、数字

化的设备和系统，自动处理大量业务，减

少人工干预；客户也避免多次前往网点线

下办理，简化了原本烦琐、复杂的业务流程，

提升业务处理效率，优化业务流程，并降

低运营成本（Thakor，2020）和获客成本

（Gomber et al.，2018），改善服务质量，进

而提升银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第三，就劳动对象而言，其是指银行

在运营过程中所处理、管理或服务的各种

对象，不仅涵盖资金、客户等传统要素，

也包括信息、数据等新型要素。在整合数

据信息资源方面，银行数字化转型利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海量客户信息、

交易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推动数据

资产入表，也能更准确地了解客户需求、

精确客户画像、评估风险、制定营销策略。

在洞察客户需求方面，数字化转型使得银

行能够可以精准地捕捉客户的消费习惯、

风险偏好、投资需求等信息，创新金融产

品和服务，提升客户黏性。在资金监控方

面，数字化技术帮助银行强化对资金流的

监控，预警各类潜在风险。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会还通过银企

联动的协同效应促进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进而提升实体经济新质生产力。

第一，第一，银行与企业均面临严重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数字经济时代，信息具有抵

押品的作用。从信息需求端而言，银行需

要挖掘企业多元信息判断企业资信状况，

以便更好地进行信贷决策，故倾向于服务

具有“数字足迹”较多的企业；从信息的

供给端而言，企业为了更容易获得银行信

赖，会推动采购、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

的数字化进程，产生数字信息以满足银行

信贷决策的需要，因此银行和企业之间有

望形成“数字匹配”（张一林 等，2021）。
因此，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信息协同效

应”倒逼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丁杰与黄金

波，2024），同时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可

以产生示范效应，为其他行业的企业提供

参考和借鉴，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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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二，第二，商业银行和实体企业之间的 
“信贷配置协同效应”加强，推动企业新

质生产力。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信

贷融资渠道更为便捷和高效，快速地响应

企业融资需求，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资金

支持。同时，银行获取和分析企业数字化

转型带来的数据资源，有效解读和研判企

业的风险状况和市场需求，以此为依据进

行信贷配置，从而调整信贷政策。也即能

够更准确地评估企业的信用状况和发展潜

力，从而实现信贷资源的精准投放，支持

新兴产业、科创企业等的发展，提升实体

经济新质生产力。

第三，第三，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创新产生风险监督作用。一是优化企业内

部治理水平。当银行通过数字化改善自身

公司治理，也进一步要求企业完善内部控

制，实现精细化的流程管理，提高生产效

率。二是增强企业风险防控能力。银行数

字化转型中注重风险管理能力提升，要求

企业提高信息透明度，这不仅能够约束实

体企业的冒险行为，相关理念也传导到企

业中，促使企业加强自身的风险防控体系

建设，引入数字化风险预警系统和内部控

制机制，企业能够更及时地发现和应对潜

在风险。上述“内部治理协同效应”有助

于企业改善经营（丁杰和黄金波，2024），
降低违约风险。这又为推动实体经济的产

业升级和创新转型提供安全的发展环境。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金融科技应用实践，分析梳

理国内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特征，并和其他

典型国家发展经验进行国际比较，对比分

析发现中国的银行数字化转型还存在起步

较晚、发展不足，数字化文化建设薄弱，

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缓慢，对潜在风险

警惕不够等问题。同时，本文基于构建的

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测度指标，并结合北

大数字化转型指数、银行专利研发、科技

投入等多维数据综合分析发现：我国银行

数字化转型水平不断提升，但是行业分化

差异较大。本文从信贷供给、系统性风险

和新质生产力三大维度分析了外部效应。

①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扩大银行信贷供

给，加强流动性创造。②银行数字化转型

帮助银行降低授信风险和缓解公司治理问

题，但又促进银行增加杠杆，加大流动性

风险，也带来了数据安全问题和信息技术

风险。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银行之间的

学习模仿行为又增大了关联风险。③银行

数字化转型优化了银行业的生产要素配置

促进银行业部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也会

通过银行体系-实体经济联动关系，为企业

研发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并且对企业数字

化发展提出要求，最终促进实体经济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

以下建议。

一是一是银行应积极引进和培育相关领域

的专业人才，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合作等

方式，提升员工的技术素养和数字化转型

意识。大力建设创新研发团队，发掘生成

式人工智能等新趋势和新技术，加快金融

科技成果转化和落地应用，探索和创新数

字金融赋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

融和养老金融的方式，推动高质量的数字

化转型，提升银行业的新质生产力，并助

力实体经济新质生产力的协同跃升。

二是二是坚持差异化发展，提高服务实体

经济效能。银行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立足于市场需求，差异化设计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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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切忌“跟风”“盲目”发展金融

科技，在资金、科技实力有限的情况下，

应开发或采购适合自身业务情况的技术系

统。地方性商业银行，应因地制宜，根据

所在地经济发展状况、资源禀赋、客群特

征、文化习俗等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场景

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三是三是完善微观审慎监管，运用数字化

手段对各类风险和整体风险状况进行预警

和分析，从而高效预防风险的产生。同时，

不断完善金融交易模式、业务流程、资金

管控、人员配备、数据安全领域的风险管理。

四是四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鼓励银

行多样化信贷供应，降低银行的共同风险

敞口。警惕内源性技术风险，加强对技术

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和数据共享的穿透式

监管，防止银行间过度的技术关联，将全

部金融活动纳入监管，降低对实体经济的

风险溢出效应。此外，变革监管模式更加

注重科技治理和数字治理，建立健全数据

治理体系，包括数据采集、存储、处理、

分析和应用等环节。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完整性和安全性，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

支撑。

学术编辑：韦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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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Banks: Characteristics, Trends and Externality 

Analysis

FANG Yi1    WANG Qi2

(1.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School of Financ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and it is also a key link in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financial risks. 
First of all,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actical practice of financial technology,we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volution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and makes comparison with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other typical countries.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banks,we analyze the particularity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banks.Second,we construct th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for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banks,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nks by combining the more 
authoritat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surement in academia,bank paten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other multidimensional data.Finally, we analyze the potential external effects of banks' 
digital development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redit supply,systemic risk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and then 
put forward specific paths to prevent financial risks,properly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omote commercial bank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service to the real economy.

Keywords  Bank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rend, Credit Supply, Systemic Risk,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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