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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背景下银行业的发展转型建议
孙孚嘉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

术飞速发展，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已经

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金融科技

在为传统银行业注入生机与活力的同

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分析

金融科技背景下银行业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找到银行业转型发展的切入点，

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金融科技背景下银行业发展面临的

挑战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区块链技

术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票据、支付结算

等传统业务领域，它的去信任化、去

中心化等特征，使得银行在交易的过

程中省去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进一步

提高业务处理效率。在移动扫码支付

与刷脸识别技术的支持下，跨行、免

密支付极大地缩短了金融服务时间。

此外，银行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可以实现数据共享，满足客户的

多元需求，在精确度量风险、助力小

微企业动产质押和供应链融资等领域

提升了服务效率。同时，银行业发展

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挑战。

一是“脱媒”现象导致银行市场

缩小。“脱媒”是指借贷双方绕过商业

银行直接进行资金融通，大幅度削弱

银行的中介职能。近年来，“脱媒”趋

势越发明显。一方面，对个人而言，支

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对

传统银行支付手段造成较大冲击，蚂

蚁花呗等对信用卡等银行借贷造成较

大冲击，余额宝、财付通等同样对银

行储蓄造成较大冲击。另一方面，对

企业而言，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较高

存款利率及“金额小、期限短”的小额

贷款，更是吸引不少投资者从商业银

行向金融科技公司转移。由此可见，

银行业务在支付清算、融资借贷与理

财服务方面都受到了较大冲击，市场

缩水，进而加剧“脱媒”现象与对银行

核心地位的冲击。

二是对银行商业模式的冲击。传

统商业银行的运营模式已无法适应金

融科技时代的市场需求。金融科技对

银行商业模式的冲击，迫使商业银行

借助科技，转变传统线下营业方式，

努力实现“前台场景化、中台智能化、

后台云化”的模式。

三是银行信用职能被削弱。以往

银行通过对客户信息的分析，可以追

踪客户行为、评估客户信用以控制风

险，并针对客户喜好进行产品定制与

营销，提高服务效率与收入。现在，金

融科技公司拥有的客户数据信息越来

越全面，并建立了自己的数据信息库。

一方面，区块链技术因无法被篡改而

具有更高的安全性，有望革新清算速

度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人

类大脑的学习和分析，从而使客户画

像更加高效准确。因此，金融科技的

发展减少了银行在信息收集、分析处

理方面的优势，也大大削弱了银行原

本作为信息中枢的信用职能。

金融科技背景下银行业发展转型建议

（一）自主发展金融科技。一是获

客推广方面。加强电子渠道与移动端

服务建设，银行应创立并完善自身网

站、APP 等线上平台，加强宣传，以

契合互联网时代的客户需求 ；服务

重心由线下向线上转移，实体网点向

体验店转型，提供复杂、个性化服务，

树立银行鲜明的品牌形象 ；推动各渠

道服务的无缝衔接，实现跨渠道的产

品服务，打造融合服务差异化优势。

二是业务创新方面。通过发展金融科

技并利用其优势，提高数据挖掘与技

术分析能力，提升客户体验。构建基

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化银行，以更低

成本、更高效率与安全性缩短支付清

算流程 ；构建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化银

行，更精准地实现客户细分，并降低

融资借贷风险 ；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

智慧化银行，深入解析客户需求，并

以定制化的理财服务形成更大众化

的普惠市场。三是运营管理方面。引

入敏捷开发和持续交付等新兴 IT 运

营模式，利用灵活高速、成本低廉的

处理和存储技术，更新信息系统 ；实

现业务与风控流程的前中后台自动

化、一体化，建设能对市场、监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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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献策

完善过渡期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乌兰｜郭雅倩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支持脱贫

攻坚税收优惠政策指引》（以下简称指

引）中规定的 110 条税收优惠政策，为

贫困地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

税收力量。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

确要求，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

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 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主要帮扶

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

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

也明确指出 ：“过渡期内延续脱贫攻

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在过渡期内

税收政策持续发力，在保持原来脱贫

攻坚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相关部

委对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延长了执行期

限。例如，2021 年 5 月，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出台的《关于延

长部分扶贫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

公告》中指出，围绕促进重点群体创

业就业、企业扶贫捐赠、扶贫货物捐

赠等项目继续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期限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过

渡期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进一步增

强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为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

基础。现阶段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梳理

过渡期税收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进

一步优化税收政策。

过渡期税收政策在农牧区执行中存

在的不足

（一）促进特色产业发展税收优惠

政策方面。一是对乡村旅游、电商等有

力支持乡村振兴的新产业、新业态的税

收扶持力度还需加大。二是对农畜产

品全产业链税收优惠主要是针对农畜

产品生产和初加工环节，而对存储、运

输、销售等产业链的其他环节支持有

限。三是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方面税

收优惠力度有限，如增值税在农畜产品

初加工时执行9%的低税率，而深加工

则适用 13% 的高税率。四是对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税收支持有待加强。国

家出台了专门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税收政策，但尚未出台专门针对家庭农

牧场、种植养殖大户、农牧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税收政

策，这部分经营主体的税收优惠通常按

照其规模、行业适用其他优惠政策。

（二）支持乡村人才振兴税收优惠

政策方面。支持乡村引进人才、留住

人才、培养人才的税收优惠力度不够，

主要体现在缺少对返乡创业就业人员

的税收支持以及对乡土人才培养方面

的税收优惠。此外，尚未构建起鼓励

专家、教授、科研人员投入乡村建设

的税收支持引导机制。

（三）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税收优

惠政策方面。目前我国生态保护更多

求变化快速响应的灵活机制与扁平

化管理架构 ；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人才

库，着重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并建立

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以留住并吸引

新的人才。

（二）加强与金融科技企业的合

作。一是技术提升方面。与银行相比，

金融科技企业在研究新技术、运用创

新概念等方面有较大优势。因此，银

行应加强同金融科技企业的合作，借

用其先进技术、自由灵活的研发优势

推出创新产品。对于产品的具体推

广，可将银行服务端口融入淘宝、微

信等第三方平台，将其嵌入多重生活

场景，借助第三方平台已经形成的庞

大客户群体来提高银行客户辐射面。

二是人才培养方面。银行业的科技人

才存在较大缺口，可以与金融科技公

司合作，定期交流，或邀请对方的科

研人员担任技术顾问，推动更好地开

发银行服务新模式。

（作者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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