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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中，国际金融协会与德勤联合发布了制胜数字化系列报告，探索金融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成功

因素与挑战。*

图1：《制胜数字化》系列报告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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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胜数字化系列报告

* 本系列报告主要基于对200余名企业高管、转型领导人、思想领袖、投资人、监管机构及政府官员，遵循查塔姆守则（Chatham House Rule）所

开展的二次调研、研讨会及访谈，以期更为全面地了解在数字化转型中不同的经验与观点，同时还摘录了公共领域会议的一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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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2.deloitte.com/cn/zh/pages/financial-services/articles/realizing-the-digital-promise-in-financial-serv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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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技术的出现、发展与协同部署正持续改变着金融服务业的未来。金融服务业的生态系统正在颠覆传统

的“线性”价值链，机构间广泛的合作与互联互通使得价值链向价值网转变。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为

适应趋势，企业加速在新兴技术、生态合作方面的投资。客户的数字化习惯一旦养成，就不太可能回到疫情

前水平，数字化转型不再仅仅关乎效率，更是对业务模式的转型。

过去两年间，国际金融协会与德勤联合探索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之道，共同探究金融机构如何实现数字化。

在此过程中，我们采访了全球200余名企业高管、转型领导人、思想领袖、投资人、监管机构和政府官员，

以期更为全面地了解数字化方面不同的经验与观点，最后，我们整理得出《制胜数字化》系列报告。（参见

上页图1）

本文基于调研过程中搜集的观点意见，为金融生态系统利益相关方（政策制定机构、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

科技公司）提出了统一的行动举措，指导其如何减轻或消除数字化转型障碍。1

四大主要举措：

1. 升级相关数字化能力，识别知识、人才和基础设施差距。监管模式的升级很难与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进程

保持同步，金融机构希望更多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能通过审批，而监管机构却对这些技术了解不足，造成

了额外的误解和沟通成本。同样，金融机构也不总是具备相应的能力，导致其无法评估或控制某些新技

术的内在风险。因此，监管机构、政策制定机构、金融机构和其他生态系统参与者应合作制定完善的解

决方案，不仅要实现监管政策现代化，还要解决以长期投资为基础的相关人才技能、流程和技术基础设

施的安全现代化问题。

2. 推动深入的对话、协调与合作，打造高效的生态系统经济。金融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随着金融科

技公司和大型科技公司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已将行业性质从关注价值链转向关注更为复杂的活动价值

网。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从业者应在此背景下应积极合作，确保系统连贯可持续的发展。

概要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pages/financial-services/articles/realizing-the-digital-promise-in-financial-serv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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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数字经济的跨境性质和对快速灵活监管的需求，建设成熟、和谐的监管环境。越来越多的受访者一

致认为目前的监管框架敏捷性不足，不利于激发创新并提前识别监管挑战，需要创造一种监管环境来避

免为最终可能无法实现的监管目标而构建昂贵合规基础设施的风险，同时找到一种稳健可行的方式让数

据具备跨境的互操作性。

4. 支持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采用基础性技术，帮助企业获益。生态系统参与者应合作推动安全、成功、负责

任地采用关键新兴技术 （例如云、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身份），这些技术对于支持新一代商业模式，解锁

数字化经济的全部潜能至关重要。

我们将在后文中深入介绍各项行动举措，并提出尽可能全面且可行的建议，供生态系统参与者参考采纳，助

力数字经济实现蓬勃发展，释放全部潜能。2 

这些建议将支持数字化转型、增进从业者间的相互理解、深化跨行业跨地区的合作、限制监管套利和分化、

助力企业更灵活地跨境运营并利用数据、数据技术和规模经济，同时减轻并缓解相关风险。

在此报告中，我们使用以下彩色图标表示各利益相关方：

政策制定机构 金融机构监管机构 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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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市场上数字化技术发展的迅速性，新兴技术的复杂性，以及数字化经济的广泛互联的特性，所有利益

相关方应考虑制定转型路线图；招募具备合适技能的人才；投资于自身能力提升、下阶段核心能力的预测以

及针对自身能力现状的诊断；完善内部文化、架构和体制。

制定转型路线图

利益相关方也应关注国内外同行，参考他们所采取的举措，包括如何平衡短期和长期目标，并及时了解最新

的最佳实践。

招募并培养人才

招募新型人才将尤其有助于监管机构像私营部门一样深入理解数字化。新型人才不仅仅是IT专家，偏业务型的

监管人员也需对技术有深入理解，以便对快速发展的行业进行更好的监管。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亦是如此，受访

的一位跨国银行高管表示，在风险、合规、政府事务、法律等不同部门间培养技术专长人才将至关重要。 

有鉴于行业内的工作要求快速变化，企业需录用开放型、创新型人才，这将有助于其大胆试验、保持灵活、

持续领先并快速适应。

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应招募掌握跨学科技能和深入了解金融和新兴技术交叉领域（例如云

和人工智能等未来经济基石）的专家，并录用开放型、创新型人才。

利益相关方应为其企业制定清晰的数字化转型路线图，规划实施路线，而非仅设定目标

提升能力，弥补知识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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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职位不同，所接受的培训也应有所差异。为员工提供岗位轮换机会，让其对企业有更深入了解并促进技

能和经验的交叉融合，是培养员工和提升跨学科技能的良策。

新成立的科技公司越来越体会到，为与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建立良好合作，他们需要拥有对金融法规、金融

机构运营模式、监管机构运营模式有深度了解的专业人才。谷歌云的董事总经理Zac Maufe曾说：“对金融

行业以及金融监管机构的需求更加敏锐，是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的”。3

实现技术堆栈现代化

数字化转型往往与企业的历史遗留IT系统发生冲突。前者经常需要用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替换或更新陈

旧的基础设施。采用这些技术可帮助金融机构实现可行的商业模式并保持竞争力。它还可以帮助监管机构以

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管理市场及市场参与者。

香港金融管理局计划将监管程序自动化，使用数据科学和网络分析应用以前瞻式方法识别趋势和风险，这是

监管机构通过监管技术努力提高自身能力的具体例证。4 

变革组织文化、战略和架构

对所有利益相关方而言，当务之急是要转型内部文化、战略和架构，打造新颖、创新、合作的思维和运营方式。

科技公司招募的人才需要能够对复杂的金融行业有深刻理解，并能够敏锐地感知金融行业

的特殊需求。

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应利用新兴技术完善其IT系统并提升运营效率。

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应共同努力，持续对员工培训进行投资，重点关注金融、技术和监

管的交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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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监管机构目前将自己定位于变革推动者，并已采用新的思维和运营模式。在亚洲地区，一些监管机构注

意到金融行业停滞不前，采用了试验与合作的新思维方式，大胆挑战现状刺激创新。某区域技术主管表示 
“目前出现一种从‘快速发展或保持安全’到‘快速发展并保持安全’的范式转移”。一些监管机构正在努

力找寻推动创新和保持稳定之间的正确平衡。尽管如此，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在这方面还是存在差异，部分

监管机构被批评太过谨慎，限制了市场创新。

金融机构领导人需修正风险意识心态，能够允许开展创新用例的实验以展现数据和数据技术的价值。试验无

需投入大量财力或人力，只需鼓励每位员工思考创新方式、开展自我评估、提出棘手问题并树立测试学习的

心态，即如果项目失败就权当积累经验。这意味需要牺牲短期利益或生产力来换取长期的成功和创新。这种

创新文化需要在企业中进行普及，尤其是在董事会和高管层面。

企业往往根据短期成果对领导人进行评估（和奖励），但转型突破可能需要五至十年才能实现效益。因此，

如果激励结构优先考虑短期目标，将可能产生利益冲突。金融机构需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完善。

金融机构需要在自身风险文化与敏捷创新的两端找到平衡点，睿智地承担创新风险，   
并为长期发展而不断创新。

金融机构应重新考虑绩效指标，以激励高管层做出转型所需的正确行为。

监管机构应努力从发挥监管职能转向数字化转型的推动者。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8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