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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上线，助力湾区金融服务创新

2022 年 3 月 25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融发展局发布消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

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粤澳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以下简称“数据平台”）在粤澳两地上

线试运行。该平台的上线，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及《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发布后，粤澳加快跨境数据便捷有序流动，探索建立开放型、

合作型、示范型跨境数字服务融合的又一创新之举，首阶段以金融服务作为试行范畴。

早在2020年5月，微众银行牵头研发的国产安全可控区块链底层开源平台FISCO BCOS

基于实体身份识别、可信数据交换等技术方案，实现了粤康码与澳门健康码跨境互认，

助力粤澳两地居民实现正常跨境通关，免除 14 天医学观察期。此次上线平台的技术方

案与粤澳健康码跨境互认一脉相承，由澳门金融机构出具的可被内地采信的相关证明

原件，由居民自主线上提交，由跨境数据验证平台验证文件的真实性，凭借区块链的

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特性，保障数据真实可靠及隐私安全。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跨境数据验证平台进一步增强大湾区三地联动服务优势。数据平台由澳门

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融发展局协调和推动，珠海华发集团旗下

华发金融科技研究院及深圳联合金融作为内地侧运营方，南光集团下属的南光通作为

澳门侧运营方，澳门万高信息科技作为平台技术供应方，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作为区块

链开源技术支持方共同研究打造，集聚了湾区多地的政府、银行、企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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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平台旨在服务民生，为居民跨境流动提供更多的便利，并且为企业服务也留有接

口。虽然首批试点在粤澳间，但对深港两地合作也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价值。特别是

近期疫情暴发，深港两地跨境数据流动、交换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一直以来，香港居

民在数据隐私保护、数据泄露和违规使用方面都比较审慎，同时深圳与香港两地数据

管理在法律和监管方面也存在差异，特别是《深圳数据条例》出台后，第三方不能未

经个人授权直接使用用户数据和信息。在缺乏有效法律法规支持的前提下，数据难以

出境，包括电信、税务、社保等数据跨境流动都存诸多困难。据平台设计建设方表示，

此次跨境数据平台设计的核心逻辑正是基于目前存在的痛点，采用“用户自主携带转

递，数据严格保密”原则，尽可能打消用户的担心以及满足监管的要求。在实践中，

用户自主跨境传递数据，粤澳两地机构不直接传输和交换用户数据，通过比对约定的

加密哈希值而非具体原文数据信息校验数据可信与否，从而保护用户与机构的数据隐

私，降低跨境数据可信风险、滥用风险、泄露风险，也符合最新的数据相关法规及条

例的规定。且数据平台的相关技术完全由国内机构自主研发，有较好的把控性和独立

性。从理论上说，用户信息和数据仅存放在用户本身及提交给拟办理业务的对象机构，

不会滞留在第三方。政府也可以在平台试行过程中，对数据跨境后的储存、使用、流

通等环节进行监管核查，完善配套制度，包括数据泄露的监管手段及追究措施。

第二，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或能破解大湾区跨境征信难题。跨境征信业务由于涉及

跨境数据传递，近年政府出台了一些指引，大湾区建设伊始更是被赋予了先行示范的

希望，但实质性的进展还未达预期。2020 年，央行等四部委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中，就要求“推动跨境征信合作，支持粤港澳三地征信机构开

展跨境合作，探索推进征信产品互认”。2021 年 9 月，央行发布《征信业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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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明确了跨境征信数据信息查询、应用的相关要求。2022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

别措施的意见》中，也明确了“放宽数据要素交易和跨境数据业务市场准入。审慎研

究设立数据要素交易场所，加快数据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集聚与流通”。可以设想，

大湾区跨境征信问题有望能够实现率先破局。根据广州央行的工作计划，跨境征信合

作需要在符合三地法律法规及金融监管要求的框架下，遵循先易后难原则，利用区块

链先进技术，以企业征信机构的联盟为突破口，由“粤信融平台”（广东省中小微企

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牵头，湾区企业征信机构共同参与，安全、及时、高效

地为大湾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优质征信产品和服务，促进资金、生产要素在大湾区

的自由流动。截止目前，“粤信融平台”已汇集了来自 39 个省有关部门、21 个地级以

上市的 7.78 亿条数据，并免费共享给省内银行为中小微企业“画像”，将“信用记录”

转换为“信贷资金”，为中小微企业融资纾困。“粤信融”已全面覆盖广东全省除深

圳之外的 20 个地市，为 1.26 万个商业银行网点开通了查询用户，共有 152.55 万家企

业在粤信融上注册。此外，深圳的百行征信也在积极探索跨境征信体系的建设，作为

全国首家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百行征信从 2018 年落户深圳开始，就持续为开展放贷

业务的市场主体和其它主体提供征信服务。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百行征信已累计

拓展法人金融机构 2160 家，基本完成与主要金融机构的渠道搭建，与 1338 家机构签

署了数据共享协议和产品服务协议，个人征信系统累计收录 2.2 亿人，企业征信系统

累计收录小微企业超 380 万户。此次粤澳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上线，无疑为大湾区跨境

征信体系建设提供了全新且更为开阔的视野、思路、方法和工具，在技术、政策层面

均能为地区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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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有望孵化更多金融服务场景。数据平台定位为开放平台，

已有多个粤澳银行机构正在洽商于平台上推出服务，预计今年内将有多个应用服务推

出。随着平台运作的测试成熟，项目各方也将推动平台服务扩展到粤港澳大湾区更多

的金融机构，同时进一步探索将平台服务推广至其他应用范畴。对湾区内商业银行及

其他金融机构来说，这不仅有助于促进跨境金融服务创新，也是提升自身产品便利化

的机会。一是优化跨境金融服务流程，改善客户体验。在数据平台的支持下，银行一

些涉及到需要验证材料的服务流程均有望得到进一步优化，比如银行开户、办卡、保

险理赔、税务登记、存款证明等。虽然目前已有银行率先推出了便利化产品，但大多

数中小银行没有此类服务。以跨境理财通为例，部分试点银行办理业务还无法做到全

程线上化，服务效率还有改进空间，特别是在当前疫情下，由于居民出行不便，境内

外居民线上办理业务诉求更加凸显。二是创新跨境个人贷款产品。过去由于缺乏跨境

征信的支持，大湾区内个人跨境申请贷款存在障碍，银行往往只会接受有房产抵押或

按揭类型的贷款申请，跨境消费信贷业务市场还没能完全激发出来。而境内人士在港

澳地区的银行借款，政策与制度上均不明确，究其原因还是出于信用风险的考虑，银

行缺乏有效的信用数据和信息的支持。数据平台促进跨境征信体系建设，或也能够为

推动湾区跨境个人贷款提供新的思路。三是打造跨境联合贷款生态圈。当前银行的跨

境贷款业务主要还是集中在大型项目，对于中小普惠型的科创企业还没有能够广泛推

广的产品，主要还是考虑到风险管理与服务成本问题。而利用粤澳跨境数据验证平台

的技术，湾区内的银行可以联合打造一个跨境联合贷款生态圈，境内外银行共享创业

者及投资方的信用记录数据和信息，防范道德风险以及贷款集中风险。且在风险分担

的前提下，银行可以运用更加便利的线上化快贷模式，降低授信服务成本。湾区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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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9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