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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金融科技将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而中国金融科技的创新发

展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随着《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

的出台与执行，以及央行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推动中国版“监管

沙盒”落地，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迎来了曙光。产业为本、金融为用、

科技创新，金融科技通过对金融业实现数字化升级进而为企业及个人用户

提供更为普惠的金融服务。

艾瑞咨询在金融科技行业已有一番耕耘，我们通过聚焦金融行业数字化发

展及趋势变化，对金融科技在细分领域中的落地情况进行持续追踪。同时，

我们结合了大量行业调研及分析师研究，对行业发展及技术落地中面临问

题提供可参考的解决建议，为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贡献一份艾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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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

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主要指运用前沿科技成果（如：人工智能、区块链、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

式、业务流程，以及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的一类技术。

金融技术

在金融业务中所应用的（包含但不限于ICT、前沿科技）各类

技术。

金融技术

金融科技

概念界定

注释：金融科技定义参考金融稳定理事会（FSB）。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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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研究工具：金融科技效能象限 / 技术效能曲线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金融科技效能（发展/趋势）象限

技术效能曲线周期中轴线
1、金融科技效能定义：通过金融科技产生了“改造或

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以及推动金融发

展提质增效”的价值。

2、发展象限纵向表示技术效能大小（上高下低），以

技术效能曲线为参考，其上表示象限限定时间范围内金

融科技较之前产生了金融科技效能：距离效能曲线越上，

效能越大；距离效能曲线越下，效能越小。

5、完整技术效能周期：业务中金融科技由概念、至成熟落地，至最终通过金融科技创新将不再产生新的技术效能的整个周期阶段。

6、通常发展象限含1个技术效能周期和1条周期中轴线，趋势象限含N个技术效能周期及N条周期中轴线（N≥1）。

3、发展象限横向表示该领域产生技术效能时间长短，

即金融科技渗透时间长度（由左向右时间增长）。

4、随不同领域特点不一，技术效能曲线斜率、拐点

及周期中轴线位置不同。

I. 金融科技效能象限，反映所限定时间段内金融科技在不同业务中的创新情况，作为艾瑞金融科技洞察的规范化研究工具，将持续输出不同

时间段内新的金融科技创新情况及不同业务所处的创新阶段。

II. 基于行业调研、专家访谈，数理实证研究和案例实证研究，综合输出金融科技效能（发展 /趋势）象限的结果。

科技渗透时间长度

科技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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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趋势展望

细分领域分析

行业发展分析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技术投入规模：
2019年，中国银行业整体技术投入达1214.8亿元，金融科技投入230.8亿；年中国保险行业整体技术投入达319.5亿元，
金融科技为124.6亿；中国证券行业整体技术投入达216.7亿元，金融科技投入6.4亿； 2019年中国基金行业整体技术投
入为19.8亿元，金融科技投入0.9亿。

金融科技效能发展象限解读：

基于各领域2019-2020年中国金融科技效能发展象限的分析：
I. 银行业：（2019-2020）在企业借贷与融资、支付（刷脸付）、清结算、DCEP、风控、开放银行领域释放了明显的科技效能；

II. 保险业：（2019-2020）全域数字化、新一代核心系统及数字中台建设为主要投入方向，全域数字化表现良好；

III. 证券业：（2019-2020）在资产管理、监管创新（区块链股权登记托管系统）表现较好；

IV. 基金业：（2019-2020）未实现金融科技效能的较大突破，相较银行、保险、证券的科技创新存在一定差距。

金融业数字化升级驱动力：用户侧来看，数字金融将为企业与个人用户提供更为普惠的金融服务；机构侧来看，数字化
升级将有效带动金融机构业务实现降本与增效。

中外发展对比：中国正在逐渐通过金融科技创新重塑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实现对金融发达国家综合能力的超越。

政策方面：中国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与监管行稳致远协同推进。

发展现状：中国金融业开启“产业为本、金融为用、科技创新”全方位数字化升级新阶段。

中国金融业技术投入情况：2019年中国金融机构技术资金总投入达1770.8亿元，银行占比68.6%；除银行外，各行业技
术资金投入占比逐年提升。短期看，疫情对技术投入影响将被迅速追平；长期看，将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行业趋势：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及“监管沙盒”落地，将实现金融模式深度创新，推动全面普惠及全域深度智能发展。

技术趋势：金融科技将实现“全栈安全及性能成熟、全域可信、深度智能”三层能力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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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数字化升级驱动力（用户侧）
数字金融将为企业与个人用户提供更为普惠的金融服务
互联网及大数据的发展让个人用户享受到了深层次的普惠借贷服务，而现阶段被广泛看好的财富管理市场存在较大普惠发
展空间。个人理财普惠瓶颈在于需要对客户风险承受能力及投资回报两者之间进行精准洞察，以及提升投顾生产力进而降
低投顾服务门槛，让用户走出“十万美元困境”。企业用户方面（详细见下述数据），传统授信模式仍无法解决多数小微
企业信用证明问题，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服务目前仍是一片蓝海市场。

注释：“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数据因存在四舍五入，所以总数大于100%。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艾瑞行业调研、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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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需求指数:大型企业 贷款需求指数:中型企业

贷款需求指数:小型企业 银行贷款审批指数

2016Q1-2020Q3企业贷款需求指数及银行贷款审批指数 I. 小微企业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贡献者：中小微企业为中国
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
果和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

II. 小微企业主体信任较弱，融资难融资贵：左侧数据可见，2016-
2020Q3期间，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一直未被较好满足，而实际
上，即便很多小微企业拥有优质资产，但由于主体信用较弱难以
获取融资。

III. 数字化升级需求：艾瑞调研与统计，基于区块链等技术对企业融
资的科技创新可释放巨大市场空间（如：预计至2025年，区块
链等技术的创新应用将释放5.4万亿供应链金融市场空间，也将
为融资租赁带来约1.6万亿市场规模增量），因此金融业数字化
升级成为小微普惠金融服务的关键突破点。

企
业
用
户

个
人
用
户

个人用户的普惠金融伴随着互联网及移动大数据的发展已在消费金融领域
有了一定渗透，而财富管理的普惠渗透还需随着金融科技的创新不断提升，
艾瑞调研发现，33.9%的用户主观风险偏好及客观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
通过右侧数据可见，中国居民较偏向于银行储蓄、理财等稳定性相对较高
的资产配置，追求稳定收益的背后一方面是用户天然的求稳心态，另一方
面，部分投资失利的用户认识到自身理财知识不足，而目前专业投顾服务
生产力有限，难以普惠至众多长尾用户，可见这一市场存在较大普惠需求。
而通过数字化升级实现生产力提升将成为有效破局之道。

银行理财、资管产品、信托 26.6%

银行定期存款 22.4%

现金及活期存款 16.7%

公积金余额 8.3%

借出款 6.7%

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

保险产品 6.6%

股票 6.4%

基金 3.5%

债券 1.2%

互联网理财产品及其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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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数字化升级驱动力（机构侧）
数字化升级将有效带动金融机构业务实现降本与增效
金融机构面临增长瓶颈情况下，传统业务模式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无法为公司业务带来明显提升，更难以产生良好的模
式创新，而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可以实现金融企业内部及外部的全方位重塑进而打破原有瓶颈，帮助企业实现成本结构优
化以及业务效能提升。

注释：1、成熟市场：北美和西欧财富管理机构的加权平均值。发展中市场：亚洲、东欧和拉美财富管理机构的加权平均值。NNM代表新增资金净额；RoCAL代表客户资产负债收益率。
2、“财富管理机构前台数字化转型实现的价值”针对一家资产管理规模为1,350亿美元的财富管理公司，其收入约为10亿美元(收入占管理资产的0.75%)，其中60%的收入来自费

用收入，新增资金净额为资产管理规模的2%，流出总额为可投资资产的5%。
来源：BCG、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16-2025年中国大众客群非储蓄类投资渠道结构

19%

60%

81%

40%

2016 2025

线上（%） 其他（%）

74%
50%

19%

34%

4% 14%
3% 2%

2016 2025

银行（%） 三方（%）
券商（%） 其他（%）

I. 线上化发展让银行不再成为关键的流量入口，使得券商、三方渠道逐步抢占
了银行渠道占有量。

II. 数据对比可见，线上化数字升级对传统模式产生了强烈冲击，加之传统模式
面临的增长瓶颈也极需数字化升级的“突围”，进而驱动业务降本增效发展。

拓客

定价

客户留存

获客效果
提高10%-20%

5%-10%费用
收入

客户流失率
降低25%-35%

0.5%-1%收入

3%-6%收入

销售

现有客户销售额
提高5%-10%

3%-6%收入

1%-2%收入

收入在10亿美元左右

的财富管理机构的收

入提升潜力

8%-15%

8000万

至

1.5亿美元

I. 财富机构业务增长面临困难：（2014-2018）成熟市场方面，RoCAL由
80.0下降至76.0，NNM由3.2%下降至–0.7%；发展中市场方面，NNM由
9.9%下降至3.7%；

II. 传统业务模式面临增长瓶颈的现状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各业务环节的
业务效能，进而提升业务收入，实现财富管理业务提质增效。

金融机构数字化升级需求（财富管理机构为例）

财富管理机构前台数字化转型实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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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1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