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下的新金融生态与新金融监管 

正值互联网金融爆发式增长契机来临之际，清科数据研究中心推出《2014 年中国新金

融行业研究报告》，报告基于对新金融企业数据的统计，分析了新金融行业发展概况、细分

领域发展状况、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业内领先企业竞争力，并对未来新金融的发展趋势

进行展望，为国内投资机构在新金融领域的投资方向提供了借鉴依据。 

 

本文将就大数据下新金融的生态与新金融监管的观点进行梳理。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信息处理有以下三种：1.社交网络生成和传播的关系数据信息；2.

搜索引擎从海量信息中找到最能匹配用户需求的内容，处理关系数据；3.云计算保障信息高

速处理能力。前两种为大数据信息处理，如供应链金融在京东的应用。第三种信息处理更多

依赖云计算完成，如余额宝。在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下，可以衍化出无数新金融产品，同时

也进一步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一、新金融生态 

金融的本质是数据，金融产品是对这些数据的不同演化与组合。比如传统金融会收集用

户的刷卡记录，跟踪用户的消费行为。信息时代，表面上看起来互联网只是传统数据收集的

渠道衍伸，事实上却是对整个金融生态的一次颠覆。 

 

每个个体是一个数据，而互联网平台集聚了这些数据。从这个层面讲，互联网完全可以

脱离传统金融自己演化出无数金融产品。 

 

2013 年腾讯的微信支付已超过阿里的支付宝成为用户选择的第一大支付工具。阿里采

取了多项政策，如通过淘宝屏蔽微信二维码；商城禁挂二维码图片；关闭手机淘宝的微信通

道。2013 年 11 月底，支付宝官方宣布支付宝在 PC 端原有的免费转账额度将取消，按每笔

交易收费。所有这些管制性政策举措与支付宝创立之初，带着互联网的服务长尾特性，极度

重视客户体验的精神，有了明显区分。互联网企业的特性在于它的不断创新性与对客户体验

的深度挖掘，当创造能力不足，对客户的粘性不足时，它的生命力将不再。这就是为什么当

金融与互联网结合在一起后，金融的创新性会无限增大，而系统性风险也会无限增大的原因。 

 

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每年要发 3.6 万亿的交易成本。按照互联网的逻辑，这些成本中的

绝大多数完全不必发生，互联网金融的理想模式，类似于众筹、P2P 这种供给方与需求方直

接交易的方式，极大地提高效率，减少中环节。传统金融体系中，向银行贷款被称作间接融

资，通过上市来募集资金被称作直接融资，而大数据对于互联网渗透创造出了第三种业态。 

 

随着更广更深的互联网平台发展，云平台渗透到工作生活各个层面。信息透明化、实时

化、多样化、个性化、碎片化。当信用来源广阔，构成要素更全面、精细，信用积累的速度

更快，便形成了信用价值的精准转化。只要是社会人都会被赋予信用，金融边界的延伸速度

将更加快捷。 

 

要适应逐渐“微小化”的弥散型金融与“规模化”的大金融共存的新业态，金融企业组



织要自律独立地演进，以较低边际成本服务更广阔用户群、以较低试错成本快速创新，不依

靠外部指令，企业各系统按某种默契规则，各尽其责而高度协调地自动运转，这是管理信息

时代知识工作者最适合的方式。一个系统的自律性独立性愈强，其保持和孕育创新的能力也

愈强。 

 

信息技术为金融组织的自律独立提供便利。创造主体在信息时代拥有更多自由。互联网

打破时空界限，使信息在互联网的关系链上无限流动，而信息所带来的各种情绪、判断、见

解，也在不断地与其他信息所带来的主观感受迭加钮合，呈现新态势。 

 

二、新金融监管 

首先，传统金融的监管过严，导致金融系统的创新能力不足，对客户的需求十分不敏感。 

新金融的监管制度应根据不同业务性质和风险水平，以透明化、市场化和规范化为方向，兼

顾创新与监管。新金融的去中心化、交互性、服务长尾，注重创新和体验，可以弥补传统金

融的不足。但由于不了解金融行业，因此在极大创新了金融业态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监

管真空和风险隐患，如果不重视系统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就会持续发生如去年底集中爆发的

P2P 非法集资事件。发展互联网需要规则和监管，如对新浪微博与淘宝网的治理。同样，新

金融产业亟需匹配合理的监管制度。一方面，通过引导给予传统金融创新空间，激发创新积

极性，加快信息网络技术和金融业务的结合；另一方面，制订针对性监管制度，尊重互联网

金融自身规律的同时，保证资金安全和防范风险。 

 

其次，金融系统的激励制度应如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那样明晰有效。通过委托代理来 

经营的传统金融行业，其代理人目标与委托人目标并不契合，很难形成“激励相容”。产权

往往是最重要的激励因素，产权分配方式决定了代理人的行为。只有在清楚明晰地界定产权，

使成员间、成员与制度间目标一致时，才能更好地实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短

期利益的协调，有效提高激励相容度。传统金融在竞争加剧时，仍未被激发出应有的活力，

主因在于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没转换成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新金融产业要在清晰界定产

权的基础上，形成更互联网化的激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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