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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从互联网到移动智能，从大数据到云计算，数字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百年未遇的大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崛起，当病毒阻隔了现实世

界的紧密接触后，越来越多的生产、消费和社交活动跃迁到了数字世界。 

今天，以元宇宙为标志的新一轮数字化浪潮已经迎面扑来。2021年被

命名为元宇宙元年。如果说前元宇宙时代是现实世界虚拟化，现实世界是

主，数字世界是仆，那么元宇宙时代则意味着虚拟世界的现实化，数字世

界将成为“主人”，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交等行为，首先立足于数字世

界为原生地，然后再向现实世界迁移。这个坐标系的转变将是颠覆性的。 

虽然概念看上去很宏大、很缥缈，但实际上元宇宙的产业化却进行地

非常快，很多技术已经在已有的基础上落地开花。作为处理信息和数据为

主的行业，银行业天生具有数字属性。从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到开放

银行、智慧银行，在过去每一波数字化浪潮中，中国的商业银行都主动出

击，先行先试，走在了前列。然而，在这新一轮数字化浪潮中，商业银行

尤其是一些中小银行，还没有理解深度数字化对金融产业的重大影响，还

没有找到将元宇宙等前沿技术应用到业务和产品中的具体路径。 

但有些银行已经捷足先登，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一直保留着数字

基因的敏感性，围绕着以客户为中心加快数字化升级改造的节奏，将客户

体验和场景应用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尤其是，数字化改造的思路更加富有

战略性和前瞻力，落地的规划和举措更加务实和有效，已经形成了短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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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利益与长期战略价值有机结合的全面数字化管理体系。 

在我们调研过程中，重庆银行就是成功应对新一轮数字化浪潮的典型

案例之一。该行较早地建立了“全面数字化管理体系”，注重前中后台三

位一体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在其他银行还在将科技资源放到前台营销端以

获取流量的简单粗放阶段的时候，提前将战略的重点放到了中后台，完成

了“风铃智能风控”系统、数字供应链金融、数字信贷在线诉讼、智慧民

生等重大项目。当前，该行的研究部门正在推进新的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研

究课题，意在新一轮数字化浪潮中再一次抢占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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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一轮数字化浪潮的主要特征 

大疫情是人类的灾难，但同时也在加快一些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进

程。如同 2003 年的非典加快了电商平台的发展，被称为“电商元年”，

2020年的新冠疫情也加速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元宇宙横空出世，2021 年

被称为“元宇宙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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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从信息化

到数字化，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从数据处理中心到区块链，从网络世界到

元宇宙，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迭代升级，还有社会制度、文化和思维的

深刻变迁。数字技术在资源整合中的应用促成了平台经济的诞生和崛起，

在组织管理的应用形成了更加富有弹性的小微作战单元。在此过程中，平

等、共享、参与、分布式、去中心化等互联网、区块链思维和理念得到进

一步普及。数字网络世界已经不是简单的由二进制代码、ipv6、token、数

据元等物理技术组成的世界，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人文生态。 

 

如果说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有着清晰的技术演进路线，那么当前我们

正处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有着显著不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甚至我们都

很难将其定义为“工业革命”，因为与以前的蒸汽机、电气和计算机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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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工业技术和设备相比，造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是无形的软件技术和

数字资产。当然，信息产业、数字产业也需要终端设备、电信网络、服务

器等有形的基础设施，但更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数据和算法等软件。当

我们说数字化的时候，主要并不是指那些硬件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出现，而

是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软件的发展。因为与硬件相比，

软件世界才代表着真正的数字世界，它具有零边际成本、无限复制、高速

传播、无限空间等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特征。也是因为数字化技

术的这种无形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才呈现出绵延不断的态势，一浪

叠加一浪，一浪快过一浪，呈现出独有的摩尔定律曲线。 

2020年新冠疫情后，新一轮数字化浪潮到来，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

总体来说，具有以下五大特征： 

1、数字化的主战场从消费端转向生产端，从激发需求转向赋能供给，

从数字产业化转向产业数字化。智慧工厂，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无人

驾驶等，成为新的技术集聚热点。 

2、从提升体验转向提升效率，更加冷静、务实，从理想主义转为现实

主义，从追求远景和概念转向追求实在的商业模式和科学的价值链管理。

过去那种拿着一份 PPT，靠讲概念和远景就能拿到融资的时代已经过去，

创业者和投资人都变得非常成熟。 

3、元宇宙成为主流赛道，酝酿着新一轮里程碑级别的互联网革命。从

现实虚拟化到虚拟现实化，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与边界需要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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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过去的 AR、VR是现实世界的虚拟化，真正的元宇宙则是虚拟世界

向现实世界的延申和建构。可以认为，元宇宙是数字世界的“独立宣言”。

当然元宇宙作为数字革命中的阶段性高潮，需要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阶，

当前可能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可以说，在脑机联接技术还没有进化到一定

程度之前，元宇宙就无法真正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平起平坐”。

当前数字孪生主要还是以现实世界为模板，是数字孪生现实。当现实开始

“孪生”数字的时候，才是真正达到了元宇宙的彼岸。 

4、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程度大大增加，生态系统更加复杂和不稳定，

新生事物的涌现往往在时间计划表和传统的商业预测模型之外。技术演进

的方向大体明确，但在前行的道路上会具体涌现什么创新并不可测。 

5、技术和业态的高度不确定性，尤其是对权威管理模式的挑战，引发

了政策层的警惕和不安，正式的产业化和产品认证将面临更多的政策风险

和行政干预。新一轮数字化浪潮，正在全球引发新一轮数字垄断平台监管

浪潮。 

二、新一轮数字化浪潮会真正触动商业银行的神经吗？ 

需要认清的一个本质概念是，中国的商业银行是一种“社会企业”，

而非完全的商业金融企业。因此首先是政策约束而非技术约束，构成商业

银行经营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的银行之间仍然存在着市场化的竞争，尤

其是在零售银行和民营中小企业领域，基本上实现了程度较高的专业化和

市场化。然而，次贷危机后，尤其是 2013年之后地方政府债务的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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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商业银行集体进入了一个靠财政增信下资产规模扩张的“低风险套利”

模式，并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这个模式对科技浪潮并不敏感，获取一

个政府金融业务主要靠的是关系营销。 

如果一个银行资产负债和利润的创造主要依靠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平台、

国企和房地产信贷，那么如果有人说这个银行对数字化浪潮的冲击感到真

正的痛感那一定是假的。因此过去好多年，无论是谈互联网金融、金融科

技，还是开放银行、智慧银行，对大部分银行来说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给

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及监管层讲讲故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银行规模和利

润的主要来源——大对公业务，并不需要多少数字科技含量。除非，数字

化浪潮的冲击真正影响到了银行的经营业绩。 

当前这一轮数字化浪潮可能正在真正地冲击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触动银行的神经。主要是因为：金融财政化的信贷投放模式这个大蛋

糕已经很难再成为商业银行做大规模和维系利润的核心驱动力。房地产自

不必说，即使没有政策的严格治理和限制，自身的周期性力量也会膨胀到

临界值后走向危机，或者会自我出清走向衰退，总之都是难以维系。新一

轮地方债务的治理也正在酝酿中，很多地区的债务率已经高得惊人，还本

付息压力非常大，几乎陷入债务通缩的处境。 

可以说商业银行过去的围绕财政和土地进行信贷创造的空间已经非常

逼仄。即使不考虑政策收紧的因素，建立在这些信用上的资产创造也到了

周期的末端，不仅增量越来越疲弱，还要为过去的资产质量买单。如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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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7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