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数字金融》：数字化助
力金融业打造增长的“第
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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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研究员盘和林） 

金融行业拥抱数字化发展，既是顺应数字经济时代宏观市场环境、客

户需求变化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推动自身降本增

效和提升服务实体产业能力的大势所趋。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高级研究员金天、杨芳、张夏明著作的《数字金融》一书从经济转型、

行业实践、技术赋能、国际经验等维度对金融数字化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讨

论，立意深远，见解独到，为读者深入理解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期趋

势、路径与方法提供了有益视角。开卷有益，该书也启发了我对行业的进

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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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资产的价值贡献仍待激发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智能是金融行业丰富客户

洞察、改进产品服务、重塑经营模式的重要基础和有效工具。在当前的行

业实践中，金融机构沉淀的数据资产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突出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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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数据质量有待提升，传统金融机构掌握的数据往往是片面的（侧

重于资产和交易等金融属性数据）、静态的（侧重于时点数据），既难以交

叉验证，又难以准确预测，无法形成完整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客户画像， 

其次，不同来源数据的采集、存储、挖掘、应用等分散于不同机构、

甚至同一机构的不同部门、条线、业务板块，口径不一，管理多头，难以

在数据驱动业务增长的过程中形成合力。 

再次，金融机构与外部场景机构、互联网科技机构等市场主体间的数

据智能共享机制很不通畅，或是在缺乏客户充分授权的前提下违规交互、

甚至倒卖客户信息，或是各自闭门造车，没有发挥数据资产在智能获客、

智能风控、智能客户管理等方面的应有作用。 

二、数字化转型战略存在落地障碍 

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发展需要顶层设计与战略支撑。一些机

构很早就提出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愿景，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步伐缓慢，效

果不尽人意，这在中小金融机构当中表现尤为明显。 

首先是传统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内部对于金融行业的变革

认识不深，内部员工抵触情绪比较普遍。比如在业务设置上，金融机构线

上业务和线下业务存在严重的左右手互搏现象，这严重阻碍了金融机构数

字金融业务的发展。 

其次是传统金融机构经营者并不十分了解数字金融，对网点智慧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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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场景式的金融模式认知上存在差异，传统金融机构中处在领导层

的员工往往从金融业基层成长起来，他们对于数字金融的认知往往比较浅

表，也容易出现金融业务在 IT方面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数字技术落地后不

但没有提高金融机构产品服务的便利性和易用性，反而让金融产品和服务

业务流程更加复杂。 

再者是传统金融机构在技术人才上储备不足，传统金融机构现有的 IT

人才储备并不能应对金融行业数字化发展的浪潮。 

最后是传统金融机构在互联网时代缺乏流量入口。传统金融依托传统

基层网点来获得用户流量，相比于当前互联网巨头的用户流量获取模式，

用户流量获取难度较大，成本较高，从而使得传统金融机构在业务拓展上

处在弱势地位。 

三、数字技术是提升竞争力的决胜之道 

在数字时代，传统金融机构既要面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挑战，也要面

对数字时代用户金融需求偏好的改变。面临严峻的金融市场竞争态势，传

统金融机构只有依托数字技术在运营模式上全面突围，才有可能在未来金

融领域市场竞争中占据不败之地。 

第一，在机构层面，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作用，可以帮助金融机构破解

集约资本、扩大产能的难题，通过改变传统作业模式，实现在获客、风控、

运营管理等全流程上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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