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文仲详解数字经济竞争发

展的金融大航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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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又走到了大国兴衰交替的十字路口。新一轮信息

科技革命孕育兴起，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格局，也显著改变

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各行各业正在经历全新的变革，金融科技迅猛创

新，点燃了全球金融竞争的新火种。 

一、人类开启了全面竞争的金融大航海时代 

大航海时代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伤痛的记忆。明朝初年，中国的郑和船

队曾远达欧非海岸，但宣扬国威的外交式游历远不及欧洲小国为解决土地

和贸易问题的经济努力持久。15 世纪到 16 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

文明的新纪元，中国在竞争中落败，西方国家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

度创新和模式创新等领域全面获胜，以致出现了文化、经济发展的东西方

文明大分流，很多仁人志士为此扼腕叹息。 

金融是建立在信心和信息基础上的特殊行业，这一轮信息科技革命对

金融业的影响尤其明显。互联网时代讲求规模效应和金融场景。中国拥有

14 亿的人口总量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量，活跃发达的互联网产业创造了海

量的数据和信息，是金融科技应用最广泛、场景最多样、数据最丰富的国

家，网络电商、移动支付走在世界前列。在数字经济的新时代，社会核心

经济资源已经从原来的土地、人口、能源、矿产转化为数据和信息，经过

数十年不懈的努力，中国已跃升为数字经济资源大国。 

历史总是不断重演，国与国的竞争永远没有终结。虽然上一次大航海

时代中国的结局不尽如人意，但在新一轮金融大航海时代的竞争中，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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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先机。 

二、科技创新成为驱动金融发展乘风破浪的“动力桨” 

我们正处于金融跃迁的时代，过往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分支机构数

量、业务市场占有率已不再是成功的保证因素。对未来趋势变化的洞见，

以及把握这种趋势的能力才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实际上，金融机构与

互联网公司、制造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没有区别，都是要具有超越竞争对

手的获客能力，更深刻地了解客户的能力，以及为客户及时全面提供其所

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通俗地说，卖白菜和卖理财的商业逻辑在本质

上一样，只不过后者需要金融牌照而已。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完善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将是未来的核心

竞争力。正如高铁、高速公路的建造能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

多年奇迹般的增长。现在数据作为核心的经济资源，搜集、处理、应用数

据的平台已成为基础设施，这些金融科技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将决定国家

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的大小。 

中国要打造适应未来社会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就必须解答谁来规划、

谁来建设、谁来运营、谁来应用等基本问题。 

从理论上讲，基础设施规划需要具有前瞻性、全面性、公平性和权威

性，所有的社会基础设施都应进行“顶层设计”，金融科技基础设施也不

例外，需要统一规划和统筹设计。政府掌握制定社会规划的最全面信息，



 

 - 5 - 

应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划局”，对地区和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全

面规划，平衡社会各方利益，制定公平、公正的数据资源分配使用方案，

让金融基础设施从规划开始就具有正确的方向。 

建设基础设施，政府也不能包办一切。就像建桥修路，国家不能既生

产水泥钢材，又组织施工队。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职责边界，高效推进金

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吸纳专业化、市场化的机构积极参与。建设的

过程要秉持开放心态，术业有专攻，应汇聚各方资源和技术。在政策层面，

政府制定建设标准和使用规范，是工程的“监理方” 和“验收者”；在实

施方面，充分借助各家市场机构和科技企业的专业经验和优秀人才，又好

又快地建设金融领域的“ 道路” 和“桥梁”。 

两千年前，齐国的管仲就曾在《侈靡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贱有

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真正重要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谷粟布帛，

价格必须便宜，而一些华而无用的奢侈品，如珠玉金石，价格可以贵重，

反之社会就会出大问题。同样的道理，现在的数据和信息已经成为社会核

心经济资源，必须要保证成本低廉，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

社会的基础设施不能为个别企业所私有，也不应以追求个体平台的利润和

股东收益增长为目标。 

如果任由平台巨头企业垄断数据价格，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降低，社会总体福利下降。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曾主张对于盐铁等特殊

行业，政府应该建立“官山海” 等专营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同理，作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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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社会核心经济资源的平台，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兼具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

应由具有公信力和公益性的机构管理，或采取“政府+ 市场” 的方式运营，

降低数据和信息的社会成本，消除“数据黑箱”。 

纵观历史，科技革命往往起到了扶贫助弱的作用。农耕革命后，原先

处于弱势地位的脑力劳动者对狩猎、捕食的体力劳动者实现了反超；工业

革命后，拥有核心科技专业技能的白领工人实现了对拥有传统手工技能的

蓝领工人的超越；信息革命后，原先在金融服务中的弱势群体———中小

微企业和社会大众将是金融科技创新、金融基础设施发展最主要的受益者。

这就像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和水电煤气设施，由政府来统筹规划，商业公

司来参与建设，委托公益性企业来运营，最终由社会大众共享使用。 

三、正确的金融价值观是金融创新扬帆远航的“方向舵” 

很多人将金融业的目标简单理解为赚钱，认为商业机构的最终目标是

追求利润增长和资产规模扩张。其实，金融是有价值观的。金融的核心功

能是从跨时间、跨空间两个维度来分配社会经济资源，通过促进商品交换

和跨时空投资，把生产要素资源分配给最需要且最善于利用它的生产个体，

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让每个百姓有更多的经济生活选择，让未来的

社会有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可以供民众消费，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帕累托

最优边界” 和大众的生活水平，这才是金融的初心和使命。 

好的金融活动能够扩大这个福利边界，不好的金融活动是在这个边界

中自己分割一大块，甚至缩小社会福利边界。商学院的课程中，资产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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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管理、全球资产配置成为热门领域，很少有课程讨论金融的初心使命

和投资的价值观。很多人崇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认为市场由看不见的

手自发调节，追求私利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基础，却不知道亚当·斯密非常厌

恶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曾穷其一生精力五次修订编著《道德情操论》，认

为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自由竞争经济将会引发社会

灾难。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感叹，不读《国富论》不知怎样为

“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方知“利他” 才是问心无愧的。 

科技创新向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只具备强大的专业技术能力

却没有把它用在正确的方向上，社会最终会受损，而不是获利。这就像核

能的开发利用，如果任其发展不进行管理，爆发核战争的社会后果将远远

大于几个核电站的商业收益。自然科技如此，金融科技也是如此。这需要

所有金融从业者牢记金融的初心和使命，在金融大航海时代，用正确的价

值观来“把舵定航”。 

四、数据治理和风险管理制度是金融大航海时代的“ 压舱石” 

人们常常期望，科技的发展可以消除各种危机风险，一劳永逸地解决

我们面对的所有社会问题。遗憾的是，人类历史上的科技创新从来都没有

消除风险，甚至没有减弱风险，现实中每次金融科技创新都增加了风险，

需要用一种更复杂、更有力的制度去约束这种创新带来的破坏力。 

当前数据已经成为社会的核心经济资源，我们要像对待核能一样，对

数据的采集和使用怀有敬畏之心。商业机构应清楚地界定数据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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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4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