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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黄奇帆（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重庆市原

市长）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其本质就是人类通过大数据

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

生，主要承载主体是消费互联网及产业互联网。 

目前，数字经济已经在消费互联网领域蓬勃发展，社会个体普遍应用

数字工具，实现了沟通、协作、交易效率的大幅提升。在消费互联网市场

空间逐渐饱和的局面下，产业互联网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推

动我国经济创新转型发展的有力抓手。 

从市场竞争主体来看，我国前 20 大科技公司绝大多数集中在消费互

联网领域，而美国前 20 大科技公司中有半数企业（微软、思科、高通等）

已经成为产业互联网领域的领头羊。在中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产业互联网是推动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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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金融业也应该积

极开启数字化创新转型之路。产业数字金融即在传统产业金融领域的数字

化转型实践。 

产业金融在我国是以银行业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专注于服务 B 端

产业链企业的重要金融服务形式。我们把产业金融发展之路分为三个阶段，

即：以银行对公业务为代表的产业金融 1.0 阶段；以供应链金融为代表的

产业金融 2.0 阶段；以产业数字金融为代表的产业金融 3.0 阶段。 

无论是在 1.0 阶段还是 2.0 阶段，传统产业金融服务都面临严重的信

息不对称痛点，缺乏技术手段赋能，金融机构对产业链情况难以掌握，对

待融资资产真实背景和潜在风险难穿透，对民营、中小企业主体信用不信

任，根本原因是产业链上物流、信息流、商流和资金流信息不对称、资产

难穿透、数据难验真、难实时掌握。信息不对称导致了金融服务的风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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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这是目前产业链上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的根本原

因。 

产业数字金融依托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实现

了让产业链上下游信息数据的全透明、全上链保真难篡改；资产情况的全

穿透、实时追踪一手数据可获取；潜在风险的实时监控提前预警。数字化

技术在产业链上的大规模应用，让金融机构看得清、管得住资产，显著降

低了金融服务的风险成本，未来有望如消费金融领域一样，帮助众多中小

微企业获得普惠金融服务，从而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数

字技术与金融服务在产业上的紧密结合，是金融科技的下一片蓝海，是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创新应用。 

我认为国家大力发展产业数字金融，有六大价值： 

一是系统性解决产业链上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是疫后恢复生产

过程中，“保产业链”“保市场主体”的有效手段。 

新冠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多项提振民营经济，纾困中小

微企业的政策。我国社会经济主体中 80%的企业属于民营中小微企业，覆

盖行业众多，自身最迫切的生存发展需求不尽相同。精准的财政和金融扶

持政策应分类施策，现阶段特别首要是保住重点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

业，它们的稳定发展对稳定产业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产业数字金融创新，将产业链各企业主体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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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数字化、透明化，让产业链上各类企业获得平等的金融服务基础，让金

融机构能够在技术赋能的帮助下直接深入过去无法服务的民营中小微企业，

提供直接的金融服务。产业数字金融不是阶段性的政策扶持，而是一项长

期的“管道疏通”工程，配合当前积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将成为可长期

提振产业链民营中小微企业经营活力的一种长期有效的手段。 

二是提升我国金融服务的科技水平，引导社会金融服务从主体信用向

交易信用的创新转变。 

产业数字金融作为产业金融服务的 3.0 阶段，充分利用了智慧科技时

代数据客观、公允、难篡改、智能应用广的特点，这是过去互联网消费金

融时代难以实现的，是主动拥抱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方向，顺时代发展脉络

而行的创新举措。在数字技术赋能下，逐步引导金融服务从过去供应链金

融模式下看重企业主体担保、抵押，核心企业确权、增信的模式，向只关

注交易信用，向市场主体提供平等融资环境转变。 

这是我国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引领世界金融服务全新潮流的一次超车机

遇。 

三是为实体经济带来显著的降本增效，为实体经济带来数万亿元规模

的成本减负。 

数字技术的特点是每1%的小小改变，就会带来无法想象的显著变化。

实体企业应收应付账款和存量固定资产粗略测算超 100 万亿元，如在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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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力发展产业数字金融，每降低企业这两块资产 1%的融资利率，就能为

实体企业释放总量超过 1 万亿元的融资成本。这种成效在社会融资成本较

高的民营和中小微企业中，效果更加显著。 

四是有效控制全社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 

科技创新往往伴随高风险而被市场诟病、怀疑。但产业数字金融恰恰

是有效控制社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创新。产业数字金融的本质是通过

数字技术，最大限度透明化产业金融服务的各个环节，使虚假贸易背景、

虚假交易过程、虚假资金往来、虚假账户管理、虚假数据等传统金融风险

点无处遁藏。产业数字金融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充分暴露、极大降低当前金

融系统中各类潜在的风险，打造一个全透明化的数字金融市场。 

五是为监管机构提供数字监管、科技监管的有力武器。 

监管机构亦可使用数字技术，实时监控各金融机构开展产业金融的服

务过程，并通过基于实时数据的预警模型提前揭示潜在风险，这将显著提

升我国金融行业监管科技能力。 

六是助力加速各实体产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转型的积极性。 

产业数字金融和工业互联网是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双轮驱动，

要结合起来一起落地。实际落地过程中，企业面临短期巨大成本投入和数

字化效果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呈现的时间错位。特别是对本已处在较大

经营压力下的民营中小微企业而言，单纯的数字化技术转型成本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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