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金融将对粤港澳大湾区

产生五个方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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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盘和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广东省数字金融建设迈向新征程！《广东省金融改革发展“十四五”规

划》《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相继印发实施，首次提出金融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的方式路径，要求“推动发展数字金融，优化移动支付应用，推进

数字金融与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将数字金融发展提到了新的战略高度。 

数字金融是基于 5G 通信、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

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产业的深度融合，能够促进金融资本的优化配置，

推动数字经济领域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固有的完整产业链为数字金

融的发展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数字经济和大湾区的融合能够培育

出新业态、新模式、新需求，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和香港澳门地

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创新区内监管方式，进一步提升大湾区数字经济发

展的示范效应。 

具体来讲，数字金融对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数字金融有利于推动大湾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例如：数

字经济时代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供应链金融对维护供应链的稳定性，优化

供应链运营效率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企业的发展面临更多

的不确定因素，一些风险难以预料但对企业来讲却是致命的。企业通过运

用数字金融技术，基于物联网将供应链平台与多个供应链使用场景相结合，

实时动态获取供应链个环节的交易信息，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将企业销售

数据同采购数据、库存量、物流数据进行实时匹配，动态优化各个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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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和物流，降低由于数据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息滞后，成本增加等不

利风险。供应链金融技术可以有效提升供应链的弹性，减少供应链各环节

的的响应时间，增加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粘性，增强企业间资本的流动性，

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的金融服务成本。 

第二，数字金融有利于推动大湾区科技产业提速增效。科技创新企业

初期普遍具有轻资产，技术研发周期长，知识产权市场转化慢，企业内部

财务制度不健全等金融风险，因此面临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数字

金融构建了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数字信用

体系，通过将企业各项经营数据纳入体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突破“信

息孤岛“，增强企业信贷评估的准确性和实效性。数字金融的应用有助于

减少科技企业贷款资金审批和周转时间，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科技

创新企业尤其是初创型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从而确保企业产品

研发过程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充分释放企业潜力，推动大湾区科技行业高

质量发展。 

此外，数字金融的成长离不开先进科技的支持，科技产业的良性发展

可以助力数字金融领域相关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升级，推动“新基建”建设

的提速，提升数字金融的交易效率和安全性，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

关系。 

第三，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密切香港澳门地区与内地的金融联

系，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良好的条件。数字金融得益于互联网具有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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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开放性，使其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具有流通性强、流通范围大的

特点。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打破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间的行政壁垒，加

强城市间经济联系的紧密性，进一步便捷跨境支付服务，强化香港特区在

内地金融发展中的独特角色。更加便利地利用香港固有的金融优势，强化

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充分发挥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

作用，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

资平台，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

平。 

第四，数字金融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拥有

良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内部产业体系完善，具有发展数字经济的先天优

势。数字金融的布局和发力能够有效促进大湾区行业间的要素流通，便利

了地区间和行业间的交流，有助于大湾区内企业形成产业聚集效应，提升

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互补性，推动大湾区内产业的协同发展。面对庞大的国

内市场，一方面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例如：新冠疫情改

变了国内民众的购物方式，网上购物成为民众消费的重要渠道。数字金融

的普及降低了居民网购的边际成本，提升了网上支付的便利性，同时一些

数字金融平台提供的信贷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流动性约束，进一步刺

激了居民消费。 

另一方面，广阔的市场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应用场景和海

量数据支持。《2021 年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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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89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71.6%，其

中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 2.97 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9.2%，较 2020

年 12 月提升 3.3 个百分点，城乡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缩小至 19.1 个百分

点。巨大的用户群体将在数字经济领域创造出更多新需求，更多的“基于

互联网+”新业态将会显现，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国内需求。同时，

大湾区内企业通过布局数字经济提升数据价值，寻找经济增长新的突破点，

降低区域内企业的生产成本，推动大湾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发展。 

在国际市场方面，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贸易带来沉重打击，

经济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疫情使全球性的货物商品流通受阻，跨国性的

人员交流陷入停滞，资金流通不畅，对各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通

过推广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有助于在提高跨境支付安全性

和透明度的同时降低跨境支付成本，从而提高国际贸易结算的效率，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因疫情带来的全球人员和资本流动不畅的影响，提升大湾区

全产业链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 

第五，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金融监管水平的提升，形成大湾区示范

效应。信息技术的爆发式发展给传统的监管方式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如果数字金融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跟不上其快速发展的步伐，那么

数字金融的快速增长也会增加金融行业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创新数字金融

的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水平，变被动监管为主动防控，是当下金融监管机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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