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出台 高

质量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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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民银行印发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规

划》提出新时期金融科技发展指导意见，明确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思路、

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保障。 

这一规划无疑给未来三年金融科技行业发展指明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

方向。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金融业在未来应充分发挥金融科

技赋能作用，实现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金融科技将激活金融业发展新动能。一方面，在

数字化赋能下传统金融行业能够优化现有业务，实现提质增效。另一方面，

通过金融、智能算法、数据的融合，金融业将数字化贯穿金融服务全流程，

实现金融科技创新和金融场景创新，拓宽金融业行业边界，让金融服务内

容更加多元，挖掘用户更多潜在需求，提升用户黏性和服务体验。 

《规划》的八个重点任务中，特别提到了要建设“绿色高可用数据中

心”，夯实金融创新发展的“数字底座”。当前，数据中心已经成为金融

科技的基础，而随之而来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一是数据中心供应不足，其

二是数据中心能耗问题。为此，一方面要强调夯实底座，加大数据中心建

设，提高数据中心易用性和覆盖率；另一方面应利用绿色计算为数据中心

降低能耗，以节能、环保为标准，建立健全绿色数据中心能源资源监管体

系，这也高度契合我国现在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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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提出要全面加强数据能力建设，在保障安全和

隐私前提下推动数据有序共享与综合应用，充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有力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规划强调了数据要素流通的重要性，抓住了金融科技

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 

数据要素在金融科技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经济社会价值，金融业作为

数据密集型和科技驱动型行业，在数据共享和征信体系建设中还需注意以

下方面： 

第一，寻求金融征信和数据安全之间的平衡，关键在于将征信体系从

金融机构中分离出来，让征信机构成为独立于金融业的第三方机构，使之

更加专注于数据和信息分析，并且严格遵照合规合法的方式使用用户信息。 

第二，通过开放银行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例如参与开放银行生态圈的

市场主题众多，其中银行负责提供数据接口，监管机构搭建信息交互平台，

征信机构需在严格维护数据隐私的前提下使用银行数据展开专业的征信服

务。 

在数字技术蓬勃兴起的时代，金融科技严监管成为重中之重。《规划》

提出的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涉及金融科技严监管的就包括“健全金

融科技治理体系”“强化数字化监管能力建设”两项，金融科技监管的重

要性可见一斑。 

金融核心是风控，风控的未来是智能风控，而智能风控依赖于用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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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数据。因此，金融机构应用用户信息和采集数据的需求存在一定合理

性。当前，需平衡数据需求与使用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既要满足金融机构

的数据需求，加强数据要求的流通，也要在规则上杜绝金融机构违规使用

用户信息和数据的行为。例如，监管科技创新可以通过“监管沙盒”的模

式来对金融创新进行监管试点，积累监管经验。与此同时，监管科技可以

接入到被监管方数据系统当中，采取实时异常点监测的方法来开展监管，

对安全风险漏洞进行及时的处置。另外，还需进一步加大对金融监管科技

的研发投入，提升金融科技创新能力，以数字化赋能构建智能风控体系，

多维度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随着数字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未来的金融监管将遵循“穿透式”理念、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朝着更加精准、深入的方向发展。 

此外，规划还提出，要推动我国金融科技从“立柱架梁”全面迈入“积

厚成势”新阶段，力争到 2025 年实现整体水平与核心竞争力跨越式提升。

要实现这一跨越式提升，需在法律、市场、技术等方面继续下足功夫： 

在法律层面，在政策上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尤其是对于金融机构使

用用户数据和信息开展风控，需要理顺数据权益，建立隐私保护联防联控

机制，明确金融和科技在数据应用下的风险边界，要给予用户知情权和同

意权。 

在市场层面，要突破传统场景，推动嵌入式金融和场景金融的发展，

以应用为准绳，并以场景应用为基础，以金融科技拓展金融业边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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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65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