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继伟：如何看待平台
金融？ 

  



 

 - 2 -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楼继伟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财政部原部长、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

事长楼继伟为《平台金融新时代：数据治理与监管变革》作推荐序表示，

互联网加金融产生了一系列尚未大规模显现的现实问题。我国是向数字化

社会转变，并且金融科技、平台金融发展最快的国家，平衡好发展与安全

是最重要的前沿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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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表示，当前，我国金融科技逐步进入有序发展阶段，但不少具

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仍须认真对待。一是平台金融重点服务于传统金融机构

难以顾及的“长尾客户”，容易出现“羊群效应”；二是民众特别是“长

尾人群”，政府救助信仰十分明显；三是规制和监管总是落后于风险的出

现，因此平时要加强规制，出现问题苗头要及早监管，将发展纳入正轨；

四是一些地方政府政绩观发生偏差或不重视风险；五是讨论平台金融的发

展和规制，须充分考虑国情，更加重视风险。 

以下为“推荐序”全文。 

三十多年来，全球经济社会逐步向信息化社会转型，且呈跳跃式加速

的态势。起点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互联网上线，以个人计算机、笔记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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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为主要标志设备，通信技术为以太网，信息工具以搜索引擎、电子邮件

为主。约二十年后，4G 和智能手机开始普及，信息社会转型呈跳跃式加速

发展，信息工具多样化、纷繁复杂，出现了社交、电商等线上服务，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信息化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技术支撑

能力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服务器计算和存储能力提升了数亿倍，基于大

数据的算法能力提升更是难以计量。目前的数字化转型，由内部效益和外

部压力驱动，各行业都在发生，金融行业也不例外。 

规制必须不断创新 

金融科技（FinTech）最早发生于美国，雏形诞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在 21 世纪初得到快速发展。以股票投资为例，被动投资策略，或称指数化

投资策略，是通过购买指数股和 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获得贝塔。

实际上，投资人并没有放弃价值主动投资，而是由一些基金管理人利用大

数据和算法，辅助高效识别价值股获得阿尔法加贝塔，当然，投资人相应

支付更高的费用。 

跟不上金融科技走势的基金管理人被逐步淘汰。截至 2020 年，被动

投资市场占比已超过 51%。被动投资者也离不开金融科技，基金管理人依

靠大数据和算法，及时甚至提前投撤指数权重股或者调整 ETF 组合，以实

现指数化投资甚至指数增强策略。与此同时，基于大数据和算法的量化高

频交易策略兴起。为了减少几毫秒的时延，纽交所周边的办公室租金成倍

上涨，用于加载支撑高频交易的数据库和服务器，并以最短距离接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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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统。还有大量的应用场景，此处不再赘言。 

互联网加金融产生了一系列尚未大规模显现的现实问题。如数据主权

的界定和应用权力的规制、反垄断及公共安全问题，以及如何在服务社会，

特别是服务“长尾群体”，提升全社会金融福祉的背景下，防止“肥尾风

险”和系统性风险。在这方面，美国是较早遇到问题、尝试解决问题的国

家。记得 2010 年美国一个交易员的“胖手指”将“m”输成“b”，将百

万美元级的指数关联产品卖出，误操作为 10 亿美元级，结果道琼斯指数不

到一小时暴跌 1000 点。以往也发生过“胖手指”事件，损失的往往是单

一股票，而这次高频量化策略占很大市场份额，策略算法的相似性具有“羊

群特征”，造成了雪崩效应，以至于纽交所引入“熔断和喘息”机制加以

应对。一些交易商也引入了数字化快速过滤关口，防止“胖手指”事件。

这是早期金融科技引发系统性风险的例子。 

但实际问题的出现总是发生在应对策略之前。金融科技的全社会甚至

跨境数据平台化，出现了大量未曾遇到的场景，所以规制必须不断创新。

金融科技、平台金融，起源于美国，进入欧洲后出现了与美国略有不同的

发展场景。金融科技、平台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大约有十年光景，发展迅速，

极具中国特色，但其背后的逻辑与先行国家是相通的。 

《平台金融新时代》一书的贡献 

《平台金融新时代》以平台金融为重点，兼顾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分

析其正向和负向效应，以及如何在规制下发挥好正向作用，并对负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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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监管。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五点贡献。 

第一，宽广的视野。以境内发展为主要视角，涉及境外发展的经验和

教训，更多地从监管者的视角看问题，抓住了当前的重点。同时，立足于

发展和规制相结合，政策建议着眼于通过规制和监管争取尽量将问题解决

于严重化之前，推动平台金融行业健康发展。这是这本书的主要特点。 

第二，客观分析了平台金融产生的必然性和上向效应。互联网平台介

入金融服务，从支付开始，逐步拓展应用场景，包括介入贷款、存款、保

险、财富管理等金融业务中的不同环节，将金融服务触角延伸到更细微的

角落，极大地降低了对个人客户和小微企业的触达、运营和风险管理成本，

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也在推动

其向金融科技方向转型。 

第三，分析了平台金融发展可能产生的风险。首先，基础性问题是平

台科技巨头的垄断问题。例如，电商平台巨头对小微电商的欺压、服务性

平台大数据杀熟、平台巨头收购潜在对手强化垄断地位等。具体到平台金

融巨头，书中指出了数据伦理、信用风险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等问题。 

第四，以很长的篇幅阐述了对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包括共性问题，

如对互联网平台和平台金融处理个人数据安全及算法伦理的规制办法，以

及对后者可能产生的各类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书中细化到金

融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如支付、信贷、保险、理财等领域，以及征信、

获客、事前风险识别、事中事后风险控制等环节，这是本书的亮点，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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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品味。 

第五，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针

对快速发生的向数字化社会的转变，特别是平台金融发展的实际问题，书

中提出了创新监管方式的建议，具有前沿性、前瞻性。 

总之，这本书侧重于监管，又力图将包容式发展和公共部门规制相结

合，是我所见到的实际和学术结合最紧密的相关论述。 

几点感想 

我国是向数字化社会转变，并且金融科技、平台金融发展最快的国家，

同时，平衡好发展与安全是最重要的前沿课题。在中央决定“去杠杆”、《关

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下称《资管新规》）出台之前

的阶段，是金融科技发展最为无序的阶段，在此之后，逐步进入有序发展

阶段，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仍须认真对待。 

第一，平台金融重点服务于传统金融机构难以顾及的“长尾客户”。

正如书中所说，“这部分客群对金融产品潜在的风险理解不深，对风险定

价不敏感，刚性兑付的信仰明显，容易出现‘羊群效应’，极易受到虚假

信息和不当舆论的煽动，引发重大社会事件”。这是“肥尾风险”效应。

这种客户特性诱使经营者为了生存竞争纷纷推出高息刚兑产品，甚至被居

心不良者利用，制造庞式融资骗局。我讲过，承诺 6%以上刚兑产品的，基

本上都是骗子。在《资管新规》出台后，严厉禁止高息刚兑产品。目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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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8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