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金融存风险 央行呼吁完善监管框架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双霞）伴随 ICO、加密数字货币、区块链等创新业态的发展，加

强数字金融的监管迫在眉睫。2月 11日，据央行消息，央行和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发布中国

普惠金融报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普惠金融：实践、经验与挑战》（以下简称《报告》）指

出，近年来，中国普惠金融的理念和实践发生了明显转变。不过，《报告》也提到，中国在

实现普惠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方面仍然面临着一些关键挑战，需要向更为市场导向、更具商

业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转变，政策制定者需更有效管理数字金融风险。 

  据悉，数字金融主要包括数字货币、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网上银行、金融服务外包

及网上保险、网上基金、网上证券交易等金融服务。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

洪言表示，数字金融是官方对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的一种叫法。考虑到互联网金融曾经乱象

频出且正经历集中整治，数字金融的概念更为中性，也具有更好的外延性，除了互联网金融

各业态外，还能涵盖部分金融科技的内容。 

  对于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报告》指出，从 21世纪初起，我国的政策制定者就将拓

展基础金融服务列为优先发展目标，举措包括加强信用和支付基础设施建设、拓展面向农村

消费者的物理服务点以及支持建立新型金融服务提供者等。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同样也为数字

金融创新预留了空间。 

  在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风险也不断暴露。《报告》也提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进一

步完善监管框架和工具来有效管理数字金融风险。鉴于很多消费者的数字和金融知识有限，

且数字金融可加剧数据风险，金融消费者保护需格外重视并加以解决。 

  “就像硬币有两面，‘监管容忍’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监管缺位’的既成事实。从

P2P到现金贷，从智能投顾到众筹，绝大多数是无证上岗。现在需要做的是‘监管补课’。”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表示，基于此，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发现问题再去救

火，而是应对于那些已经形成规模的行业，尽快出台监管框架。最简单的一条，任何平台想

提供金融服务就得申请牌照，不能像逛农贸市场，来去自如。 

  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今年 1月在出席活动时也指出，新的金融

服务模式也带来了新的金融监管难题。他举例称，自 2009年比特币问世以来，去中心化的

虚拟金融逐渐成为现实金融世界的折叠空间。以比特币、以太币为代表的代币，无国别、无

主权背书无合格发行责任主体，没有国家的信用支撑，因而并非法定数字货币。 

  据了解，全球 ICO规模 2004年只有 0.21亿美元，2017年上半年冲高到 12.66亿美元，

中国国内的 ICO规模折合人民币 26亿元，占比达到 31.5%。李礼辉认为，我国 ICO项目都

没有经过金融监管审批，绝大多数的 ICO项目可能涉嫌非法金融活动。 



就数字金融细分业态的监管来看，第三方支付行业已经发放了牌照，网贷行业也步入备

案倒计时，消费金融领域也通过民营银行、小贷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保理公司等机构间接

实现了牌照制管理。不过，对于 ICO、加密数字货币、区块链、大数据等较为新兴的业态，

监管还处在探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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