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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变形记：技术输出挑大梁

近年来，伴随行业大环境变化，金融

监管趋严， 从一出生便背负着小微金融

服务使命的金融科技公司也在低调谋

变。从野蛮发展到“绝地求生”，从信贷摸

索到技术输出，回顾近两年发展轨迹，金

融科技行业已然迎来“阵痛”与“新生”双

重进阶局面。 而随着金融科技行业模式

之变，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等服务也随之

进一步深化，并迎来健康有序发展。

仍需注意的是，尽管金融科技公司和金融机

构深度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也已有多家金融科技

公司逐渐铺开toB市场，但行业仍存一些难点需

要解决。前述行业资深从业人士直言，单从资金

端层面来看，尽管机构资金有着规模大、利率

低、延续性强等优点，但同时也有着前期调研

时间长、合规成本高、细节要求多等缺点，很多

时候金融科技公司哪怕达到要求也无法及时获

取，也有少数金融科技公司因门槛限制根本无

法企及。

“在服务小微的过程中，下半场金融科技机构

的资金端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还需要长时间的积

累和一定的试错成本。”前述人士进一步称，不过，

随着机构资金接入模式的成熟，随着监管形势的

逐渐稳定，金融科技公司合规化成本也有望进一

步摊薄，对于企业而言，经营情况能得到进一步改

善，对于用户而言，金融服务的费用也有望进一步

降低。

在多位分析人士看来，随着近年来监管部门

的清理整顿，金融科技行业已发展得越来越规

范，未来，市场将不断向头部金融科技企业聚集，

马太效应也会更加明显，机构需要立足线上市场

和小微市场，增强金融科技能力，为银行做有效

补充。

正如于百程指出，经过了互联网金融的专项

整治后，金融科技公司一直在寻找转型方向。从目

前看，头部公司已经基本转型成功，主要业务依然

立足于助贷，特别是不兜底风险的轻资产模式，能

够发挥互联网运营和风控的优势；另外，还有实力

强的公司转型持牌金融机构。

不过，苏筱芮则指出，尽管发展越发规范，但

金融科技行业仍面临同质化这一难题，当前各家

的金融科技都使用相似的技术、相近的风控维度，

寻找的客群也都是易于获取数据的优质小微，这

也导致了小微市场上的优质客群争抢激烈，但其

实还有更为下沉的客群，其需求还远远未能满足。

苏筱芮建议，寻找差异化客群很关键，对于自

身数据来源并不丰富的中小金融科技公司而言，

更需要拥有敢为人先的精神，去啃大机构触达不

到的“硬骨头”；此外，要想耕好“小微田”，机构还

需要练好内功，如科技研发能力、营销和输出能

力、人才管理能力等，不断引入先进人才，理解小

微需求，知悉小微痛点，通过加强研发来拓展业务

场景，从而打造拳头产品，为小微提供一站式解决

方案。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要啃硬骨头

种种迹象表明，在监管规范下，金融科技行业发

展形势已产生“质”的改变，而这一变化，也进一步规

范了小微金融服务市场，成为推动小微金融健康有

序发展的“助力器”。

从小微金融服务角度，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

进一步指出，目前，小微这一群体相对弱势、小而分

散，且缺少抵押物，征信等数据不健全，因此金融服

务很难做到既普又惠。利用传统的借贷方式，一方面

服务的小微企业数量有限；另一方面又因为缺乏规

模效应，业务的波动性比较大。因此，金融科技企业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不

断完善数据基础设施，可一方面降低业务成本，提升

业务效率，另一方面也将提升风控效能控制住坏账

率，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更加健康有效的小微金

融服务。

一行业资深从业人士同样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收缩成本、凝聚科技主业、加大研发已成为金融科

技公司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开放平台、数据驱

动、科技赋能亦或其他提法，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资

金资产的高效匹配，这也是所有金融科技企业的核

心竞争领域。尽管金融科技公司业务模式在转变，但

其中介的性质没有转变，以大数据为基础的风控体

系也没有转变”。

事实上，近日发布的《商业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也对金融科技机构助贷业

务释放出利好信号。总体来看，《办法》将适应金融科

技发展的趋势，抛弃一刀切的简单监管思路，并预留

监管政策空间。

谈及哪一类金融科技机构更有先发优势，苏筱

芮直言道，“我个人更看好自有业务+科技输出的组

合模式，对内具有实操意义，可以将最新研发的科技

能力进行验证；对外又具有输出能力，将自身已验证

过的最新科技进行推广，像头部银行+金融科技子公

司，以及全牌照金融集团就具备这样的优势”。

耕好“小微田”

从“互联网金融”进阶至“金融科技”，回首

这两年，仅从名称变化这一点来看，就不难窥出

行业的变化轨迹。具体来看，既出现各类互联网

金融机构进阶为“金融科技”机构，不断收缩自

身信贷业务，策略重点从金融产品转向科技输

出；也不乏一些互联网金融巨头，开始区分金融

业务和科技板块，甚至有从金融机构转为科技

公司之意。

比如，2020年7月13日，蚂蚁金服运营主体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

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此次更名，从“金服”变身成“科技”；

2019年9月，北京小米支付技术有限公司更名

为小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名称上弱化了金

融属性，加强了科技定位；2018年12月，京东金

融更名为“京东数科”。

深耕“小微田”，从自营放贷到技术输出这一

模式之变，亦可从多家金融科技上市公司近几次

财报中寻得端倪。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从近两

年来各家业务发展和技术投入等情况来看，不难

窥出金融科技公司正在调整自身战略，一方面，

多家公司开始大幅缩减自营放贷业务，不断提高

机构资金占比，将业务重心转到技术输出上；此

外也有机构基于自身用户基础，通过开放流量、

数据、技术，加速推进金融科技toB。

财报显示，2019年四季度，信也科技机构资

金占比已上升至100%，成功完成了平台资金来

源从以个人投资者为主转变为全部通过机构资

金提供的战略转型。此外，截至2020年3月31

日，小赢科技平台贷款资金来源中，机构资金占

比达到81.7%，高于2019年四季度末的50.2%。

截至目前，小赢科技平台上的新增放款中，机构

资金占比已达到100%。

“瞄准小微，从互联网金融变身为金融科

技，这是时代变化下的必然选择。”麻袋金融研

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互

联网金融曾遭受污名化，在监管不断收紧政策，

反复强调金融业务需持牌的大背景下，互联网

金融公司要么选择持牌，要么选择转型至科技

输出业务，这是监管环境变化带来的现实选择。

另从自身服务模式来看，这些公司先通过自己

做业务累积经验，再利用过去的经验对外部进

行输出，也是顺势而为的举动，关键是要在合规

的前提下开展业务，管理好属于自己的“试验

田”，只有打磨成熟后，才能再向外输出。

服务模式进阶

● 2020年7月
蚂蚁金服更名为蚂蚁集团

●2019年9月
小米支付更名为小米数科

●2018年12月
京东金融更名为京东数科

互联网金融巨头更名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