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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韩哲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有恃
无恐。

英国《金融时报》在预测未来金融生态时
提出，“谷歌+花旗”模式将主导潮流。银行的资
产负债表、数据处理和零售三大业务，后两者
将不得不与科技公司“共治”。

基于这种模式而横空出世的Libra，虽然在
各国监管机构的狙击下畏葸不前，但这种自下
而上的“外围革命”，已在全球资本市场造成了
不断扩散的涟漪。

Fintech，润物无声，气势汹汹。
在中国，这一模式的落地，可能是“工农中

建+BAT”。事实上，中国人民对这一趋势感触
更深。马云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便是喊出“如果
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这些年，支付
结算的功能差不多被第三方接管，贷款、资管、
风控和数据还在护城河内，但始终面临着金融
科技公司的“降维偷袭”。

未来，无论是传统金融巨头，还是金融

科技公司，都需要在“竞合”中与时俱进。在
经济周期和科技周期的双重嵌套下，金融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 供给端的产品和通
道，需求端的习惯和思维，都在交互影响，各
自突变。

更大的变量和不确定性， 来自5G、AI和区
块链。这三大前沿科技，不仅是创新性的，也可
能是颠覆性的。5G让世界是“屏”的，AI让资产
变“轻”，区块链则让金融脱媒提速。

特别是区块链， 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金融的“链化”不可避免、势在必行。区块链作
为一种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底层技术，处处
“针对” 传统金融的种种弊端， 比如信息不对
称、信用识别、成本高企等。区块链一旦实现金
融场景的突破，金融的基因也将改变。气势不
凡的大楼、星罗棋布的门店、衣裳楚楚的金领，
或将不再成为金融的人设。

说到底，未来的金融形态，信息为王。金
融拼到最后，就是信息产品，谁能把信息做

到精准、集约，谁就能强者恒强，抑或是后来
居上。

未来金融在中国，除了科技化和智能化这
一大势，还有更重要的演化，即开放。前者是战
术层面，后者是战略层面，缺一不可。

开放将贯穿中国金改的全过程， 止于至
善。市场化和信息化，中国金融两步并作一步，
道阻且长，如果没有开放的加持，就很难走得
快、走得稳。因为对外开放，检验着国内金融产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比较优势，防止我们闭门
造车和夜郎自大。

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内地城市要进阶
国际金融中心，唯有金融开放。在新一轮对外
开放大潮中，金融开放堪称“排头兵”。自去年
以来，中国大幅放宽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涉及
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开放力度，远超市场
预期。

中国金融一定是开放的金融。未来无论是
远是近，金融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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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子公司：一道新“分配”考题
T14-T15

助力资管机构数字化
京东数科JT2打响金融科技下半场

T12

辟蹊径、破传统
杭州银行北京分行探索文化金融转型

T16

商业银行5G实验：一场改造战役
T20-T21

区块链的狂欢：警惕B面风险
T18-T19

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做客户身边的贴心银行
T26

度小满金融助力就业 精准攻克供需难题
T27

北京银行：服务全国科创中心建设
拥抱金融数字转型时代

T23

资管机构变局:一次关于新生的探索
T24-T25

健康险逆袭：一道万亿市场的考题
T28-T29

解密金融科技顶层设计：监管沙盒破题
T05

中行北京分行科技赋能 激发金融服务新活力
T08

你想知道的北京金融科技政策都在这
T10-T11

寻找金科领军企业：银行系or互联网系?
T06

五大金科底层技术出路：探索智慧城市场景
T07

补齐金融科技人才短板：高校培养联合政策加持
T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