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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金科底层技术出路：探索智慧城市场景

北京金融科技规划
一周年特别报道

自去年发布《北京市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规划
（2018年-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以来，北京
市推进金融科技发展已经过去一年时间。 北京商
报记者注意到，一年时间里区块链、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底层技术快速发展， 并加速与更多场景融
合，如5G智能银行的落地。不过底层技术在合规
性、可用性等方面还存在着局限性，未来更应重视
基础理论研究，并借助现有优势探索更多场景。

补齐金融科技人才短板：高校培养联合政策加持

在《北京市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规划
（2018年-2022年）》（以下简称《金融科技
规划》）发布的一年时间内，北京市金融科
技快速发展，工银科技、北银科技等银行
系金科子公司开张运营，5G智能网点加
速落地。而随着参与主体不断丰富、行业
快速发展，金融科技的竞争也聚焦在人才
战略上。为此，《金融科技规划》给出了答
案， 即支持高校院所基础研究与人才培
养。在分析人士看来，人才的培养离不开
政策的扶持，监管机构未来应加大政策指
导和资源支持。

北京金融科技规划
一周年特别报道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正在

重塑整个金融行业，并不断有新的科技公司涌现，

但金融科技人才的短缺已成为行业发展的最大短

板。在国际人力招聘公司MichaelPage（中国）发

布的《2018年中国金融科技就业报告》中，92%的

受访金融科技企业发现中国目前正面临严重的金

融科技专业人才短缺。85%的受访雇主表示他们在

金融科技人才招聘方面遇到困难，45%的受访雇主

表示他们面临的最大招聘困难是难以找到符合特

定职位需求的人才。

而在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理财子公司等公

开招聘中，金融科技人才、复合型人才受到热捧。

例如，工银科技11月18日在官网一口气发布了15

个招聘职位，包括分布式服务高级架构师、软件研

发工程师、高级产品经理和产品运营经理（saas平

台规划方向）等岗位。

在BOSS直聘网站中，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北

银科技、民生科技、光大科技、光大银行信息科技

部等也都在相继争抢金融科技人才，其中容器云

架构师一职月薪最高达到10万元，Java架构师、

云平台架构师等最高月薪也在5万元。另外，需求

分析工程师、产品经理等多个岗位还为16薪。

企业“一掷千金为人才”现象不断重现，也体

现了当前“人才荒”的现状。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

究院院长刘勇表示，全球金融的竞争焦点在金融

科技，金融科技的竞争焦点在人才。而我们的现状

是什么呢？人才短缺，人才渠道匮乏，包括岗位需

求量比较大。

面对人才紧缺的境况，如何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金融科技规划》提到，

支持高校院所加大金融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投

入，支持和鼓励在京相关院校组建金融科技院系

或设立专业方向，培养一批金融科技拔尖人才。

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

中心研究员车宁看来，从整个市场的人才供给上

来看，有完整的知识体系、较好的理论基础和技术

基础的人才稀缺，也需要高等院校开展人才培养

工作。

在培养模式上，刘勇表示，金融科技人才培养

模式应以培养复合型、实战型、专业型的金融科技

从业人员为目标，建议通过“课程面授+线上学习

+企业实习”的培养路径培养复合型人才。

金融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离不开监管政策的

帮助与扶持。《金融科技规划》指出，全面实施金融

科技人才聚集工程，推动中高端人才形成规模集

聚；构建辅助型人才良性培养的渠道。

在《规划》推进过程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物联网等底层技术也在不断迭代升级，在数字

金融、供应链金融、数字农牧、无人银行、智能城市等领

域不断输出数字化解决方案，驱动北京市金融科技企

业创新发展，也代表了北京发展金融科技的方向。

例如，京东数科今年6月基于京东智臻链JDBaaS

平台，推出首个区块链ABS标准化解决方案，帮助资产

方、计划管理人、律师事务所等ABS业务参与方两天之

内部署区块链节点，将人力成本降低30%。

度小满金融CEO朱光日前介绍称，度小满金融基

于百度人工智能的优势，为合作伙伴提供全链路的风

险管理能力，包括信用风险管理、操作性风险管理和宏

观风险预警。目前已经和超过600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达

成合作。

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综合运用方面，北京今

年落地了数家5G银行网点，如建设银行在京推出3家

“5G+智能银行”、中国银行落地的5G智能+生活馆。

底层技术升级 降低30%人力成本

虽然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底层技术蓬

勃发展，并且与场景融合加速落地，但是底层技术

仍然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在合规性、可用性、安全

性等方面还存在着重重挑战。

北京市网络法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车宁表

示，五大底层技术都存在局限性。例如，以算法为

主导的人工智能，没有达到预想的类人智能水平，

也就仅是一种初步的工业化智能水平，同时在近

年来的应用实践中并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经济周

期的考验，其应用整体来说没有形成一套独立的

方法论。

而近期多家大数据风控企业的相继被查，也

令市场对新技术被扭曲使用现象存在质疑。车宁

指出，大数据存在合规性和数据结构的问题。一方

面是数据的确权问题，即来自于数据使用、数据分

级分类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结构方面有所欠缺，比

如金融机构的数据可能更多是一些金融性的交易

数据，对于社交数据不涉及，但是社交平台、电商

平台又没有一些金融数据，它们各自所占有的数

据在结构上是有问题的。在这种基础之上又没有

形成一套合法合规的、多方都能够信任的数据交

互体系，这也约束了大数据技术及其商业化使用

的未来。

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李鑫也表示，底层技

术存在的挑战就是其中一些技术目前还并不成

熟，或者只能比较浅层次运用，技术应用的前景仍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技术不成熟 应用前景存不确定性

分析人士指出，金融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趋

势是场景化，只有嫁接到具体场景，才能让金融科

技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而目前金融科技发展

的焦点问题是探索持牌金融机构和纯技术企业之

间的关联或合作场景。

在具体规划上，《规划》提出，一方面积极推动

影响金融科技功能应用的底层技术发展，完善各

类技术市场设施，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技

术（移动互联、物联网）、分布式技术（云计算、区块

链）、安全技术（量子计算、生物识别、加密技术）

等。另一方面创造条件促进技术应用落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

副主任尹振涛表示，技术的发展需要应用场景来

体现，而随着不断发展，就会有更多的场景应用

出现。

车宁则表示，未来底层技术的出路实际上是

如何做大做强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的技术研究。更

加坚持技术本身发展为导向，把过去将技术作为

一个噱头的模式逐步转变为重视基础理论、重视

基础科学的发展。

如何在现有优势上把技术与场景进行融合是

关键。车宁建议到，北京的应用场景确实有待进一

步扩展，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智慧城市。

因为北京拥有城市经济规模足够大、人口聚集足

够多、商业生态、民生生态足够丰富等得天独厚

的条件。而若打造智慧城市应用场景，一方面需

要有一个好的顶层设计、在大数据的管理方面有

话语权的主导机构；另一方面要做好合规性的管

理，及时出台权利保护的标准，同时要有配套的标

准化建设。

嫁接具体场景 探索智慧城市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