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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城

! ! ! !这是一个传统遭遇密集挑战的年代!也是一

个自身逐步适应改变的年代"金融科技!属于重

要推手之一"

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 不只一次听到久居国

外的朋友!提及初回国花钱时的种种茫然#到外面

聚餐!大家付账掏出的居然不是钱包里的信用卡!

而是手机$在街上打车!等候许久!才知道装一个

打车软件叫车更省时间$还有街头各种小店!可以

用支付宝或微信扫码付账$ 任意一家银行的手机

银行! 居然能提供那么多服务%%即便是长居于

此的人们!也不由自主地接受新事物!为了生活更

便利!让服务需求的满足变得&触手可及'"

快速的变化并不只是一种感觉! 有数据为

证"本周!(安永!"#$年金融科技采纳率指数)调

查报告发布!中国大陆位居全球金融科技采纳率

指数首位!数值为%&'!比全球金融科技采纳率

均值(('高出了一倍多"印度以)!'排在第二位!

美国为(('列第八!新加坡和日本分别列第十三

位*!('+和十五位*#*'+"这份报告研究基于在

!"个市场开展的!!"""多次在线访问! 消费者

样本全部是活跃于网络的个人" 在中国大陆,印

度,墨西哥,巴西和南非五个新兴市场!活跃型数

字化消费者的金融科技采纳率平均为*%'!大幅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金融科技服务大致分为五大类# 转账和支

付,财务规划,储蓄和投资,借款以及保险"报告

指出!转账和支付驱动着金融科技的采纳!在!"

个调研的地区中!)"'的消费者曾在过去%个月

中使用过这类服务!并有%)'的消费者预计会使

用这些服务"就是说!人们接触金融新变化!往往

从支付开始"

科技大趋势发展的转角处!中国在金融科技

方面轻装上阵!没有历史包袱的束缚!进行着&弯

道超车'"高效快捷的手机端转账和支付在中国普

及并保持领先!并逐渐向国外输出先进技术"这是

一个明显的信号" 电子转账和支付手段已经越来

越深入生活各角落!推动着无现金社会的建设"同

时!消费者运用互联网进行存款,投资和理财的比

例也大大超过其他国家与地区" 在主动或被动的

学习氛围下! 不只是中年人和青年人 &习惯成自

然'!老年人里也有不少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全社会形成合力!促进了科技创新在实际中

的运用"技术跨越的驱动之下!传统的金融机构

稳健而积极地采纳融合新科技以提高效率!大量

科技人才在金融服务领域发挥着创造力"许多长

期以来被忽视或顾及不到的金融需求!因科技而

实现了普惠!阳光照到更深更广的角落"

消费者正是金融科技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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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汉光：中国票据市场前景广阔

! 上海票据交易所董事长宋汉光 本报记者 杨硕 文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详见 !"版"封面人物##

! ! ! !

!一方面"通过制度统一#规则统一#标准统

一和平台统一" 消除了信息壁垒和地域限制"有

效提升了市场信息和业务行为的透明度"提高了

票据流转效率"同时有效抑制票据业务中的不规

范行为"有助于风险防控$ 另一方面"通过有效缩

减交易中间环节"有助于缩短融资链条"降低企

业在票据签发%贴现时的成本和难度"为票据一

级市场扩容提供空间"进一步帮助中小企业解决

了融资难问题& 此外"上海票据交易所的成立还

有助于中央银行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促进中央银

行票据管理职责的具体落实& '

(((宋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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