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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金融科技公司能享受“自由放任”政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十

多年来，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企业一直都在利用无监管环境或绕开已有规则，

自由创新并运行着针对新型互联网业务模式的大型网络。但在过去的几个

月里，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新监管网络金融，这一举动可能会产生深远的

影响。如果北京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监管，可能会导致创新速度减缓，

本来较弱的隐私保护措施进一步弱化，以及因金融体系低效运行而导致的

经济增长放缓。

　　岌岌可危的是，阿里巴巴、腾讯和其他公司在用户基础和技术能力基

础上建立的非常成功的金融业务在未来是否仍然可行。在支付宝（阿里巴

巴）和微信（腾讯）应用程序中，轻轻滑动拇指不仅可以执行购买行为，

还可以进行投资，申请贷款，付款，打车或发送消息给朋友。紧随其后，

作为线上点对点业务领导者的其他公司及小额贷款公司萌芽并迅速成长，

在几乎没有任何监管的情况下，发放了价值数万亿人民币的贷款。

　　从李克强总理到央行监管人员等政府官员一致称赞互联网和大数据等

新技术具有推动未来增长的潜力；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努力利用数据和技

术实现社会监管，获得社会权力。习近平主席等领导人正对过度放贷发出

警告，强调金融安全，控制金融风险，同时提出相关措施，消除中国经济

对信用的依赖。最近推出的监管措施会影响电子支付，信用积分，证券化

和加密数字货币 / 原始代币发行（ICO）（通过发行数字令牌而不是股权

或贷款为新网络 / 新公司筹集资金）。所有这些措施都要求加强对整个金

融行业的监管，增加政府对私营企业数据的获取和监测。

　　例如，2017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PBoC）开始对以前作为第三方

支付运营商的专有网络进行运营时产生的付款和相关数据进行集中化管

理。支付宝和财付通 / 微信支付等支付系统可作为闭环运行，即个人将银

行账户内的资金转入其网络账户后，可在该网络内实现资金自由转账，任

何银行都无法看到这些资金交易。自 2004 年支付宝出现以来，这些系统

一直以高度的自主权运营着，直到七年后的 2011 年，一项许可制度的尘

埃落定打破了这一局面。2016 年，这些系统处理的支付金额增长到人民币

100 万亿，年增长率达到 100％，鉴于此，政府越来越担心这些系统的稳

定性及其对传统支付供应商、现有银行和中国银联构成的威胁。加强监管

在所难免。通过实施这项八月份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可强制要求互联网巨

头分享有价值的数据，从而更多地获取有关这些交易的信息。有消息称，

银行已经能通过这项措施获取这些交易数据，但仍无法确认获取的是哪些

数据以及获取的方式是什么。本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另一项举措，要

求在线支付供应商将更高份额的客户资金放入不支付利息的特殊账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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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链接），从而减少其利润。据报道，根据最新要求，因放入特殊账户而

产生的 6 亿多美元的年利息收入将消失。

　　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在六个月内批准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

腾讯和平安等八家私营企业创建自己的征信系统，然而，两年过去了，这

项计划一直悬而未决。与此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创建并由其前任副行长

担任领导的全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已申请了自己的征信系统——信联（信用

联接的缩写）——许可证。蚂蚁金服和腾讯等行业主要领导者已经登记为

股东，似乎公开支持该系统。实际上，这些企业必须将有价值的征信和其

他数据移交给新联。他们虽然拒绝移交，但监管机构似乎志在必得。所有

这些举措表明，政府将对征信数据和支付数据实行严格的集中监管。

　　2017 年 12 月 1 日发布措施，打压短期高息贷款（也叫“现金贷款”），

然而这项措施打压的基本上是不相关现象，导致支持蚂蚁金服和腾讯贷款

的主要渠道已经彻底丧失。其中有一条规定（第 2 部分，第 3 小部分）为

大多数英文媒体所忽略，这条规定要求在线小额贷款公司（包括蚂蚁金服

和腾讯旗下的）开始计算其出售的包括证券化在内的贷款数额，以改变为

控制公司规模及其贷款数额而较少限制外部融资的现状。得益于外部融资

等渠道的存在，大型金融科技公司已经发放了数万亿的人民币贷款，如果

不择手段的现金放款人还没有开始启用这些资金，这些贷款可能已经逃脱

了审查。令人吃惊的是，监管机构愿意并能够采取如此激烈的措施来消除

中国最强公司的完善的融资渠道，而且当前还未提出替代性方案。

　　最后，正如之前的一篇博客文章所述，对中国 ICO 的全面禁止表明，

监管机构愿意更快更大胆地采取行动，对新融资形式进行协调控制。ICO
本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为避免承担必然发生的崩盘责任，任何监管机

构本都不敢触碰。

　　所有这些决定性的监管行动都表明，政府的思维发生了变化，这对中

国金融的未来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有一些政策变化根源于 2015 年 12 月涉

及数十亿美元的庞氏骗局 e 租宝的崩溃及其引发的抗议活动。金融创新的

弊端和风险不容忽视，“互联网金融”这个词对监管机构和被欺骗的投资

者而言成了一个“梦魇”。尽管“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巨大的金融业中所

占份额较小，但监管机构认为，这些新活动和新公司对金融稳定和社会稳

定都构成了严重威胁。显然，除此之外，监管机构还有其他动机，即这些

公司产生的数据除了为金融业创造了机会，还产生了政治影响，中国一直

在试图实时获取这些数据。

　　据预计，北京将继续加强对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应对合法垄断问题，而且还要让发展缓慢的各家银行有机会赶上更前卫、

更灵活的虚拟竞争对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减少某些类型的欺诈或风

险活动，但也可能再次打压金融行业。马云最近指出，“说实话，我还没

有看到任何对我们不利的事情。”然而，如果政府过分强化对网络金融的

控制和监管，那么网络金融在促使更多消费者使用征信系统，加大低效银

行面临的竞争力方面所取得的可圈可点的进步都可能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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