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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是未来金融发展的制高点，

也是联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建

设、促进双向赋能的重要着力点。

金融与科技， 二者叠加的背后蕴含着

怎样的逻辑思考？首届外滩大会上，专家学

者各抒己见。

科技驱动国际金融中心发
展新格局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

理事屠光绍用“科技×金融”而非“科技+金

融”来形容当前金融科技的发展形势。

“科技乘金融带来的能量和效益，不能

用简单的加法来衡量， 它会爆发出巨大的

能量， 为金融发展格局的变动产生显著影

响。”屠光绍说。

他指出，科技虽然不改变金融行业的本

质属性， 但可以改变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

金融业务的经营形态和金融行业的发展生

态。具体而言，当前金融机构的平台内在结

构成为外界分析关注的焦点，金融业务依靠

数据信息化，例如数据资产化取代了以往的

抵押形式用于贷款，以及由于金融机构存在

形态和金融业务经营形态的改变，金融生态

中监管环境、监管手段等相应做出了调整。

在地方金融发展上，屠光绍说，金融科

技是近年来各地发展金融中用得最多的“热

词”，促进了各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提

升，支持地方企业经营、产业转型和经济发

展，推动地方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金融

机构的竞争力，改变各地的金融发展生态，有

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

另外，他表示，科技是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和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竞争合作的关键因

素和核心资源。 因为科技含量是国际金融

中心评价的关键指标， 科技资源是国际金

融中心之间竞争的关键要素， 而科技运用

是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拓展和深化的重

要引擎。

屠光绍指出， 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指

标很多，主要包括：第一，全球金融资源集

聚和放大的能力，“依靠金融科技， 能使这

样的能力大大提升”。第二，标准定价能力，

金融科技能提升金融资产交易和定价的能

力。第三，金融风险防范和管理，金融科技

也有助于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在防范和管理

金融风险方面的能力。

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分析， 未来的

金融中心一定是科技中心。在他看来，全球

金融中心竞争日趋白热化， 科技将是下一

轮金融中心竞争的核心。 为了提升上海在

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必须加速引领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前沿

技术与金融业相结合的应用实践， 以金融科技激发效率提升。“以科

技激发传统金融，是上海超越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的一把钥匙。”

金融基础设施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石

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

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认为，国际金融

中心有大量的金融机构以及交易活动的集聚， 金融基础设施尤为关

键。“简而言之，金融基础设施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石。”

他形象地比喻， 金融基础设施相当于为各金融机构搭建了一个

要素平台，就像一个舰队中的航空母舰，而各金融机构就相当于其他

军舰，没有这个要素平台就无法形成战斗群。

截至去年末，上海外资金融机构超过510家，外资金融机构占上

海金融机构总数近30%； 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1934.31万亿元，同

比增长16.6%； 全国直接融资总额中的85%以上来自上海金融市场；

上海的经济外向度、 机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影响力也都位列全国第

一；上海还是长三角地区的引领城市，长三角海量的中小微企业为上

海金融科技应用提供了土壤， 让上海的金融科技创新不仅辐射长三

角，并且服务全国……这样的背景下，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

须要有强大的金融机构设置，也要有金融机构运行的平台。

对此，屠光绍也有同感。他认为，面对变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必须抓住机遇，通过金融科技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效率。其中有三个

方面需要关注：首先要重视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其次是高度重视金融

科技人才，尤其是分布在不同重点领域的金融科技人才；第三是重视

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金融科技在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发挥作用，必

然带来一些市场运营方式包括交易方式、 资源利用方式等的重大改

变，必然伴随着很多创新，因而必须加快创新和监管的协调。

上海位列全球金融科技第一梯队
《2020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报告》发布

中国上海、 北京、 深圳、 杭州与美

国旧金山、 纽约、 芝加哥， 英国伦敦共

同跻身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第一梯队。 在

昨天举行的首届外滩大会 “浙江大学全

球金融科技中心论坛” 上， 浙江大学—

蚂蚁集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

互联网金融研究院、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

商学院共同发布的 《2020全球金融科技

发展报告》 显示， 上海的金融科技位列

全球第一梯队。

上海拿下五个第
一， 为 “中国顶配”

报告显示， 中国、 美国、 英国、 澳

大利亚 、 加拿大 、 新加坡 、 日本 、 德

国、 荷兰和法国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发展

排名前十的国家。

报告认为， “未来的金融中心一定

是金融科技中心” 已成为全球共识。 自

2016年起 ， 新加坡每年举办金融科技

节， 仅2019年参与人数便超6万。 上海

今年连发多条与推进金融科技中心建

设、 金融科技人才引进等相关的政策，

而9月24日至昨天在上海举行的首届外

滩大会， 聚集了全球超过500余名经济

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企业家、 技术

大咖， 为上海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递

上 “新名片”。

报告指出， 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引

领城市，金融科技发展优势明显，且其在

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这五大生

产要素上的禀赋堪称“中国顶配”，已拿

下五个第一。在土地上，上海引领的长三

角城市群为总面积亚洲第一大城市群；

在劳动力上， 上海数字人才及高端金融

人才（CFA持证人）数量均为中国第一 ，

其中后者占全国的36%， 是人才汇聚之

地；在资本上，上海是中国第一个“3万亿

元GDP俱乐部”成员；在技术上，上海地

方公共财政科技支出位列全国第一；在

数据方面， 上海在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工

作中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此外，人工

智能、区块链、5G、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布

局丰富， 上海正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

命的契机， 有望实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的弯道超车。

而天眼查的另一份数据报告也给

出了答案———无论是“蚂蚁雄兵”，还是

“大象起舞”，都更热衷于在上海这片沃

土发展。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近12万

家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同时包含 “金

融 ”和 “科技 ”，且状态为在业 、存续 、迁

入 、迁出的金融科技相关企业 ，其中上

海的金融科技相关企业数量最多，超过

6.8万家，占全国的57.69％。

今年以来 ， 科技企业纷纷在沪落

子， 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吸引力持续

高涨的有力注脚。 天眼查的数据显示，

截至9月24日， 我国今年已新增超2万家

金融科技相关企业， 其中， 上海新增企

业超过8300家， 全国占比超四成。

以科技激发金融
“弯道超车”

无独有偶 ， 前天发布的英国智库

Z/Yen集团第 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FCI 28） 中 ，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排

名首次跻身全球前三， 实现历史突破，

得分与第一名纽约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至

22分。 记者注意到， 在金融科技这一评

分章节， 上海连续四期排名前三。

外滩大会之所以在上海举办， 正是

因为看中了上海的优势与机遇。 蚂蚁集

团董事长井贤栋认为， 以科技激发传统

金融， 是上海超越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的

一把钥匙。

面向未来，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

院院长贲圣林表示， 全球金融科技发展

“三巨头” 中国、 美国、 英国有着不同

的发展模式。 而从城市看， 上海面临着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龙头、 “一

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枢纽、 在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打造国内国际 “双循环”

战略链接等三大发展机遇。

贲圣林也给出了不少建议。首先，上

海要明确定位，找准国际金融中心、金融

科技中心的“双中心”定位，以及技术研

发高地、创新应用高地、产业集聚高地、

人才汇集高地、标准形成高地、监管创新

试验区的金融科技“五地一区”定位。 其

次，上海要聚焦产业，加强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5G等新兴技术研发，布局

安全高效的信息与数字基础设施金融，

发展支付结算、智慧银行、智能投顾等金

融业态， 加快形成金融科技集群， 优化

“两城、一带、一港”空间布局。

贲圣林认为，上海还要优化生态，打

响上海金融科技国际化品牌， 建设专项

智库， 争取国家级平台落地， 产学研结

合，在全球引才育才留才，继续推进金融

科技监管创新试点， 探索国际创新合作

新模式，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共享开放。

作为一场“普通人也能看懂”的金融科技大会，外滩

大会更是一个发布新产品、新技术、新突破的窗口。 图为

展馆展示的金融科技应用场景。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冯晓瑜

申城网友“种树”三项指标全国第一
5.5亿中国人用手机“种下”百亿元生态财富，金融科技让一切皆可绿色

每 5 个中国人 ， 就有 2 个在手机上

“种树”， 给北方荒漠地区带来真实可见的

绿色， 而这片绿色， 将为中国创造超过百

亿元的生态财富。

低碳生活减排放 每天早
起收能量

步行、 骑单车、 乘公交地铁、 外卖拒

绝一次性餐具……这些日常低碳行为都能

在 “蚂蚁森林” 中收获相应数量的绿色能

量， 能量积攒到一定程度， 就能在荒漠里

种下一棵真树。

“低碳生活减排放 ， 每天早起收能

量” 已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日常。 据悉， 目

前已有约四成、 超过 5.5 亿中国人参与到

“手机种树” 中， 累计减少碳排放量 1200

万吨， 种植面积相当于 2.5 个新加坡。

而对 “种树” 这件事， 上海网友

表现得格外积极。 昨天在外滩大会

现场， 蚂蚁集团社会公益事业群

总裁彭翼捷披露了这样一组数

据 ： 上海网友通过蚂蚁森

林 ， 在荒漠化地区累计

种下近 2000 万棵真

树。 在种植棵数、

参与人数及低

碳生活积

累 绿

色能量三项上 ， 上海均超过北京 、 广州和

深圳， 在全国城市里名列第一。

别小看这一棵棵小树 ， 据预测 ， 它们

将为中国创造超过百亿元的生态财富 。 昨

天在首届外滩大会现场 ， 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 （IUCN） 公布了 《蚂蚁森林造林项目生

态价值评估》 的中期结果报告， 2016 年至

今， 蚂蚁森林植树超过 2.23 亿棵， 造林面

积超过 306 万亩 ， 当所属区域植被达到成

熟状态时，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 可达

111.8 亿元。

“一个沿海城市为几千公里外的北方

荒漠种出一片真实可见的绿色 ， 这么做公

益， 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 彭翼捷

认为 ， 是科技创新的力量激发了城市人群

释放出低碳减排的热情。

“为什么选择蚂蚁种树 ？ 因为种完可

以通过卫星地图看到自己的小树呀 ， 还能

去实地探访、 亲自给它浇水。” 在上海读书

的苗露这样告诉记者。

而这背后蕴藏的道理正是———金融科

技可以用来破解绿色发展的覆盖 、 激励及

可信难题 ， 从而创新性 、 变革性地促进绿

色发展 。 “在垃圾分类 、 绿色消费 、 绿色

信贷 、 绿色经营等多方面 ， 金融科技还有

很多绿色魅力值得挖掘 ， 金融科技让一切

皆可绿色。” 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说。

金融科技在公益上也大有可为

区块链可以作为数字化时代的信任机

器 ， 这一理念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 记

者在外滩大会展厅看到， “蚂蚁链” 就是

一种数字信任 “新基建”， 可用于解

决公益信任问题。

除蚂蚁森林外 ， 网友还可以通过喂养

蚂蚁庄园里的小鸡 ， 获得鸡蛋兑换爱心 ，

每集齐 5 颗爱心就可以向公益项目进行一

次捐赠 。 “用户捐赠的每一颗爱心和每一

笔善款都公开记载在蚂蚁链上 ， 可以随时

查询。”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了追踪爱

心， 蚂蚁链还通过为农产品 “上链”， 主动

接触到全国范围内的消费者 ， 打开农产品

销路助力贫困地区脱贫 ， “这些农产品的

产地信息可在链上溯源查询到 ， 用户能放

心购买”。

展厅的另一侧 ， 一条周长超过 3 米的

智能项圈引来大量参会者驻足 。 除了身量

巨大 ， 这条项圈还暗藏着 “硬核 ” 科技 ，

能在快速移动状态下实现高精度定位以及

智能上报 ， 是国内首个为亚洲象量身定制

的智能项圈。

九天微星工程师、 大象项圈产品经理陈

彦男介绍， 这款智能项圈结合了北斗卫星系

统技术能力和物联网 （IoT） 技术， 可以实

现对象群活动的精准监测和上报， 帮助管理

部门及时跟踪大象和发布预警信息， 避免人

象冲突。 “项圈内置电子围栏， 将大象的活

动区域分为 ‘栖息地安全区 ’ ‘缓冲区 ’

‘人象冲突区’。” 根据大象所处的区域类别，

项圈会调整数据采集频率和上报频次， 当大

象位于离村庄较远的 “栖息地安全区” 时，

系统间隔 1 小时采集一次位置信息， 每 6 小

时上报给管理部门。 而当大象处于高风险的

“人象冲突区 ” 时 ， 系统会在大象每运动

100 步时就上报一次位置信息。 “更精确和

高效地发布预警， 引导人群避让。” 陈彦男

说。 据悉， 这款大象项圈已应用在云南的亚

洲象保护活动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