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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ear 2013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Internet financial year in which internet 

technologies and internet ways of thinking profoundly affected and changed the pattern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business. Internet companies, the electricity supplier giants race to get involved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financial innovation protagonist no longer limited to banks, insurance 

companies, securities companies and fund companies. The convenience and high-return products 

offered by internet finance brought forwar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to the banking industry. How 

could the banking industry face the challenges in the Internet finance era, and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these opportunities to transform and develop the bank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hallenges banking institutions are confronted with in internet financial tide, 

and the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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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及思维方式深刻

地影响并改变了传统金融业态的格局。互联

网金融所提供的便利客户服务及高回报的产

品给银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互联网

金融背景下银行业如何应对挑战，赢得转型、

发展契机，已经成为亟待探讨的重要课题。

本文介绍了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及其特

点，分析了传统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金融大潮

下所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商业银

行如何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挑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 商业银行; 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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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借助云计算、大数据、搜索引

擎等新一代高新技术，以移动支付、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云金融等金融创新业务为代

表的互联网金融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对传统

金融服务进行有益补充的同时，互联网金融

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发展也产生了较

大冲击。 

2．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2.1  移动支付快速增长 

近年来，移动支付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

增长。据估计，2015年全球移动支付的规模

预计达到1万亿美元，用户将达到5亿人。在

中国，移动支付作为便捷可靠的支付方式，

已成为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业务。尤其是

2014年5月，移动支付标准统一后，减少了行

业发展的不确定性，移动支付进入了发展的

快车道。 

2.2  第三方支付发展迅猛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及交易规模的持续

增长，第三方支付发展迅速。2008年以来，

以年均超过80%的速度持续增长；预计2015

年第三方支付的规模将超过9万亿元。随着互

联网、移动网络和智能终端的不断普及，第

三方支付行业的辐射范围将逐渐从一二线中

心城市向全国各地区、三四线城市、小城镇

和乡村渗透发展，或将拉动第三方支付行业

的新一轮增长。 

2.3  互联网理财广受欢迎 

近年来，“余额宝”、“现金宝”、 “理

财通”等互联网理财产品不断出现。例如，

“余额宝”以其低门槛、高于活期存款的收

益、随时可用于网购及提取的便利性，获得

了大众的青睐。2015年一季度，余额宝对接

的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规模突破7000亿元，

客户数接近1.5亿。互联网理财的兴起改变了

传统的理财模式，对银行核心存款产生明显

冲击。 

2.4  网络借贷急速扩张 

网络借贷是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

资金借、贷双方的匹配，需要借贷的人群可

以通过网站平台寻找到有出借能力并且愿意

基于一定条件出借的人群。以P2P为主要形式

的网络借贷平台有效地满足了小额资金拥有

者强烈的投资理财需求和无法从银行取得资

金的个人的融资需求，发展十分迅速。据网

贷之家数据，截至2015年6月底，P2P投资人

数已经超过100万。但在网络融资快速发展的

同时，风险也不断显现。2012 年以来，P2P

公司频繁出现跑路、倒闭现象，截至2015年6

月底，P2P网贷行业累计问题平台达786家。 

2.5  众筹融资逐渐兴起 

众筹融资是利用互联网传播的特性，让

小企业、艺术家或个人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

意，争取网友的关注和支持，进而获得所需

要的资金援助。只要是网友喜欢的项目，都

可以通过众筹方式获得项目启动的第一笔资

金，为更多小本经营或创作的人提供了无限

的可能。《2014年众筹服务行业年度简报》

显示，2014年全年共有261个股权众筹项目合

计完成5.84亿元的融资。 

2.6  平台式电商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主

力军 

由于传统零售巨头过分依赖物理网点优

势，与互联网金融的融合程度较低，淘宝、

京东等依赖于非实体电子交易平台展开销售

业务的平台式电商在互联网金融业务方面得

以快速发展。电商企业通过电商平台，积累

客户的交易数据和信用记录，形成信息流；

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消费和

购物，通过第三方支付完成资金流动，这样

就实现了信息流与资金流的对接，在一定程

度上替代了传统银行的支付和信用功能。 

3．互联网金融的特征分析 

3.1  交易方便快捷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给金融交易提

供了便捷的方式。平板电脑、手机携带方便、

随时上网、易于操作，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

过这些移动客户终端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

方便快捷地实现查询、转账、证券交易、支

付、消费分期等金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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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信息处理高效、成本低 

移动互联网使金融产品随时随地交易，

客户不必到网点办理，股票、期货、黄金交

易、中小企业融资、民间借贷和个人投资渠

道等信息快速匹配，极大提高了效率，并且

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例如，阿里小贷通过

对淘宝商家的资金流、交易量、淘宝信誉度、

用户的满意度等数据信息对商家进行评价，

经过数据挖掘和分析，引入风险分析和资信

调查模型，确定对每个商户的贷款额度。商

户从申请贷款到发放只需要几秒钟，日均可

以完成贷款1万笔；对于每个新增商户进行评

估的边际成本远低于银行。  

3.3  具有较强的粘性 

腾讯、淘宝等电商以其平台创造的人与

人之间的交互性和社交圈具有很强的用户粘

性，用户很难放弃使用这些平台中集成的业

务和功能，而用户粘性在这些公司的金融业

务拓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电商平台可以通

过分析平台积累的客户相关数据，给用户提

供更多个性化的购物消费以及金融服务，这

就给了各个电商平台以巨大的想象空间。 

4．互联网金融条件下传统商业银行面临的问

题及挑战 

4.1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4.1.1 商业银行面临的融资中介服务需求减

少 

在融资过程中，一个主要的障碍是资金

的供求双方无法及时有效地沟通资金供求信

息。作为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金融中介，商

业银行一直作为资金供求的信息汇集中心而

存在，并在长期经营中形成了信息收集和处

理的规模效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

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信息

的传递方式和传播途径，为金融交易储备了

大量的信息基础，部分互联网企业也具备了

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商业银行面临金融中

介角色弱化的风险。 

4.1.2 商业银行在资金支付方面的传统优势

受到挑战 

商业银行作为支付服务的中介的原因，

主要在于在债权债务清偿活动中人们在空间

上的分离和时间上的不匹配。随着电子商务

的发展，支付场景由原来的实体店转为网上

的虚拟店，支付渠道由银联或银行的POS终

端转为网络支付，以物理网点和网银为主要

渠道的传统商业银行支付显得力不从心。第

三方支付和移动支付借助具有互联网特色的

灵活经营模式，为用户提供了良好的支付体

验，对商业银行的传统支付产生了比较明显

的替代作用。 

4.1.3 网络借贷的发展将对商业银行的利差

收入产生一定影响 

虽然网络借贷兴起时间不长，但发展迅

猛，因其能为没有得到正规金融机构覆盖的

个人或者企业筹措资金而深受草根阶层欢

迎，未来将在小微企业和个人借贷领域与银

行形成竞争。未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大公司可能也会更加依赖网络，届

时面向大公司的网络借贷新模式也将顺势而

生，这将真正给银行带来根本性挑战。 

4.1.4 互联网理财等投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

分流商业银行存款 

商业银行非金融企业活期存款和居民活

期储蓄存款占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的比例约为

12% 和15%，其年化收益率仅为0.35%，是

银行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企业居民保有如

此低息资金的原因是为了满足日常生产生活

的消费性需求、每月偿还各类贷款本息的偿

付性需求以及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非预期性支

付的预期性需求。由于互联网理财“T+0”的

特性和支付便利，活期存款的消费性需求、

偿付性需求和预期性需求均可得到一定程度

的替代。这种替代效应不可避免地造成银行

存款流失。 

4.2  互联网金融环境下商业银行存在的问

题 

4.2.1 服务模式亟待变革 

一是未能融入平等、包容的互联网精神，

对低净值客户金融需求考虑不足。长期以来，

银行业出于利益、成本考虑，对低净值客户

重视不够；而互联网金融将许多传统金融忽

视的人群纳入服务范围，并通过“余额宝效

应”使其规模急剧增长、影响不断扩大。二

是注重基础功能实现，忽视客户体验。目前，

网上银行等电子渠道多为线下业务在互联网

上的简单实现，产品设计专注于基础功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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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考虑客户的使用体验，未能给客户提供

个性化、一站式金融服务；而互联网金融则

能及时、精确地把握客户心理，融合了支付、

社交、理财、商务等功能，为用户提供了良

好的使用体验。 

4.2.2 数据应用存在不足 

近年来银行电子化建设发展迅速，但相

比互联网金融企业，其在大数据应用及挖掘

等方面尚存不足。一是目前银行仍停留在以

渠道为中心的体系结构上，各服务渠道的业

务支撑系统彼此孤立、自成体系，形成渠道

间的客户信息“孤岛”，阻碍了全面的客户

行为分析，使得交叉营销、差别化服务等难

以实施。二是数据深度应用欠缺导致客户粘

性不足。作为商业银行电子渠道核心的网上

银行，尚未能从提供基础金融服务的交易平

台升级为综合金融营销服务平台，未能由渠

道建设转变为在线经营模式建设，未能充分

挖掘客户交易行为数据进而为客户提供深度

的资产（财富）管理服务，导致客户仅将银

行作为基础金融交易的媒介，客户流失在所

难免。 

5．商业银行如何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挑战 

从短期来看，互联网金融不会从根本上

动摇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方式。

其原因在于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银行业各有优

势，互联网金融的特征是小额、分散、经营

灵活，而传统银行则在成熟的经营管理理念

和稳健的风险防控上具有优势。但从长远来

看,由于我国目前处在利率市场化以及金融

改革的转型时期，互联网金融本身高效率低

成本的特点符合金融改革缓解金融抑制、提

高金融效率的趋势，因此，传统商业银行应

充分借鉴互联网金融模式，进行适应性调整，

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 

5.1  构建互联网思维，重新审视发展战略 

银行业应从战略高度审视互联网金融的

冲击，全面分析内外部环境，对战略定位和

战略目标进行适当调整，积极加大变革创新

步伐。借鉴互联网思维进行银行发展，深化

电子银行创新，通过提高用户体验来激发和

拓展用户需求尤为重要。在战略指导思想方

面，应借鉴互联网金融“平等开放、客户至

上”的经营理念，实现“产品、利益中心”

向“客户中心”转移，改变以利差为主要收

入的盈利模式。在战略实施途径方面，应树

立“互联网金融平台”观念，变革服务模式、

销售模式和管理模式，重塑业务流程，优化

渠道体系，高效配置资源，重视客户体验，

通过整合多渠道金融产品，为客户提供一站

式、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5.2  突出核心优势，提升金融综合服务能力 

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相比，银行在以下几

个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一是风险管控优势。

银行由于长期接受外部监管，积累了大量的

客户风险数据，在风险管控、信息安全管理

等方面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体系和流程，风

险管控的能力和经验是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企

业所无法比拟的。二是网点、人脉等线下资

源的优势。通过与客户“面对面”接触，增

强业务处理、客户营销及体验的直接性和现

场感，同时线上、线下互动，物理、网络渠

道互补，实现全方位入口拓展和资源巩固。

三是产品多样化、专业化优势。银行拥有汇

票、信用证、银行卡等大量的金融产品和工

具，形成了集商务、支付、融资、投资于一

体的链式金融产品和服务能力，能够提供“一

站式”服务。四是掌握了大量的高净值客户

及对公客户。此类客户群体更需要金融企业

针对其需求提供定制化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

产品及服务。银行可以通过提高定制化、专

业化的综合能力，依托互联网金融技术降低

运营成本、提高服务水平，保证利润来源，

在对公、大额业务领域继续扩大优势，同时

加强线上和线下资源融合，提高对小微企业

和个人客户的服务能力。 

5.3  重视客户体验，加快产品和商业模式创

新 

商业银行应当借鉴互联网金融的成功经

验，高度重视客户体验，打造以客户为中心

的经营模式。客户体验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金融产品的多样性和功能是否能够最大

程度上满足其需求，二是商业模式是否能够

满足客户对便利性、经济性甚至趣味性等互

联网时代的新要求。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未来所有非银

行自主设计管理的代销产品都将转为直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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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脱离银行销售体系，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

渠道销售，银行的代销收入也将大大被压缩。

因此针对客户快速变化的需求，有针对性地

进行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是未来应对互联

网金融发展的重要手段。 

5.4  加强同业、跨业合作，寻求共赢 

一是加强跨界合作。银行应加强与互联

网企业协作、联合，一方面，利用其强大的

数据资源和平台渠道，通过外部搜索、微博、

微信等门户提升入口流量，获取更广泛的客

户数据；另一方面，利用具备“信息流、资

金流、物流”三流合一的电商平台，为客户

提供集商务、理财、支付等环节于一体的链

式服务体验，将客户业务逐步移至闭合环境，

巩固客户资源。二是加强同业合作。遵循“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与

其他银行、基金公司、证券、保险、信托等

金融机构积极合作，改进金融业务，探索具

备高流动性的金融产品，稳定客户资源。 

5.5  注重互联网金融相关人才的培养 

商业银行应重视互联网相关人才的培

养，打造一支既懂网络程序设计和网络运用，

又懂金融业务知识和金融管理，能熟练运用

各种互联网工具开展市场营销的人才队伍。

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对现有员工

的科技知识培训以及科技专业人才的金融业

务培训，大力培养集金融业务知识、网络信

息技术、互联网工具运用等多种知识技能于

一身的互联网金融复合型人才。二是吸引互

联网金融企业的人才加盟，将其理念、能力

和经验为我所用。 

5.6  加强对大数据的分析与应用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应用，数据资产

的战略意义已经越来越为企业所重视。银行

在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已积累了

大量有关客户金融行为的数据，这些数据是

银行非常宝贵的资产，将成为未来银行重要

的利润来源。银行应利用大数据技术来深度

挖掘客户的交易和消费信息，掌握客户的消

费习惯，并预测客户行为。通过对不同类别

客户的交易情况分析，真正掌握客户的需求，

为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风险控制提供

更加准确、有力的支持，有效提高银行的服

务能力和盈利水平。 

6．结束语 

随着互联网金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各种革

命性创新仍将不断涌现，商业银行必将面临

更大挑战，必须以前瞻性的视野，深入分析

研究互联网技术应用对业务的影响，充分利

用自身优势，顺应互联网金融潮流，探索新

的业务模式和利润增长点，实现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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