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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是否能成为助推我国金融强国建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在梳理金
融强国建设科学内涵的基础上，阐释数字金融在金融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进而立足金融结构理论、金融功能理论与

金融发展理论，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结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金融效率”的ＳＦＥ系统分析框架，
剖析数字金融助推金融强国建设的作用机制与现实困境，提出数字金融助推金融强国建设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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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是一个金融资源贫瘠的国

家，居民储蓄存款、社会金融资产总规模、外汇储备

以及广义货币等各项指标的规模都不大。经过４０
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已成为一个金融大

国，拥有庞大而丰富的金融资源。据国家金融监管

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３年末，我国银行业
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为４１７．３万亿元，银行资产和外
汇储备规模居全球第一，债券、股票和保险市场均

居全球第二。２０２３年１０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
次正式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强调推动金融

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这一目标的提

出，意味着当下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金融发展要

着力从“规模扩张”向“质量优先”阶段迈进，实现

“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转变。

近年来，数字金融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中国的

经济和金融格局①。在“大智移云物链”（大数据、

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

技术支撑下，数字金融又是通过降低金融服务成

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不断重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业态和模式，加速了资金、信息、数字等要素的

有效配置与流通，成为稳定经济大盘、全面提升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当下

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金融发展的主旋律。那么，

数字金融是否能成为助推金融强国建设的突破口

和着力点？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数字金融又是通

过何种作用机制展现其助推金融强国建设的

力量？

面对以上问题，有学者已经作了初步的探讨。

关于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

究。周雷等发现数字金融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

效应，通过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可显著促进本地区

并辐射临近地区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②。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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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关注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

导机制，如王博和魏晓、邹克和周益赞等从降低交

易成本、提高协作效率、扩大实体经济规模以及优

化产业结构等层面，研究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①②。张高明等人的研究发现，数

字金融通过创新创业双创驱动显著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但存在地区与政府干预程度的异质性和

门槛效应③。此外，自２０２３年１０月，中央提出加
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学者们开始关注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与金融强国建设的关系，并试图从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探讨金融强国建设的意

义和实现路径。王文和蔡彤娟强调，中国版的金

融强国要通过服务实体经济，构筑中国未来发展

的战略优势④。周立认为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对金

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接下来需要优化

金融结构，提供适配高新制造业发展的金融服务

体系，推动制造业智慧化发展⑤。刘典则进一步

从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视角，提出要引领

金融资源配置到新兴实体产业，并带动传统产业

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助力实现金融强国

建设目标⑥。

综上，现有文献中关于数字金融、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及金融强国建设的相关研究，基本集中在

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经济高质量

发展与金融强国建设的关系研究两个层面。鲜有

文献探讨数字金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金融强

国建设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数字金融在金融

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还缺乏

深入的分析。为此，本文基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视角，把“数字金融—实体经济—金融

强国”置于一个系统分析框架内，剖析数字金融助

推金融强国建设的作用机制与现实困境，提出数字

金融助推金融强国建设的对策建议。

二　金融强国科学内涵及数字金融在
金融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一）金融强国的科学内涵及表现特征

中国为什么能从一个金融资源贫瘠的国家发

展成一个金融大国？根本原因是我们始终坚定不

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

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因此，金融强国战略必

须是立足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已

有学者对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建设方向提

出了自己的思考。张杰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崛起过

程中的金融密码，指出建设金融强国的背景是中国

叙事，要立足本土，走适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

发展道路⑦。张占斌和王学凯提出金融强国是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

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⑧。陈雨露强调以金融

强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持续推进我国金

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⑨。

学界对于金融强国内涵的讨论尚未形成统一

观点。赵彦云和汪涛提出从资本成本、资本市场

效率、股票市场活跃度和银行系统效率四个维度，

衡量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竞争力瑏瑠。陆岷峰和欧

阳文杰认为金融强国内涵反映为一系列的衡量指

标，包括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发展水平、金融监管

及治理能力、金融全球化水平与国际竞争力等方

面瑏瑡。还有学者认为金融强国的内涵不仅表现为

金融体系是否强有力地支撑实体经济，还要从国

际金融地位与影响力两个维度理解金融强国的内

涵瑏瑢。郑联盛从主权意义、内部资源配置功能、外

部国际竞争力和维持内外部能力的角度，总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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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强国的定义及四层内涵①。周立和张永霞则从

共同富裕的公平性、普惠金融的人民性、强国理念

的创新性、审慎监管的专业性以及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开放性五大方面，阐述了金融强国的逻辑

框架②。

从理论层面来看，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在于实

体经济部门创造的财富和价值，而金融的本质就

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建设金融强国离开了实体经

济发展的需求，就将失去方向和依靠。所以，实体

经济是金融运行的基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不

断创新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质量，满足实体经

济多样化、个性化的金融需求。从实践层面来看，

自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
非常明确，多次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

本宗旨。本文认为，中国金融强国建设的科学内

涵不仅包含金融系统本身强的共性内涵，更重要

的是强调基于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目标，以其

建设的程度、步速和水平能否充分适应和满足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为度量标准的个性内涵。

如吴晓求对金融强国建设的解释：“中国金融强

国建设除了要具备世界上金融强国的共性内涵，

即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还要特别强调中国特

色金融的两点鲜明特征，即金融的普惠性和数字

金融”③。这一阐释充分体现了普惠金融与数字

金融在推进我国金融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也是本文基于数字金融的视角，提出推进金融

强国建设的依据。

（二）数字金融在金融强国建设中的重要

地位

２０２４年１月 １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

重点提出“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了实体经济在建设高质量

发展体系中的重要性，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

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同时提出“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

些论述无疑为金融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经济

强，金融强；经济稳，金融稳。金融强国建设离不

开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

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据统计，从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２２年，我国数字经济
规模从２７．２万亿增至５０．２万亿，占 ＧＤＰ比重从
３２．９％上升至４１．５％（如图１），数字经济已经成为
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经济时代，作

为“金融＋科技”创新融合形成的一种高级金融形
态，数字金融不仅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是促

进数字经济与实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力量。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２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ＣＦ４０）
发布的《如何建设数字金融强国》报告指出，借助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核心数字技术，数字金

融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

金融服务效率，增进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风

险管理能力，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因此，建设数字金融强国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

组成部分④。

图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同比增长及占ＧＤＰ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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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７卷 王修华，等：数字金融助推金融强国建设的逻辑框架与政策理路

　　三　数字金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
金融强国建设的三维逻辑框架

“金融结构理论”是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关

系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

戈德史密斯在１９６９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
展》中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迁”“金

融结构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金

融结构会随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需求变化而动态

调整。白钦先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的基

础上，提出金融发展不仅要关注金融工具和金融

机构规模上的量性发展，更应该关注金融功能有

效发挥的质性发展，量性发展与质性发展相统一、

并以质性发展为主才能称之为好的金融发展，这

样的金融才能促进经济发展①。沈军和白钦先认

为金融结构以金融功能作为纽带与金融效率发生

作用，而金融效率是检验金融功能实现程度的标

准，是联系金融与经济的桥梁。因此，从系统科学

的视角，提出“金融结构—金融功能—金融效率

（ＳＦＥ）”的分析框架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②。本文借鉴 ＳＦＥ分析框架，构建数字金融影
响金融结构的变迁、金融功能的演进及金融效率

的提升，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助推金融

强国建设的三维逻辑框架（如图２）。

图２　数字金融助推金融强国建设的作用机制

　　（一）数字金融优化金融结构，满足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适配性金融需求

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林毅夫提

出金融结构需要与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

适应，通过实现金融的基本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发

展③。根据金融结构理论，金融结构即金融工具

与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一般区

分为“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两种形式，即

不同融资结构的占比。普遍认为，直接融资占比

的提升是金融结构优化的表现，主要理由是因为

直接融资方式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更有

利于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效率，适配产业经济发

展的需要④。因此，这里从数字金融改善融资结

构的视角，分析其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

金融强国的作用机制。

数字金融拓展了融资结构。数字金融依托互

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衍生多种不同于直接融资和

间接融资的第三种融资形态，为实体经济部门提

供更具多元化和便捷性的融资渠道。近年来，众

５７

①

②

③

④

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经济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沈军，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一个基于系统科学的新视角》，《财贸经济》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经济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８期。
关筱谨，任碧云，赵彦庆：《金融结构优化能促进共同富裕吗？》，《国际金融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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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Ｐ２Ｐ等互联网平台融资、支付宝和微信等第三
方支付、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等服务终端的普及

与应用，增加了社会资金来源的渠道，降低了融资

成本。２０１８年７月，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因逾期兑
付、经营不善问题，频发爆雷后被取缔。但在发达

国家Ｐ２Ｐ发展较完善，全球最大的网络借贷平台
Ｐｒｏｓｐｅｒ和 Ｚｏｐａ，以便捷、快速匹配及不受地域限
制等优势备受欢迎。我国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

务方面也作了积极的探索，如农业农村部在国务

院客户端小程序上，为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

资难题量身定制的“数字平台＋农担系统＋试点银
行”的类Ｐ２Ｐ融资模式“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
车”；数字金融优化了供应链金融结构。以区块链

技术为支撑的数字供应链金融的创新发展，为在供

应链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具个性化

和适配性的金融服务。数字供应链金融是将数字

技术与供应链商流、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紧密结

合的一种新型融资模式，依托企业信用和真实的贸

易背景，降低了企业对银行作为信用中介的依赖，

加速供应链资金周转速度，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

束发挥关键作用。如蚂蚁集团推出的蚂蚁链金融

平台，为淘宝、天猫、菜鸟、阿里云等多个平台的中

小企业提供了便捷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截至 ２０２０
年６月，蚂蚁链金融平台为４０多万家中小企业提
供了超过 ４０００亿元的融资额，平均融资成本低
于６％。

（二）数字金融强化金融功能，满足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化金融需求

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功能的发挥并不是

无条件的，而是依赖于科技水平的应用程度。数

字金融具备的“金融＋技术”的双重属性，为满足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多样化金融需求创造了

条件。

一是数字金融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进一步强

化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能

解决传统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市场配

置金融资源的决定作用得以发挥，从而激发金融

资源流向更有效率的实体经济部门。云计算时

代，数字金融利用互联网平台，收集与处理客户在

社交媒体和网购平台的高频、海量交易数据，形成

新的大数据“金融中介”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技术对客户进行筛选和评价，实施精准营

销，开展智能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极大地提高金

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促使金融机构更加主动积极

地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对金融服务多样化、多元化的需要。二是数字

金融通过网络和移动通讯技术，改善和扩展金融

支付中介功能和经济服务功能。移动支付工具的

普及与运用，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捷性与效率，加

快了资金的流动速度，为实体经济部门提供更为

宽松的融资环境。截至２０２３年６月，我国网络支
付用户规模达 ９．４３亿人，较 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增长
３１７６万人，占网民整体的８７．５％①（如图 ３）。三
是借助超大规模的客群优势，移动支付成为驱动

其他数字金融服务快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石。如

蚂蚁金服，从一个简单的支付工具支付宝拓展至

涵盖小微信贷、财富管理、消费金融等多元金融领

域的数字金融生态系统，交易数据成指数级增长，

基于数据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体验不断涌现，为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多元化金融需求。

图３　网络支付用户规模及使用率

６７
①《第５２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ｎ４／２０２３／０８２８／ｃ８８－１０８２９．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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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效率，满足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低成本金融需求

对金融效率的深入研究，是正确认识金融与

经济关系及正确处理金融问题的关键。传统农村

金融理论中，从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抑制论”

和“金融深化论”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与金

融发展未能形成良性循环，原因在于金融机制体

制的不健全，以及政府部门的过度管制。因此，破

除“金融抑制”，是让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发展的

关键。在金融科技时代，区块链、生成式 ＡＩ技术
发展促进了金融主体间的联结，大数据分析技术

缓解了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交易成本，这

些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普及不断拓宽金融服务内容

和边界，成为打破传统金融“二八定律”、助推普

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密码。

从企业金融需求的层面来讲，数字金融以低

门槛、高效率、可获得的优势，促进金融要素在实

体企业间自由配置，成为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

间有益的科技桥梁。凭借大数据分析技术，数字

金融实现对不同行业、企业、个人行为数据的抓

取，建立第三方征信体系，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与

匹配成本，校正了原有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问题，

降低了融资交易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提升

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从个人金融需求层

面来讲，数字金融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的科技手段

和创新模式，改善触达、效率和风控，为广大弱势

群体解决了传统金融“最后一公里”的难题。随

着５Ｇ移动电话基站、蜂窝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
施的大幅扩建，基于“数字技术＋金融模型”的结
合，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金融依赖物理网点和交

易结算时间的约束，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为长

尾群体提供低成本、高效率、可负担的个性化金融

服务，解决传统金融机构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痛

点，推进我国金融发展的普惠性和包容性，在促进

居民消费与创新创业等民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四　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助推金融强国建设的现实困境

数字金融对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但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疲软，

想借助数字金融的发展优势，更好地支持我国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助推金融强国建设，还存

在如下主要困境。

（一）数字金融可能引致金融背离实体经济

创造虚拟财富

数字金融通过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功能服务实

体经济及细分领域，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获得合

理回报，但金融过度数字化可能会背离服务实体

经济的根本宗旨。金融可以通过创新数字技术、

重复交易、资产价格膨胀等手段创造货币收入，但

大量的社会资金只是背离实体经济的自我增殖，

这种空转行为获得的财富是虚拟的、是存在风险

的①。我国小微企业占市场主体的 ９０％，解决了
８０％的城镇劳动力就业问题，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据艾瑞研究院对小微企业融资数

据的分析，发现２０１７年到２０２１年间，小微企业贷
款需求空间从４４万亿增至５３．７万亿，需求满足程
度从４１．６％增至４８．５％，但仍有５８．４％和５１．５％的小
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如图４）。可见，
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依旧没有得到改善。现阶段，银

行体系依然是中小微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以大银

行为主的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不匹配。再加上，中小微企业本身缺乏规范的财务

报表、资产抵押等“硬信息”，导致中小金融机构难

以精准对接其融资需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资

本进入实体经济部门。

（二）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的

正向作用有待加强

数字金融通过资源配置功能推动企业资本形

成，优化产业间信贷资源配置，在产业结构升级中

发挥催化作用，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也是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全面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进程中，比盈利更为重要的是起带动和支

撑作用的实体经济部门，如科技创新、绿色发展、

小微企业及现代农业等领域，金融资本如何精准

服务国家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通过优化金融

结构与金融功能，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产业结构

升级是值得深究的问题。由于当前数字金融生态

系统尚不完善，尽管国家多次提出金融推进乡村

振兴、助力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发展战

７７
①刘晓欣：《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效率评价的核心标准》，《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４年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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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①，但仍存在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金融资

源被低效占用在传统领域和环节，未被有效引导

至实体经济中的“三农”领域、高成长潜力的新兴

产业，及前沿科创新领域为代表的重点领域和高

端领域②。

来源：中国政府网、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协会、银保监、艾瑞数据评估模型、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测算

图４　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２１年中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需求空间及需求满足度

　　（三）数字金融的门槛效应可能削弱对实体
经济的正向赋能

数字金融的应用存在门槛效应，导致地区

经济和金融行业内部发展的不平衡。首先，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引致的“数字鸿沟”问

题。数字金融的发展依赖于网络通讯环境、支

付结算系统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

农村地区及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虽有所改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６０．５％，但与
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的８５．１％相比，还存在一
定差距③（如图 ５）。可见，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数字金融政策性

和靶向性的有效发挥，制约了金融资源进入实体

经济的高效分配。其次，不同金融机构数字技术

应用能力存在差异。大型金融机构凭借资产规

模、技术、人才的优势，应用金融科技开展业务的

数字化转型，服务重心下沉到县域和农村，抢占一

部分优质的长尾客户，获得可观的收益④。中小

金融机构金融科技能力相对薄弱，在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面临技术、资金投入成本高的现实瓶颈，使

得本来就步履艰难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风险加

大，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行业内部的分化，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金融机构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推动力。

（四）数字金融的风险效应可能会放大金融

脆弱性并传导至实体经济

数字金融利用前沿科技赋能金融功能的优化

与拓展，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但也可能引致系

统性风险，这正是数字金融被称为一把“双刃剑”

的原因。一方面，数字技术提高了金融系统性风

险的可能性。数字金融以基于电商或供应链交易

的大数据信息，整合弥补“数字足迹”缺失的不

足，将金融服务拓宽至违约风险更高的长尾客户，

并将跨地区经营主体联结起来，加剧了金融的脆

弱性，突发性情况可能通过金融科技的关联性快

速且大范围传播，而金融的系统性风险终将冲击

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放大了金融的负

外部性风险。在以消费拉动内需、扩大供给的背

景下，数字金融以其便利性和低成本推动消费结

构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目前监管制度尚

不完善，为开拓客户资源，存在以互联网平台为主

的金融科技公司通过结算支付系统为客户提供消

费金融的选择，营销小额消费信贷，隐蔽性诱导金

融素养偏低的长尾客户过度消费甚至投机性投

资，带来严重负外部性风险⑤，造成金融资源的浪

费，进而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李红锦，张丁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研究》，《金融经济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张占斌，王学凯：《加快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人民论坛》２０２３年第２２期。
《第５２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ｎ４／２０２３／０８２８／ｃ８８－１０８２９．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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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五　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助推金融强国建设的对策建议

如何在兼顾金融体系的盈利能力，保障其自

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引导金融更有力、有效支持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需要久久为功。

第一，坚持守正创新，牢牢抓住金融为实体经

济服务的本质，着力打通金融系统资金进入实体

经济的壁垒。从金融供给端推动金融机构的差异

化经营，夯实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压舱石地位，发展

中小型金融机构的特色化经营，以多层次、差异化

经营发展战略，精准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和融资慢的问题。持续探索以科技赋能金融服

务模式和产品体系的自主创新，利用大数据、智能

风控与政务系统合作等，创新抵质押模式，缓解信

息不对称，着力提高金融供给的核心竞争力，持续

为实体经济部门创造良性的融资环境，避免金融

“脱实向虚”。

第二，引导资本精准服务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强化数字金融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正向赋能

作用。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提高金融供给效

率，优化金融供给结构。以政策引导金融资金精

准投放到科技创新、先进高端制造、绿色发展和民

营经济、中小微企业等当前国家重点关注的实体

经济领域重点环节和薄弱环节。以政府担保、产

业基金等形式助力新兴产业的资本支持，以农业

政策性担保、惠农支农的政策倾斜及优惠在“三

农”领域铺开金融覆盖面，以科创金融产品创新

推动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做好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

文章，驱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以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为产业结构优化注入动能。

第三，加快数字化基础设施，重构金融服务体

系良性竞争环境，提升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正

向赋能。一是数字化基础设施是推动金融机构数

字化转型，实现数字金融功能，供给实体经济养料

的基本保障。通过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

支持，针对应用场景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全

面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长尾客户数字普

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改善“数字鸿沟”现象。二

是完善数字金融信息平台建设。持续加强金融交

易数据和支付结算体系建设，打通不同机构和部

门之间的数据孤岛，整合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

等上下游数据，破除“数据壁垒”和“信息烟囱”，

提升数字化基础设施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三是

引导金融机构差异化发展数字金融，大型金融机

构利用自身优势拓宽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持续

赋能实体经济；中小型金融机构可通过与科技公

司和数字平台合作，共享数据资源与数字技术，降

低数字金融应用门槛，重建金融服务体系的平衡，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四，完善数字金融监管制度，提高金融风险

防控能力。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金融

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监

管难点在于数字技术在金融模式、流程、产品设计

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金融业务线条融合

应用衍生出多种新场景和新模式，导致风险因素

增加，同时也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

科技赋能金融监管制度，构建多层次、多部门的金

融市场监管体系，实现全领域穿透式监管，提升风

险识别和风险化解能力，促进金融与科技监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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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展。此外，常态化开展线上以金融机构为主，

线下以政府组织为主的双渠道金融知识普及教

育，提升长尾客户金融素养，降低数字金融负外部

性风险，促进中小微经营主体、金融机构、监管机

构多方主体良性发展，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健康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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