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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互联网金融跨越式发展，浙江引领发展潮流。本土企业创新迭出，成就互联网

金融发展之“浙江现象”。“浙江现象”的背后是独特的“浙江经验”。炽烈的企业家精神、

一流的软硬环境、领先的信．息经济发展与活跃的民间金融，成为触发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

江现象”的四大深层因素。互联网金融与经济转型升级深度融合，是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

江现象”的进一步升华，对此浙江已从制度供给等多个层面展开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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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互联网金融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等一系列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实现资金融通

的一种新兴金融服务模式，主要涵盖第三方支付、P2P 网贷、大数据金融、众筹、信息化金融

机构、互联网金融门户六大业态。 

现代信息技术广泛渗透、传统金融模式低效运作、金融监管政策宽松包容，三重因素催生

中国互联网金融之跨越式发展。浙江引领发展潮流。回溯历史，2004 年 12 月，阿里巴巴推出

互联网金融启蒙级产品―“支付宝”，致力为用户提供“简单、安全、快速”的支付解决方案

，由此奠定浙江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革命发源地的历史地位。盘点现在，浙江正成为互联网金

融创新的重要策源地，本土企业在互联网金融大潮中千帆并进、百炯争流，展开一幅关于互联

网金融发展之“浙江现象”的壮丽画卷。 

在引人瞩目的“浙江现象”背后，是自成一格的“浙江经验”。本文首先对创新典范逐一

盘点，然后从企业家精神等四个方面，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江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

。展望未来，互联网金融与经济转型升级深度融合，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江现象”的进

一步升华。那么，浙江是否已为升华做好了准备？从制度供给等层面切入，本文展开初步的分

析。 

 

二、创新成就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江现象” 

自 2008 年中国第一家互联网金融企业——“数银在线”诞生，到 2009- 2010 年“挖财”

与“阿里小贷”相继上线，2011- 2012 年“微贷网”“51 信用卡管家”等平台闪亮登场，2013

年“余额宝”横空出世，再到 2014- 2015 年“蚂蚁金服”“网商银行”等互联网金融新军掀

起波澜，近年来浙江互联网金融行业活力进发、创新迭出，见表 1。 

全国首创性案例接踵出现，本土企业从创新竟逐中脱颖而出。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江现

象”彰显，浙江企业正立于互联网金融浪潮之尖，带动行业发展新趋势，塑造行业竞争新格局

；以民营经济发达、市场力量充沛而扬名的浙江，再一次行走在新时代创新发展的最前沿。 



 

三、互联网金融发展之

“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

金融发展之“浙江现象”与其一脉相承

硬环境、领先的信息经济发展与长期活跃的民间金融

后的四大深层因素，形成独特

沃土。 

（一）炽烈企业家精神形成浓厚的创新文化底蕴

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江经验”的发掘 

走在前列要谋新篇”。浙江在经济社会诸多领域先行先试

与其一脉相承。追根溯源，本文认为，炽烈的企业家精神

领先的信息经济发展与长期活跃的民间金融，构成互联网金融发展之

形成独特“浙江经验”，推动浙江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先行区和创新的

企业家精神形成浓厚的创新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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炽烈的企业家精神、一流的软

构成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江现象”背

推动浙江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先行区和创新的



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在于产品而在于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是关于企业创造、传递、获

取价值的基本逻辑。通过打造资金供需双边平台，互联网金融挟网络效应之威力，不断吸引供

需双方加人其中，从而持续扩展了整个平台的服务范围。双边平台不但颠覆线性化的产业组织

模式，而且通过对不同服务商的整合，逐步衍生成为一种以平台为基础的生态系统。其中，金

融服务可获得性、及时性与便利性的用户体验成为系统内核，金融业由此实现从“产品中心”

到“客户中心”的巨大转变。因此，互联网金融是关于金融服务的革命性商业模式创新。 

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江现象”再次印证，企业家精神是浙江

最深厚的软实力。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富于冒险、开拓进取”之海派文化传统源远流长

。而自“永嘉学派”在南宋兴起以降，“崇实重商”的事功哲学思想就开始积淀于斯。在改革

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潜藏于浙江人意识深处的独特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迅速复苏，一批批令

人尊敬的草根创业者陆续涌现。创业者们以敏锐的目光关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脉动，捕捉稍

纵即逝的商机，演绎无数精彩的创业创新故事，铸就充满激情的“浙商模式”。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先生对此曾感言，“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

，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 

“浙商模式”历史成就辉煌，然而锐意进取的浙江人并未陷人模式的案臼。近十余年来，

浙江企业家开始突破低端制造路径依赖，瞄准新兴行业走转型之路。其中，阿里巴巴创始人马

云成为新浙商的符号性人物。2000 年，马云荣登《福布斯》杂志封面，成为 50 年来第一位获

此殊荣的中国企业家。时隔 11 年，马云于 2011 年再次走进《福布斯》的封面故事，足见新浙

商已登上国际经济舞台，成为西方商业世界观察中国经济走向的风向标。在互联网金融领域，

马云掌舵阿里系开孤拓土。从 2004 年 “支付宝”推出到 2015 年“网上银行”运营，阿里系

金融版图在支付、理财、保险、担保、小贷等诸多板块渐次铺开。一个互联网金融帝国初具雏

形，正对传统金融机构产生强大的“创造性破坏”冲击波。 

（二）一流软硬环境创造优良的外部条件 

市场经济是创新的机器，完善的市场是孕育创新动力的最佳软环境。作为中国市场化改革

的先行区，浙江精心培育市场，牢固树立起市场环境质盆的标杆。早在 2002 年 7 月，浙江政

府就秉持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的理念，印发《关于建设“信用浙江”的若干意见》，在全国率

先探索信用建设之路。时隔四年，随着《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出台，

浙江又在全国率先探索法治建设之路，为市场经济打造法治基础。最近几年来，浙江市场软环

境建设向纵深推进。从限制政府权力、强化政府责任、赋予市场自由、减少微观干预、打造阳

光政务五个维度，浙江力推“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简政放

权。“四张清单”是指政府权力清单、政府责任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省级部门专项资金

管理清单，“一张网”是指浙江政务服务网。“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

成效。2014 年下半年，浙江相继“晒出”全国首张省级政府权力清单与全国首张省级政府责

任清单。2015 年 9 月，“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荣房全国行政服务大厅“十佳”案例，成为

中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典范，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强烈关注。 

软硬环境建设齐头并进。以打造产业集聚区为主要抓手，浙江全力提升硬环境质量。产业

集聚不仅可以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降低企业获得专业化劳动力的搜寻成本和培训成

本，而且能够形成知识传播与技术外溢的近距离优势，促使集聚区内企业在同业模仿与竞争中

保持持续创新状态。因此，围绕产业集聚提升硬环境质量，浙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近年来，

挟省会城市之利，杭州打造硬环境尤具成效。作为标志性事件，承担浙江“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试验田之使命的杭州梦想小镇于 2014 年 10 月 19 日开工。弹指之间，梦想小镇拔地而起

，并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开镇。梦想小镇的吸引力，不只在于良好的墓础设施和有力的扶持政

策，还在于千百个创业者可以结伴同行，一起放飞梦想。具体到互联网金融领域，一个标志性

事件是，全国首座互联网金融大厦于 2015 年 2 月 5 日落成杭州，“挖财”“爱学贷洲钱庄网

”等知名互联网金融平台首批入驻。大厦不但为人驻企业提供了现代化的办公场所，而且推出

人才集聚等八大平台，力图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后顾之优。 

（三）信息经济领先发展莫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金融业是信息密集型产业。从 19 世纪 30 年代电报的兴起，到随后电话、计算机的普及，

每一次信息技术变革都曾对金融业产生巨大影响。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正深刻改变信息产

生、传播、加工利用的方式，大幅减少信息获取和处理的成本，从而让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

成为可能。在技术层面，互联网、云计算与大数据，三大新兴信息技术支撑起整座互联网金融

大厦。其中，互联网有效延伸金融服务销售渠道，将金融服务送至客户指尖；云计算让客户勿



需依赖复杂的客户端软件，仅通过由云服务所提供的简洁界面提出信息服务需求

佳的服务体验；大数据收集提取交易活动中的重要信息

供扎实的数据基础。 

浙江牢牢把握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在诸多领域引发变革的战略契机

信息经济的战略举措，信息化水平已位居全国前三

步最早、发展最快、业态最全的省份

数”白皮书》，杭州电商企业指数名列全国

业群星璀璨，其中阿里巴巴、

，见表 2。 

浙江的信息产业已成为先导性

浙江正着眼新兴市场需求，着力核心关键技术

进包括全国云计算产业中心、

上浙江”与“数据强省”。2014 

驻杭州。紧随其后，百度、腾讯

集，形成集聚优势，确立杭州作为全国信息产业高地的地位

带动浙江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信息产业的大发展

（四）民间金融长期活跃积淀丰富的成长养分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中小微企业支撑起半壁江山

业有效抵押物缺乏、财务报表缺损等原因

济增速下行、产业结构调整、

上加霜。中小微企业融资一旦被正规金融所排斥

、久盛不衰，长期以来充当中小微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

小企业以民间借贷方式来满足融资需求

在诸多方面，以 P2P 网络借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业态与民间金融极其相似

网络借贷与民间金融组织“标会

借贷；第二，借贷的发生不依赖抵押品或担保

价方式。鉴于 P2P 网络借贷与传统民间金融的相似性

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

畴”．民间金融在浙江具有广泛深厚的群众

认同。 

很重要的是，尽管 P2P 网络借贷与传统民间金融颇有渊源

风险定价机制也更为科学，这无疑给民间资本摆脱亲缘

收益以更好配置资金创造了机会

富创造效应，雄厚的浙江民间资本也由此累积而成

起适逢其时，恰好提供了一个新型的网络化投

便捷、交易成本低廉的网络借贷十分具有吸引力

引导民间金融阳光化与规范化发展

仅通过由云服务所提供的简洁界面提出信息服务需求

大数据收集提取交易活动中的重要信息，从而为每一个客户的信用动态评估提

浙江牢牢把握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在诸多领域引发变革的战略契机，在全国率先提出发展

信息化水平已位居全国前三。尤其抢眼的是，浙江还是国内电子商务起

业态最全的省份。根据 2015 年《尼尔森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发展

杭州电商企业指数名列全国第一。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信息行业中的浙江企

、斯凯网络、网盛科技、网易、同盾科技、同花顺

浙江的信息产业已成为先导性、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并仍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着力核心关键技术，依托“数字浙江”建设“智慧浙江

、全国大数据产业中心在内的“七中心一示范区”

2014 年 3 月，浙江首次成功引进“世界 500 强”

腾讯、京东等国内信息行业巨头也相继在杭布局。

确立杭州作为全国信息产业高地的地位。通过强烈的示范辐射作用

带动浙江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信息产业的大发展。 

民间金融长期活跃积淀丰富的成长养分 

中小微企业支撑起半壁江山。归咎于金融结构不合理以及中小微企

财务报表缺损等原因，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犹如痛疾。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更让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雪

中小微企业融资一旦被正规金融所排斥，常常转向民间金融。浙江民间金融源远流长

长期以来充当中小微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一份权威调查报告曾显示

小企业以民间借贷方式来满足融资需求。 

网络借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业态与民间金融极其相似

标会”就存在三个共同点：第一，两者本质上都是个人之间的直接

的发生不依赖抵押品或担保，完全基于信用；第三，利率厘定采取市场化定

网络借贷与传统民间金融的相似性，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于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 P2P 网络借贷“

民间金融在浙江具有广泛深厚的群众'Ic 础，因此“民间金融＋互联网

网络借贷与传统民间金融颇有渊源，但其已脱离人格化交易模式

这无疑给民间资本摆脱亲缘、地缘与业缘的羁绊，

收益以更好配置资金创造了机会。改革开放以来，民间金融和中小企业互哺，

雄厚的浙江民间资本也由此累积而成。民间资本巫待保值增值，

恰好提供了一个新型的网络化投资渠道。对于资金需求旺盛的中小微企业

交易成本低廉的网络借贷十分具有吸引力．网络借贷还有利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

引导民间金融阳光化与规范化发展，故金融监管当局也持较为包容的态度。供需双方一拍即合

仅通过由云服务所提供的简洁界面提出信息服务需求，就能获得最

从而为每一个客户的信用动态评估提

在全国率先提出发展

浙江还是国内电子商务起

尼尔森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发展“杭州指

信息行业中的浙江企

同花顺，皆为行业标杆

 

并仍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当前，

智慧浙江”，积极推

”建设，打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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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监管环境宽松，网络贷款于是在浙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统计资料显示，截止 2014

年 12 月，浙江 P2P 网贷余额达 79. 97 亿元，全国排名第四；平台数量上升至 224 家，全国排

名第二。 

 

四、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江现象”的升华 

互联网金融深刻改变金融服务模式。依托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大数据和搜索引

擎等互联网工具，互联网金融赋予金融业务更强的透明度、更高的参与度、更好的协作性、更

低廉的交易成本与更便捷的操作体验。然而，虽然互联网为金融服务插上有力的翅膀，但是互

联网金融并没有脱离金融的本质。资金融通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质所在。金融发展

的“熊彼特观点”进一步认为，金融的核心功能是，筛选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并为其提供金

融资源，而这一重要见解恰与浙江力推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升级大背景完全契合。⑤2014 年

，浙江人均 GDP 达到 73312 元，约折合 11934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浙江已经跨人中

高收人发展阶段，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临界水平。因此，转型升级正成为浙江经

济发展的新常态，而互联网金融与经济转型升级深度融合，必将使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江现

象”获得进一步的升华。 

在制度供给层面，前睹的浙江政府已为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江现象”的升华进行了铺垫

。政策界已逐渐形成共识：一方面，创新具有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征，特别需要一

个宽容的软环境；另一方面，风险与创新同行。面对具有隐蔽性、传染性、广泛性、突发性的

互联网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改革必须与时俱进。浓缩了这些重要的共识，《浙江省促进互联网

金融持续健康发展暂行办法》于 2015 年 2 月 2 日正式出台。作为全国首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地

方法规，《暂行办法》具有四大亮点：第一，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引导行业发展方

向；第二，坚持开放包容理念与风险底线思维，预留行业发展空间；第三，发挥行业自律机制

，创新行业监管模式；第四，强化信息披露公开透明原则，防范行业发展风险。《暂行办法》

为浙江互联网金融行业、企业以及投资者增添了更强的信心，对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在浙江持续

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产业布局层面，面对不容错失的历史机遇期，浙江政府审时度势，将互联网金融作为一

大支柱，提出金融万亿产业目标，从而为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江现象”的升华描绘了愿景。

浙江将着力打造以支付宝、浙江网商银行为龙头的互联网金融新业态；打造互联网金融企业孵

化器，建设互联网金融集聚区；重点发展第三方支付、P2P、众筹、网络理财、网络小贷等业

态，使互联网金融成为规范引导民间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力量。为抢占新一轮互联网金

融发展先机，杭州出台《关于推进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 2020 年，

规划和建设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集聚区，构建和运作一批具有全国辐射力的互联

网金融交易服务平台，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全国竞争力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开发和推广一批全

国市场占有率高的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基本建成全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随着杭州西溪谷

、钱江新城、未来科技城等互联网金融集聚区建设的不断推进，杭州实现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宏

伟蓝图值得期待。 

在力量汇聚层面，政府引导基金发挥杠杆作用、传统金融机构进行互联网化再造、民间资

本积极涌人，三股力量相互交织，为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江现象”的升华提供了充足的动能

。首先，浙江大力推动产融结合、投融结合，加快发展产业引导基金，引导更多资金投向重点

产业，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其次，省内传统金融机构纷纷拥抱互联网金融，

顺应时代潮流。例如，华夏银行宁波分行根据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商”定位，积极对接包括

供应链平台在内的五大平台，大力拓展“平台金融”，加快转变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最后，

浙江民间资本加速在互联网金融行业中谋势布局。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浙江首家由民间资本控

股的金融控股集团―杭州国瀚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正进军互联网金融行业，欲打造百亿金

融控股平台。还值得一提的是，自 2012 年浙江省全面启动“浙商回归”工程以来，省外浙商

资本逐渐回流，成为助推浙江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经济转型升级深度融合的新军。 

 

五、结束语 

互联网金融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最绚丽的一抹亮色。浙江企业在互联网金融



浪潮中风生水起、创新迭出，成就了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浙江现象”。“浙江现象”的出现绝

非偶然，其背后存在的是独特的“浙江经验”―炽烈企业家精神形成浓厚的创新文化底蕴；一

流软硬环境创造优良的外部条件；信息经济领先发展莫定坚实的产业基础；民间金融长期活跃

积淀丰富的成长养分。 

浙江引领互联网金融发展大潮，围绕领军企业而形成的互联网金融产业链正在浙江大地上

扩展延伸。展望未来，互联网金融与浙江经济转型升级深度融合，将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之“

浙江现象”的进一步升华。对此，浙江已从制度供给、产业布局与力量汇聚三个层面展开积极

探索，我们对升华的到来拭目以待。 

网络改变金融，互联网金融荡涤传统金融格局；金融服务经济，互联网金融重构中国经济

增长引擎。以蓬勃的民间力量为主角，充分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依托一流的软硬环境与

厚实的产业基础，浙江―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样地，正高扬“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浙商精

神，抢占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战略机遇，砒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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