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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2012年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在国内被首次提出以来，互联网金融行业一度成为市场投资和关注的热点。

在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江西地方性金融机构，为加快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在促进金融与互联网融合

方面积极推动与创新。本文介绍了江西地方性金融机构与互联网融合的基本情况，分析了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如规

模环境阻滞融合发展、人才不足制约融合发展、业务创新与风险管控难平衡等，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与互联网融合；江西 

一、江西地方性金融机构与互联网融合情况 

自 2012年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在国内被首次提出以来，互联网金融行业一度成为市场投资和关注的热点。金融与互联网这两

种不同属性和基因的事物相互融合，本质上是金融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的融合与发展，目的都是为了提升金融运行效率，

降低运行成本，扩展金融服务半径。 

在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江西地方性金融机构，为加快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在促进金融与互联网融合方面积

极推动与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明确金融与互联网融合的内在逻辑及发展方向，掌握其内在规律，

分析当前行业前景，把握前进的方向，去伪存真，为江西金融监管部门提供建议是很有必要的。为此，笔者对江西的几家地方

性金融机构（地方性银行、证券和保险）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探索了江西地方性金融机构在金融与互联网融合方面的情况。 

（一）对信息化投入较大，人员结构得到优化 

一是近年来江西各地方性金融机构十分重视对大数据和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创新与探索，对信息化的投入也逐步加大。其中，

江西某地方性银行 2017 年信息科技预算中，新项目建设和科技研发的预算约为 1.5 亿元，占信息科技预算的 50.5%，投入比例

较上一年增加 10个百分点。这表明地方性金融机构对信息化项目越来越重视，投入不断增加。 

二是各机构信息科技人员占比大多数低于 5%，复合型人才占信息科技人员比例约为 10%，虽然信息科技人才占比普遍较低，

但信息科技人才引进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某银行近 3年引进信息科技人才 73人，信息科技人员结构逐步得到优化。 

（二）服务渠道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趋势明显 

实体网点与线上渠道其相互补充融合发展趋势明显。江西各地方性商业银行网点总数为 3300多家，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互

补趋势明显。各机构将简单、易操作、流程化的业务线上化，依赖实体网点的业务在网点进行受理，合理利用资源，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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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成本。在统筹部署实体网点与线上渠道方面，积极扩大资产负债规模，将线上渠道业务发展与实体网点部署统筹起来，并

根据客流量、辐射范围、客户群体来决定实体网点的部署。目前，各机构在轻型化、智能化网点的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个别

银行网点引进了智能化辅助设备，后续各机构将会逐步加大对这方面的探索力度，用智能设备替代人工。其中银行在该领域的

探索比证券和保险更加积极。 

（三）持续创新金融产品，产品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和丰富 

近年来，江西地方性金融机构创新型金融产品发展势头强劲。如江西银行手机支付，由江西银行、南昌市政公用集团、南

昌轨道交通集团和洪城一卡通公司联合推出，是国内首款将 HCE 技术运用于公共交通领域的支付产品，同时，也是国内首个将

手机支付闪付应用于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领域的产品。 

二、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商业银行在金融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和挑战。 

（一）规模环境阻滞融合发展 

江西属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且江西辖内地方性金融机构部分都在省内，互联网技术发展不如北上广深等一线

城市。同时，业务主要面向小微企业、“三农”发展，这些客户群体对实体网点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通过线上渠道办理业务的

意识和水平与发达城市仍存在差距。因此，无论是规模需求还是业务环境，都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金融与互联网融合的发展，

特别是与在这方面先进的银行相比，差距较大。其主要难点和短板有：行业数据质量有待提高，比如客户信息的完整性、重复

性；大数据完整性、信息匹配度、数据更新速度、现有数据对客户画像的准确性等。 

（二）人才不足制约融合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关键。江西经济发展滞后，没有“双一流”大学，没有“985”高校，仅有一所“211”高

校，导致其难以吸引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稀缺，这极大地制约了江西金融与互联网融合的发展。 

（三）业务创新与风险管控的平衡问题 

新技术、产品的创新和应用必然伴随着风险，金融监管部门如果势必会进行监管，各金融机构如何在现有政策下合规经营，

如何在把控风险的前提下实现业务创新，使业务创新与风险控制达到平衡，是各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 

三、相关意见和建议 

（一）建议优化环境，建立金融大数据平台，完善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技术和信用体系 

互联网信息技术及信用体系建设是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为降低现阶段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

须进一步完善互联网信息技术及信用体系。建立全省统一的金融大数据平台，打破数据壁垒，提高金融机构的数据质量，为金

融机构提供更好的数据服务。 

（二）加快对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建议加大吸纳优秀青年人才的力度，提高青年人才的待遇，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加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对新技术、新项

目、新监管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培养既懂银行业务又懂现代科技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加大对金融科技人才的引进力度，以尽快

适应互联网时代对金融发展的要求，最终实现“雁式发展”。 

（三）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政策指导，降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风险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各地分支机构，政府金融办等金融主管部门要积极作为，加大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

政策指导，适当地给予政策倾斜，降低各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风险，为江西地方性金融机构更好地发展互联网金融提供

政策指导和支持。 

四、结束语 

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大潮和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江西地方性金融机构应积极推动金融与互联网的融合创新，

加大信息技术投入、加快人才引进和培养，尽快适应互联网时代对金融发展的要求，最终实现“雁式发展”，为江西的经济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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