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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摘要〕现代金融的发展趋势是金触与高科技的结合，本丈从对金融高科技的理解出发，刹
析金融高科技对银行业务创新的动因，分析金琳高科技对银行业务创新的深层次效应，提出了

信态技术和金触创新的相互作用使两者的边界趋于模栩，以及金触创新逐步适应科技创新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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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融高科技的理解
    2。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出现的金融创新热潮猛烈地冲击了西方各国传统

的金融体系、金融制度和货币政策，这就是现代计
算机处理技术与电子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金

融高科技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运用先进的计算机和

通讯技术处理金融业务，运用电子数字脉冲取代支

票和现金的流通及纸币凭证的传递。金融高科技

成为银行创新的助推力，新的银行产品层出不穷，

银行的柜台业务实现自动化，各项存款、贷款和汇

兑等业务可瞬间完成，cREDITCAR、E一money、

电话银行(CALLCENTER)等使银行的概念从实
体向虚拟渐进.

  表1.1列出美国计算翻用俏酬金触和企业人均铺售额的影响，
                                  (单位:万美元)，

  精含吞

触使用情况，

投有使用计熟 朔计熟 使用联网计纵

金融业 5.肠 ，。卜 l华

零售丛 今 7.3， 9.玉

服务如 3。头 7.公}} 9.乡
所有产业平坏 8.弘 11， 13.如

    表1一1列出了美国计算机利用情况对金融业

和企业人均销售额的影响，可见金融高科技为银行

创造了更多的利润.

    金融高科技的重要内容之二是金融市场的电

子化。如目前全球各大金融机构及金融中心都同

世界其他金融中心通过计算机和电讯设备连接，建

立电子化支付系统，实现资金清算汇兑联网。如美
国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间支付系统(CHIPS)气

英国伦敦“票据交换所自动付款支付系统
(CHAPS)”、“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

(Sw1FT)"和“日本的全国银行通汇系统”等。

    金融高科技的重要内容之三是金融信息系统

电子化。金融业本身是一个信息产业，金融的重要

功能之一也包括生产信息、汇集信息和传递信息.

如美国具有全球最先进的联机数据库业务系统，拥

有与金融密切相关的资料:银行状况数据、金融与

信贷统计数据等，

    目前，金融高科技已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在

电子装备、通讯网络、清算系统、业务科技创新、金

融市场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基本实现了业务操

作自动化、信息处理网络化、社会服务多元化、客户

结算电子化。高科技在银行领域的应用，极大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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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投资和金融理财，并引起社

会资金流向和结构的变化.

    二、金融高科技对银行业务创新的动因

剖析

    1、金融市场的非中介化

    高科技信息技术的进步直接推动资本市场的

发展，资本市场不断下降交易成本和不断丰富交易
品种使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不断加强，出现了金融交

易从不透明的机构(如商业银行)向透明性机构(如

证券市场、保险市场)转移的现象，即金融市场逐渐

替代金融中介机构(尤其是银行)执行某些金融功

能的非中介化趋势。以美国个人融资情况为例(表

2一1)，越来越多的居民愿意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
资.这给商业银行传统的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带

来巨大影响，从资产方面看，银行的一流客户大量

流失，原因是信用达到投资级别的企业可以直接到
证券市场融资，用证券取代贷款;从负债方面看.由

于银行储蓄利率长期低于市场利率，越来越多的家
庭将储蓄资金放在共同基金中，于是出现了“脱煤”

现象，即社会基金脱离银行媒介而直接流人证券市
场.因此许多银行不得不提供其子公司涉足证券

市场，如美洲银行和富国银行通过其投资银行开办

网上证券交易业务，电子交易成为金融零售市场上

增长最快的“明星气

襄 之_1 员 国个 人金 触 傲 产增 减 结 构表

~采舜之巡一 ，，，‘J 1，，，币 19，8户 1，，，护 20以 )，. 2 001砂 200备 . 2003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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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银行之间的竞争压力 0.489亿元人民币，而我国四大行合计才有。.o65

    经济金融的日益全球化，银行制度由双重到全 亿元人民币，相差约8倍;在华外资银行的人均存

能，从分业到混业的趋势日益增强，科技进步在金 款资产是。.08亿元人民币，而我国四大行合计才

融领域的运用越来越广泛，金融创新不断涌现。新 有0.045亿元人民币，相差约2倍，由此可见我国

的金融制度、先进的科技水平和新兴金融产品将随 银行内部之间和与外资银行之间比较确实还存在
外资银行大量准人而进人中国金融市场，使我国银 很大差距和竞争压力。因此各大银行只有利用金

行业面临新的挑战，导致银行业效率低下、竞争力 融高科技技术来提高银行的空间辐射力，扩大市场
不足，缺少透明度等问题更加突出。以2o00 年我 份额和加强销售能力，改善客户需求响应能力和最

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情况 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比较为例(表2一2)，在华外资银行的人均资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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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信息产业公司和其他行业向银行业的渗透

    金融高科技的发展导致金融机构原来的分工

格局产生了深刻变化。原来专业化的业务体系被

冲垮，许多非银行机构甚至是工商企业、信意企业

都向金融业渗透。在贷款领域，商业银行的支配地
位正在丧失，不仅是日益强大的证券业已经或正在

取代银行的融资功能，零售、石油、旅游行业也发行
自身的信用卡，与银行卡一较长短。在支付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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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办的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

(NOW)、自动转账服务账户(ATS)直接与银行活

期账户争夺客户。一些非金融机构如美国西尔斯

公司、运通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也直接涉足银行业.

在网络金融服务领域，一些软件公司如cISCO公

司，微软公司等，大张旗鼓地进攻原来属于银行与
其他金融机构的领地。银行所受到的压力，迫使银

行进行不断的金融业务创新，而创新的实现得益于

金融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它给银行提供了进

行业务创新的技术手段，使创新成为可能，系统技

术的发展逐步改变了信息的处理流程与方式，这就

给了银行提高效率的机会.

    三、金融高科技对银行业务创新的效应

分析

    (一》直接效应分析

    1、金融高科技的运行可降低银行相关业务经

营成本

  ·金融高科技技术的进步不但深刻改变了传统
银行的经营方式和组织结构，而且也极大削弱了传

统银行服务业的进人壁垒，从而有利于金融机构和

金融品种的创新。传统银行服务业具有规模经济

壁垒、必要资本量壁垒、绝对成本壁垒、产品差别壁

垒等进人壁垒形式，由于金融高科技技术的迅速发

展，这些传统上对新进人者构成进人壁垒的因素基

本不存在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因为金融高科

技技术极大地降低了经营金融业务的固定资本投

人和运营成本，开展某些网络银行金融业务的边际

成本甚至为零，因此会导致进人的金融机构迅速增

加，可开发的金融服务种类也大大增加，同时也加

剧了金融服务市场的竞争强度。以改变传统银行
业经营模式的网络银行为例，信息化技术支持下的

网络银行业务不但改变了银行业务的成本结构，而
且改变了金融服务业的产业组织结构，增强了金融

产业的市场竞争程度。

    2、金融高科技使得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边界
趋 于模糊

    金融高科技使一些在信息处理技术方面有先

进经验的非银行机构进人银行业务领域提供了强

大的冲动，只要掌握银行业务的专业技能，任何其

他公司在技术上完全可以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在零售业务中，一些大的连锁零售商逐渐取得有关
支付以及个人信用管理方面的专业技能，已经开始

发行自己的信用卡。2000年，银行业发放信用卡

数仅占总发卡数的27.7%，其余72.3肠的发卡数

由石油、电话、零售商业和交通娱乐行业公司发行。
由于银行专业技能在实践中逐渐被一部分非银行

机构所掌握，所以，除了巩固自己的专业技能外，在

信息技术的运用上提高银行的优势实际上成为银

行竞争力的重要策略。此外，在金融行业竞争激烈

的环境下，金融中介向业务多元化和功能复合化方

向发展，导致了传统金融中介之间的业务界限开始

模糊，不同金融机构开始向传统业务以外的领域渗

透，金融中介可能既是贷款资金的发放者，又可能

提供彼券承销、收购兼并、保险产品等其他金融服

务，从而成为推动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间接效应分析

    1、利用先进的金融高科技信息技术发展新型

银行业务产品

    目前各银行对金融高科技技术的不断投资已

形成贯穿整个金融业的信息流通网络，各大金融机

构的数据库和各大交易清算系统之间的内部联系
是银行业务发展的新起点.在这个新起点上，要求

银行金融业提供适宜于计算机特点的、大批量处理

的金融产品，只有按照这种要求开发的金融交易产

品才能通过已有的广泛的计算机交易系统，以降低

成本的方式推向市场。因此，金融高科技技能和计
算机交易网络将引导金融产品创新的方向。
    2、金融高科技技术提高了银行业务产品的信

息含量

    金融高科技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适宜于现

代交易技术的金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以银行信贷

资产证券化为例，它利用了银行数据库与证券交易
系统的联系，突破了传统银行贷款业务具有流动性

差，不易变现的局限性。它体现了现代金融交易技
术对新金融业务产品在标准化、信息化、数字化以

及可以与其他系统沟通等方面的要求。加之科技

的高度发展，计算机及网络的普及，金融市场的发
展，为银行金融产品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金融

高科技信息技术革命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
响，从而也诱发了金融业的革命.

    四、银行金融业务创新对高科技技术的

依赖性分析

    由于高科技金融信息技术以及信息产业对银

行业务创新有着日益显著的影响，银行不得不重视

业务对高科技信息技术的依赖性，并应针对业务的
不同技术特征与对高科技信息技术依赖的不同程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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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开展业务管理，进行业务创新。在银行提供的

业务中，专业技能要求与高科技信息技术要求的相

对比重关系可以通过图4一1来表示，它将银行所

提供的业务品种按专业技能要求与信息技术要求

分为四类。对高科技信息技术要求较高的业务品
种是影响银行有关经营决策的关键，从以下两类来
讨论。

  (高，低)，
如:公司贷欲

  (高，高)，
如:衍生产品:

  (低，低)，

如:存欲业务，

  (低，高)，

如:转账支付

                          信息技术要求
                  圈4」令王拉选要衣与佑之技术妥求翻时比重关爪，

    《一)业务的专业技能强和信息技术要求较高

的业务领域

    以金融衍生产品为例，如衍生产品交易、风险

管理模型、vAR技术等，他们是现代高科技产品与
金融经济相融合的产物，也是金融工程的产物，在

其实现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各种工程技术方法，如

数学建模、数值计算等来研究问题。而这些手段的

实现需要有很强的运算能力，经常要用到百万次甚

至上亿次的计算。因此，高科技金融信息技术的发
展和它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是开发衍生工具及

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的条件。因此，要开展金融衍生

产品的交易，不仅需要金融业务专业技能，还需要有

专门为金融工程服务的现代金融高科技信息技术。

    ‘二】信息技术要求较高和专业技能要求较低
的业务领域

    在信息技术要求高而专业技术要求相对较低
的业务领域，银行不可能保持技术的垄断地位，其

他公司尤其是信息产业公司的进人是不可避免的，

如微软向支付领域，自动数据处理公司向小企业代

发工资领域发动的冲击一样，在这个领域，明智的

银行策略是与有关的信息公司结盟。与外界合作
不会损失反而只会加强银行的竞争力，由于银行本

来就不存在很多专业技能，与外界的合作不会失去
太多，但是，外界的加人却正好弥补了银行在信息

处理以及通讯方面的不足，银行应积极地与外界合
作，联合外界力量共同形成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l〕蒋建清.金触离科往的发展及深层次影响研究〔M」.中

    国全肚研究出版杜，2000.5.

〔幻盈班玻.中国攀行业竟争力比扶 〔闭 .申国金触研究出

    饭社 ，2002.1.

〔3〕李冬生。信名扶术与金触发展【M〕.中四金从研究出版

    社 ，2004.5.

〔4〕张劲松.中国全触电于化建设同题研宪〔Ml.浙江大李

    出版杜，2005.10.

[5〕王文才.高科技对金肚称定的影响[J].河北金肚，

    2006.7.

                              (资任幼辑:朱恤东》

EmPiricalresearchintotheeffectoffinancialhi一tech

  develoPmentonbankfinancialbusincssinnovation

                            LIHong，AIZhi一run
丈王龙而0.扮几如邢9翻m洲‘及户州用曰亡几“丙认gQ.纷.以网官心认，孔动.0劫9，a.dB“。，::山1， ‘妙.。，朋‘n’4ooo67.Q动‘)

Abstract:ModernfinancedeveloPmentt代ndcombinesfinancewitbhi一tech.Thispaperanalyzesthe

勿nami。poweroffina耐alhi一tecbonbankbusinessinnovationfromtheangleoftheunderstanding
offinancialhi一tech.expoundstheleveleffectoffinancialhi一techonbankbusinessinnovation，
pointsoutthattheinteractionbetweeninformationtechnolo盯 andfinancialinnovationmakesthe

bounda，ofthetwovagueandthatfinanda1innovationisgraduallyinbarmonywithscientificand

technologicalinnovatio氏

Keywords二financialhi一tech;bank financialbusiness;innovation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