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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绍华：本次论坛有 4 个关健词：颠覆、

创新、建言、分享。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比尔·盖茨 1994 年曾经说过，传统的银行业

如果不改变，将会变成 21 世纪将灭迹的恐

龙，你是否同意此说法？

林定芃：我个人是乐观的同意。因为信

息中介的功能，目前在传统银行仍然是主要

的支配者。未来通过互联网信息中介，传统

银行的这个功能就会被弱化，甚至会被完全

取代。所以传统的银行，如果不做转变的

话，确实会被消灭。

孙建刚：这个观点我是非常同意的。大

家都知道 IBM 是百年老店，IBM 的转型就

是自己颠覆自己，是新的技术的变革下对产

业产生的变革。

牛路辰：这个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但

在 10 年内可以预见，商业银行不会消失的。

国外对于商业银行的存在有许多学术性的研

究，为什么中介机构会存在，里面包含几个原

因，商业银行是组织信息，也是资金融解，把

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商业银行消失是可能的。

叶大清：说了十几年，其实美国的银行

并没有被颠覆掉。我觉得中国四大行被互

联 网 颠 覆 的 可 能 性 会 远 远 大 于 美 国 的 银

行。就讲一个原因，当互联网在美国兴起的

时候，美国的银行在大数据或者数据管理，

或用数据服务中小企业和消费者资产的能

力已经很强了。而中国四大行在资产管理、

用户非结构化的数据方面都是非常差的，因

此有可能会像恐龙一样被颠覆，但是金融服

务行业永远不会被颠覆。

陈鹏：我个人觉得不会轻易被颠覆，但互联

网与金融碰撞时会产生基因突变，传统金融机

构关键是要应势而变，只要变化还是能够继续

生存下来的，互联网在改变和优化着金融业。

吴晨尧：去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互

联网企业由于拥有技术优势，在各方面都可以

完善自己的产业链和系统，互联网金融作为互

联网产业的一个细分，有非常广阔的市场。事

实上传统金融业如银证保、基金都在大力借用

互联网的通信和数据技术，把各自的产品卖到

了互联网大佬们的各种销售平台上。事实上，

传统金融业和互联网，是相互跨界竞争的关

系，不存在谁马上颠覆谁的问题。

梅绍华：第二个话题“创新”，与传统的

金融企业相比，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方

面，互联网金融有没有优势？其和传统金融

企业应如何差异化竞争？

林定芃：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相比有几

个特性，第一个是它数据的产生、数据的挖掘以

及技术和使用上的安全，都是传统金融无法比

拟的。第二个就是，传统金融可以做的融资、支

付、投资理财、信息中介，互联网金融更便捷。而

在讯息的传递上，假如信息都是正确的话，它也

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孙建刚：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相比最

不同的就是普惠性质。在互联网金融环节

中，融资者本人也可以是出资者或者投资者

多种角色，具有普惠性质。

牛路辰：互联网跨时间跨区域，极大地把

可以交易的主体聚集在网上，而互联网的特点

是收集借款人信息的时候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陈鹏：如何差异化竞争，我觉得有三点：一

是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行业最大的区别就

是无边界。比如理财业务，我现在的 100 多人

可以服务全国。二是从互联网金融角度来讲，

必须是以客户为中心，必须要注重客户体验，

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以任何行为方式

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喜欢的任何理财产品，

这是无线互联的一个理财愿景，也是真正的互

联网精神。三是大数据挖掘，无线互联的手

段。传统金融机构赚钱成本非常高，互联网

100人就可以服务350万客户了。

吴晨尧：小、快、活、简这 4 个特点是互

联网金融最大的优势。上海全通金融谷抓

住了互联网金融企业最稀缺、或者是大家都

想做但没有能力来牵头做的平台建设，为中

小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一门式服务，这个过

程就非常稀缺。

梅绍华：第三个是“建言”。上海公布的

二十条意见对上海市整个互联网金融环境

建设产生哪些促进作用？上海市发展互联

网金融有哪些优势？

林定芃：上海的发展，放开的幅度非常

大，但在未来发展的监管制度上面，可能要

多加注意。上海未来在全球的互联网金融

方面应该会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孙建刚：上海二十条意见我觉得很有意

义。尊重市场主体，尊重企业的主体，政府有

这样的概念，非常好。林振雄董事长在会上讲

到金融谷的模式是全新的商业模式。我觉得

是对整个生态体系建设的一个推动。

叶大清：我觉得好的金融生态系统有几

个方面：第一、一定要有创新，一定是金融创

新的系统；第二、我们要建立一个互联网金

融的生态系统的制高点；第三、我觉得互联

网金融本质应该是普惠金融。

陈鹏：如果抓核心点，我觉得还是人才

的问题。上海与其他地方相比有短板，我觉

得就是互联网人才。比如说要在嘉定打造

金融谷，怎么才能让搞互联网与金融的年轻

人愿意来？留得住？有人气才能聚集,首先

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吴晨尧：我认为，上海能否在全国率先

做一些尝试。第一,是否能够尽快促进互联

网金融征信体系的建设；第二,是否有可能

尽快促进上海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大聚集小

聚居的格局，只有产业集聚以后很多的成本

才能下降；第三,希望我们有关的办案部门

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出现的少数的乱象，不

要动辄用分析分解的方式定罪。

梅绍华：给上海金融谷提个建议：打造

金融谷一个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思维；第二

个是要用生态圈来培养互联网金融；最后

是以社群经济手持经济的模式来打造。

最后，我用5点来总结刚才大家的发言。

一是一个巨大的机会，40 万亿的民间资

金转向互联网金融。二是可以破解“两多两

难”的瓶颈，民间资金多，投资理财难，小微

企业资金需求多，融资难。三是金融走向互

联网金融梦的有三个：第三方平台、第三个

市场、提供第三方服务。四是打造民间金

融、普 惠 金 融、绿 色 金 融 和 智 慧 金 融 的 平

台。五是朝阳光化、平台化，居地化、规模

化、全球化发展，实施五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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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互联网金融协会（筹）秘书长、互联

网金融千人会华南秘书长曾光

《互联网金融蓝皮书》作者、京北金融总

裁罗明雄

徐红伟：在座的各位怎么看待 P2P 网站

非常热门的话题？

周世平：目前整个行业还是在健康地发

展，跑路的毕竟是少数，我认为这个行业本

身相对前景是广阔的。

杨一夫：由于之前中国的传统金融业并

没有在个人服务方面形成一个很好很全面

的布局，让老百姓真真正正养成个人金融服

务的习惯，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到来，让我们

等于是跳过接受传统金融服务，通过远程效

率的方式去接受或者是去养成一个接受个

人金融服务的习惯，为此造成了目前这个行

业持续很火的状态。

唐彬：在中国很大的一群人以前没有得

到很好的银行服务，因此有人群的需求。在

这个基础上，随着技术进步，可以通过互联

网随时随地理财，这样的需求是最核心的，

所以 P2P 热起来了。

顾晨炜：P2P 这个行业为什么会有上千

家的企业，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没有过激

过度的矫枉过正。

曾光：我认为有如下几点:第一是收益

比较高，它能够提供一些收益高的产品，原

来 传 统 金 融 机 构 提 供 的 金 融 产 品 收 益 有

限。第二是门槛较低，很多人有十几万元，

几百万元就可以投资。第三是需求较大，因

为传统的很多借贷需求在传统金融机构满

足不了，通过这种 P2P 的网站平台，可以满

足。第四是投资量比较大，包括投资人、市

场需求，都很看好 P2P，平台、投资人、借款

人加上资本市场，一起作用导致了现在的

P2P 非常火。

罗明雄：P2P 给了非金融人一个创业金

融的梦想，给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放高利贷的

可能，而人人都放高利贷世界上就没有高利

贷了。另外 P2P 是对整个存贷汇的全盘冲

击，加速了整个利率的市场化。

徐红伟：做 P2P 行业，碰到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

杨一夫：P2P行业到一定规模之后，管理是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包括合适的人放在合适

的地方，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唐彬：现在的 P2P 模式非常多，但核心

问题是想清楚你的客户是谁，围绕着你的客

户 去 把 你 的 风 控 做 好 。 现 在 我 感 觉 很 多

P2P 其实并没有看清楚，还纠结于在 5 万元

到 500 万元都能做，这是最危险的，因为 5 万

元和 500 万元交易的风控机制是不一样的，

一个企业要同时做好很难。

曾光：现在很多人纷纷下海做 P2P，好象

P2P 很好做，有点钱，做一个系统，找几个风控

就可以做了。实际上 P2P 进入的门槛是非常

高的，我觉得现在最难的问题就是两个字：平

衡。什么平衡呢？就是成本和风险的平衡。

做到这种平衡要有很多的功能：第一是判断

宏观经济周期是上行还是下行；第二个是对

于团队运营精细化的管理；第三个是风控。

罗明雄：我认为可能会有四大需求。第

一，P2P 企业市场品牌宣传需求。做金融核

心就是风控，其实也是信用。第二，人才培

训。这是非常新的行业，本身互联网金融是

收入非常高的行业，新近的互联网金融如何

去笼络到新金融的人才？第三是技术安全，

技术系统这块的难和痛，包括网络黑社会。

第四点就是真正做 P2P，进入门槛很低，但做

起来很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徐红伟：P2P 行业的公信力怎么建立？

怎么把自己的公信力，传递给那些没有接触

或者刚接触的投资人？

周世平：首先我们是高风险，站在投资

者的角度来看，投资者关注什么？高收益。

杨一夫：我觉得比较关键的是透明性，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建立一套规则，把里面

详细的一些核心制度都披露给我们的投资

人，让大家自己去判断。我们也通过自己的

方式向市场发出呼吁合伙投资人的概念。

顾晨炜：随着这个里面高收益的增长覆

盖高风险。长此以往难以为继，要做金融机

构意外的信用系统。

曾光：如果我作为一个投资者，我没有

精力和能力去看平台背后的资产，我肯定会

相信第三方，要么这个平台是本身有一定的

信用背书的，它的品牌很好，一直以来没有

出过很大的事；要么是很有公信的第三方给

它很高的评价，基于这两点我才会投资。

罗明雄：一 个 是 大 单 ，一 个 是 去 担 保

化。对于大单我并不是简单跟风险对应起

来或者是对立起来，大单是整个风控能力的

体现。去担保化目前可以理解为首先是平

台自保的去担保化，至于你引入第三方做的

担保，还是有的人采取变通的方式，我平台

不自保，以我平台关联方做再购，目前的情

况不违法，不违法就是创新，这些内容是不

是需要慢慢的去担保化。

徐红伟：如何看待关于去担保化和投资

人消费保护问题？

周世平：我觉得去担保化，去的是支撑

担保，但你平台的信用资本平台存在，你平

台是要负一定的责任。不能说去了这个标

的，你去骗投资人的钱去担保，把钱担保了

就是犯规了，我认为还是有这个保护在。

唐彬：关键在于信息的透明化。担保首

先是信息统一，我觉得更多应该采取市场的

机制，把信息透明化做为一个基础的要求，

而不是简单的自己说自己透明。

曾光：我补充两个观点，现在很多都在

写“去杠杆化”的趋势 ，“去杠杆化”还是长

期存在于中国 P2P 市场，因为担保还是有市

场需求在里面。另外一个观点，怎样使 P2P

市场健康持续发展呢？我觉得“去杠杆化”

不是长久之际，机构才是长久之际。

罗明雄：“去杠杆化”、担保和消费者保护

是不矛盾的，核心是信息披露。应尽快启动适

度监管，从开始的登记制，到备案制到牌照制。

徐红伟：请谈谈 P2P 网站未来会出现哪

些变化、格局和发展？

周世平：未来这个行业，它的空间非常

大，互联网金融现在刚刚起步，大家都在探索。

杨一夫：从政策上讲，希望尽快有一些

合理的规则出台，但从概念上来讲，希望有一

个底线，同时又能够给行业留下足够的空间。

唐彬：P2P 提供了金融的民主化这种可

能，不管是从理财还是建构的角度。我认为

在中国金融欠发达的市场，在民间金融非常

发达市场，P2P 的空间最好。我最担心的就是

监管的尺度，监管过度，这个行业就会推迟发

展。监管不作为，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风险，

给行业造成恐慌。适度监管，底线非常关键。

顾晨炜：我觉得现在上千家的 P2P，必

定会两极分化，活下来的要不就是京东、阿

里这样的巨无霸，要么就是专业化，或者是

以行业为抓手的企业。第二个是跟传统金

融间的界限会模糊。

曾光：构建一个健康的 P2P 生态体系有

3 个要素：监管部门、投资者和消费者。监

管部门一定要给 P2P 的发展留下一定的空

间，也要有一定的标准和门槛。而对投资人

教育和管理很关键。

罗明雄：用两个小观点来回答。16 个

字，前 8 个字叫机会无限，大局未定。后 8 个

字叫两极分化，各显其道。一定要找到你的

道，只要做得好，就能活下来。

徐红伟：当中国外围的生态和一些基础设

施到位之后，它的行业可能会真正迎来爆炸式

的增长。我相信无论是投资者的人数，还是未

来的体量，我们都会是非常有想象空间的。

分论坛一：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分论坛二：P2P网贷发展趋势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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