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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的“弯路”
金融科技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并未真正

让金融回归实体，而是依然让金融处于一个
自我设定的“独立王国”里。尽管相对于互
联网金融来讲，金融科技时代的金融行业的
确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如果金融并未
真正回归实体，所谓的改变便失去了最初的
意义。换句话说，回归实体，是金融进化的
根本底线。

当我们在思考金融的未来方向，探讨互
联网金融后时代的发展变化时，真正需要的
角度和方向应当是站在金融与实体结合的
角度的，而不是站在金融本身的角度的。只
有这样，金融才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
变成了一个与其外部产业有着深度联系的
存在。这才是金融行业的本质所在。

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深度且全面的
融合，仅仅只是依靠互联网的手段是难以实
现的。因为互联网仅仅只会提升金融与实
体经济的对接效率，仅仅只会撮合和中介，
而不会去改变金融行业本身。在这种情境
下，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融合非但无法深
入和全面，甚至还出现背离的情况。所以，
我们需要互联网之外的新方式，才能达到金
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目的。

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为我们提供了这
样一种契机。

一
相对于互联网时代仅仅只是依靠撮合

和中介来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这个
时代的结合更加关注的是金融与实体经济
底层的改造，以此来达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
融合。在数字经济时代，最值得注意的一点
是，生产元素和生产资料的深度改变以及基
于这种改变所导致的原有行业壁垒的弥合。

这一点，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
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在传统时代，还是

在互联网时代，金融行业的生产元素和构成
成分都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出现的。
当数字经济时代来临，这种情况正在被打
破。以数字化的生产要素为代表的新元素，
正在成为构成金融行业的新要素。在金融
行业的日常运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越来越
多的新元素开始发挥作用。

基于大数据的风控模型，基于人工智能
的客服体系，基于法定数字货币为代表的货
币系统……这些以数字化为代表的全新元
素，正在取代传统的元素，成为驱动金融行
业发展的新引擎。

与此同时，这场一次以数字化为代表的
新进化，同样在其他行业当中发生着。零
售、制造、农业等诸多行业，正在发生一场以
数字化为主导的全新革命。在这场全新的
革命里，传统的生产要素同样正在发生一场
深度且全面的改变。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河流，在数字化的海
洋里实现了汇流，并且最终融为了一体。同

互联网时代依靠撮合的方式来实现金融与
实体经济的融合不同，在数字经济时代，金
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更多地源自于一种水
到渠成，顺理成章的内在改变。

可以想见的是，这才是金融与实体经济
结合的最佳状态。

二
然而，很多人依然没有放弃金融的迷

梦，依然抱着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思想不放，
试图通过拥抱金融的方式抄近路，走捷径，
甚至开始用数字科技的方式行金融之实，最
终又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带入到了一
种二元的结构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数字科
技彻底沦为了一种概念和噱头。

可以确信的是，这种方式可以暂时缓解
金融与实体经济结合上难以破局的问题。
但是，如果因此而忽略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
间在数字经济的海洋里合流的现实，那么，
所谓的金融进化或许有陷入到了新的死胡
同里。因此，我们需要站在新的角度来看待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合流，而不仅仅只是把数
字科技仅仅当成是一个概念。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蚂蚁金服、京东数
科为代表的玩家仅仅只是看到了金融与实
体经济在数字经济时代回流的大趋势，却并
未真正把这样一种合流看成是自我发展的
真正目的和方向。一句话概括来讲，他们依
然在用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运
行逻辑，实现数字经济的真实操作，并未真
正找到数字科技的破局之道。

后来的发展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以蚂
蚁金服、京东数科为代表的数字科技玩家最
终开始选择以金融为切入点来寻求突破，实
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用数字科技之名行金
融科技之实罢了。尽管从短期来看，这种方
式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效果，但是，
等到问题暴露，特别是等到人们真正了解他
们的操作，所谓的光鲜最终必然会落得个一
地鸡毛。

三
蚂蚁金服、京东数科的前车之鉴开始让

越来越多的人反思，反思金融进化的正确姿
势，反思金融与实体结合的正确方式。笔者
认为，蚂蚁金服、京东数科们之所以会再次
踏入同一条河流无非是侥幸心理作祟和坐
享其成的心理使然。

互联网式的侥幸心理。我们都知道，在
整个互联网时代，只要我们有好的商业模
式，便可以赢得资本的关注，进而通过获取
流量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壮大。
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即只要能够不
断“创新”出新的概念，只要能够不断“孵化”
出新的商业模式，他们便可以获得资本和市
场的关注，从而实现壮大自我的目标。

这一点在数字科技上，同样有所体现。
我们看到，真正提出数字科技的，正是那些

互联网时代的玩家，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行
业深度洗牌下，寻找新的发展机会的玩家，
他们之所以会提出数字科技的概念，仅仅只
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有新的概念，便可以获
得新的发展，躲避监管。

这其实依然是互联网式的思维使然。
尽管这种方式的确可以让他们躲过监

管，甚至还能够赢得资本市场的注意，但是，
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概念的层面上，但却无
法找到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方
式和方法，真正让金融回归实体，那么，纵然
是再光鲜亮丽的概念，都只不过是一个柏拉
图式的理想国而已。

因此，我们要抛弃概念思维，真正找到
金融与实体经济结合的方式和方法，真正让
金融回归实体经济。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
要让金融真正成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引
擎”，让金融与是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而不仅
仅只是将实体经济看成是收割的“韭菜”。

从这个角度来回看蚂蚁金服、京东数科
们的操作，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不合适的地
方。他们口中的数字科技仅仅只是收割 B
端流量的概念和工具而已，并没有真正让金
融回归实体经济。说到底，他们依然还抱有
互联网式的侥幸心理，这也就注定了他们必
然会被时代抛弃的命运。

平台式的坐享其成。平台思维的根深
蒂固，同样影响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的进程。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口中所谓的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实变成了一
个获取金融和实体经济流量的过程，最终，
所谓的数字科技，只不过是从互联网金融时
代的以C端为主的平台，转变成了新的以B
端为主的平台。

很显然，这样一种坐享其成的方式，并
不能够带来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仅
仅只能带来更大范围的，新的角度的流量收

割。我们看到的以蚂蚁金服、京东数科为代
表的数字科技玩家遭遇滑铁卢，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抛弃平台式的坐享其成，归根到底就是
要抛弃流量的思维，真正从新的角度来看待
金融的进化。

笔者认为，最为根本的一点开始要深度
改变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内在元素，特别是让
数字和数据成为它们新的内在元素。

首先，我们要将金融和实体经济看成是
一个可以相互流通的存在，而不是相互分割
的存在。当金融与实体经济可以相互融通，
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才不是割裂的，而是可
以相互流动的，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
专注于解决金融与实体经济表达方式不统
一的情况，真正让金融与实体经济变成一个
统一的存在。

其次，我们要将金融与实体经济结合方
式再度丰富，用新的产品和服务来桥接起彼
此，告别传统时代仅仅只是以资本、投资为
主导的桥接的现实。很多人在这一点上，通
常会以赋能和改造入手，其实这是不对的。
笔者认为，更多的应当是对于金融与实体经
济互补方面的探寻，最终让金融与实体经济
告别仅仅只是依靠传统逻辑联系的现实，从
而实现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并且完成金融
与实体经济的终极融合。

当金融科技被越来越多人认识，它的阶
段性开始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在这样一
种背景下，数字科技开始被人们提及。然
而，玩家们始终都没有找到落地和实践数字
科技的正确方式和方法，而是仅仅只是把数
字科技当成了概念，这就导致了它必然会洗
牌的宿命。认清了这一点，并且真正找到破
局之法，才能让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进入
到新阶段，金融回归实体，才不是一种妄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