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0 ⽉ 23-25 ⽇，中国⾦融四⼗⼈论坛（CF40）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在上海召开第⼆
届外滩⾦融峰会。峰会主题为“危与机：新格局下的新⾦融与新经济”。24⽇，⻢云以联合国数字
合作⾼级别⼩组联合主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标倡导者的身份进⾏了演讲。


以下是奇点财经记者根据⻢云演讲整理的全⽂（有关内容未作删减）：


感谢⼤会的邀请，很⾼兴有这个机会和⼤家⼀起学习、交流和探讨。2013 年，也是在上海，我来
到上海陆家嘴⾦融峰会，发表了⼀通关于互联⽹⾦融的被称为异想天开的观点。七年过去了，今
天我作为⾮官⽅的⾮专业⼈⼠，⼜来到了上海的外滩⾦融论坛，希望有⼀些观点，供⼤家思考。

其实今天要不要来讲，坦⽩说我也很纠结。但是我想我们这批⼈，有⼀个东⻄是责⽆旁贷的，就
是为未来思考的责任，因为这个世界虽然留给我们发展的机会很多，但是关键性的机会也只有⼀
两次，现在就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所以我想来这⾥讲讲我⾃⼰的想法和⼀些看法，这些想法，是我们⾃⼰16年实践经验总结出来，
加上有幸担任联合国数字合作⾼级别⼩组联合主席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标倡导者期间，我跟全
世界的学者、专家还有实践者经过了探讨和研究。

我想，我已经算是退休，在这个⾮官⽅的论坛上畅所欲⾔⼀下，分享⼀下⼀个⾮专业⼈⼠的⾮专
业看法，所幸的我发现是，现在很多专业⼈⼠已经不讲专业了。

我有三个观点，供⼤家参考，可能不成熟，讲得不对，贻笑⼤⽅，⼤家姑且⼀听，觉得没道理，
忘了就是。

第⼀个观点，⼀直以来我们有⼀些思维上的惯性，⽐如总觉得要为了跟国际接轨，必须要做欧美
发达国家有，⽽我们没有的所谓空⽩，要填补国内空⽩，把填补国内空⽩当作追求的⽬标。

我⼀直觉得，在今年的形势下，填补空⽩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不是因为欧美的就是先进的，就是
我们要去填补的。其实今天我们不应该要房间追求要和哪个东⻄接轨，适应哪国的标准，填补哪
个空⽩，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和未来接轨，怎么适应未来的标准，怎么弥补未来的空⽩，
我们要想明⽩，未来是如何的，以及⾃⼰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再去看看别⼈怎么做，如果永远重
复别⼈的语⾔，讨论别⼈设定的主题，我们不但会迷失现在，更会错失未来。

⼆战以后，世界需要恢复经济的繁荣，布雷登森林体系建⽴起来以后，对全球经济的推动是巨⼤
的。后来亚洲⾦融⻛暴发⽣后，巴塞尔协议讲的⻛险控制，越来越受重视，到后来变成了⼀个⻛
险控制的操作标准。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象是全世界只讲⻛险控制，不讲发展，很少⼈去讲年
轻⼈的机会、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在哪⾥。

这其实也诞⽣了今天世界很多问题的根源。我们今天也看到巴塞尔协议本身也让欧洲的整体创新
受到了很⼤的限制，⽐如在数字⾦融⽅⾯。

巴塞尔协议，⽐较像⼀个⽼年⼈俱乐部，它要解决的是运转了⼏⼗年的⾦融体系⽼化的问题，欧
洲那些⽼化的体制，系统极其复杂。但是中国的问题正好相反，不是系统性⾦融⻛险，因为中国
⾦融基本上没有系统，中国实际上是“缺乏⾦融系统”的⻛险。

中国的⾦融和其他刚成⻓起来的发展中国家⼀样，在⾦融业我们是⻘春少年，还没有成熟的⽣态
体系，没有完全的流动起来。中国有很多⼤银⾏，更像是⼤江⼤河和⾎液的动脉，但是我们今天
更需要湖泊、需要⽔塘，需要⼩溪⼩河，需要各种各样的沼泽地，缺少了这些⽣态系统，我们才
会涝的时候涝死，旱的时候旱死，所以，今天我们国家是缺乏健康⾦融系统的⻛险，我们需要的
是建设⾦融的健康系统，⽽不是⾦融系统性⻛险。




这就像两个完全不同的病，就像⽼年痴呆症和⼩⼉麻痹症，看起来都⼀样，但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病。如果⼩孩⼦吃了⽼年痴呆的药，不光会得⽼⼈的病，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病。

这个巴塞尔协议就是考虑系统⽼化、过度复杂的⽼年⼈的病，⽽我们要思考的是跟着⽼年⼈学什
么？要知道⽼年⼈和年轻⼈关⼼的问题不同。年轻⼈城市关⼼的是有没有学校，⽼年⼈关⼼是有
没有医院。

所以，今年世界的变化是⾮常神奇，⾮常快速的。昨天晚上，我们在上海决定了蚂蚁上市的定
价。这个全⼈类有史以来最⼤规模的上市定价，⽽且是在纽约以外的城市定价，这是第⼀次。这
在五年前，甚⾄三年前，想都不敢想，但是奇迹就这么发⽣了。

第⼆，创新⼀定要付出代价，我们这代⼈必须有所担当。

习主席讲过“功成不必在我”，我理解这句话讲的是⼀种责任，讲的是为未来、为明天、为下⼀代
去担当。今天世界的很多问题包括中国，都只能⽤创新去解决。但是真正的创新，⼀定是没有⼈
带路的，⼀定需要有⼈担当的，因为创新⼀定会犯错误，问题不是怎么样不犯错误，⽽是犯了错
误之后，能不能完善修正，坚持创新。做没有⻛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这世界上没有⽆⻛险
的创新。很多时候，把⻛险控制为零，这才是最⼤的⻛险。

当年的⾚壁之战，我认为，曹操要把所有的船连起来，这就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航⺟的思
想，但是⼀把⽕烧掉后，⼀千年来，中国⼈连想也不敢去想，⼀旦想到那把⽕，谁还想把船做
⼤，谁还会有这种系统性思考？

七⼋年以前，我提过互联⽹⾦融这个概念，也在上海。⽽且我们⼀直强调，互联⽹⾦融必须有三
个核⼼要素：⼀是必须拥有丰富的数据；⼆是必须基于丰富⼤数据下的⻛控技术；第三，必须拥
有基于⼤数据的信⽤体系。

⽤这三个标准来衡量，就会看到 P2P 根本不是互联⽹⾦融，但是今天不能因为 P2P， 把整个互
联⽹技术对⾦融的创新给否定了，其实我们想⼀想，中国怎么可能在⼏年以内就出现了⼏千家互
联⽹⾦融公司？ 我们是不是应该检查⼀下，是什么原因诞⽣了⼏千家的互联⽹⾦融，所谓的P2P
公司？今天我们的监管确实很难，全球的监管都很难。

创新主要来⾃于市场，创新来⾃于基层，创新来⾃于年轻⼈。对监管的挑战越来越⼤，其实监和
管是两回事，“监”是看着你发展，关注你发展。

管是有问题的时候或是预判有问题的时候才去管，但是我们现在，管的能⼒很强，监的能⼒明显
不⾜。

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式去监管，我们不能⽤管理⽕⻋站的办法去管理⻜机场，
不能⽤昨天的⽅法来管理未来。

“监”和“管”不⼀样，政策和⽂件也不⼀样。今天这个不许，那个不许，那都叫⽂件。政策是机制
建设，是激励发展。今天全世界，特别是中国，需要很多的“政策专家”，⽽不是⽂件专家。

制订政策是⼀⻔技术活，其实解决系统性复杂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跟⼤家分享⼀下我们淘
宝是怎么做的。

17年以前，我们没有技术、没有数据，也对未来的判断不准确，我们制订了很多这个不许那个不
许的很多规则。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技术解决了，今天我们有能⼒解决这些系统性问题。但是，
我们今天的年轻⼈，也像监管⼀样，总是喜欢出各种各样新的政策⽂件，不允许这样，也不允许
那个。后来我想出⼀个办法，叫“加⼀减三”，你要加⼀条规则，必须要减掉前⾯三条规则。这样
我们的⽂件就越来越短，如果说你不减，那你的规章制度越来越厚，是逼迫每个⼈去犯法，每个
⼈去犯错，⼤家⾃⼰都糊涂起来。




理论和系统也是不⼀样的，专家和学者是不⼀样的，我们这个国家，把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混为⼀
谈。专家是⼲出来的，他⼲得很厉害，但不⼀定会总结。

很多学者，⾃⼰不具体⼲，但是能从别⼈实⼲中总结并形成理论。只有专家和学者结合起来，只
有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去创新、解决今天和明天的问题。我想，我们需要来⾃于实
践的理论，不是来⾃于办公室理论的实践。

P2P很多就是来⾃于办公室理论的实践，我想，更应该认为，我们今天正确理解P2P给我们带来
的巨⼤教训，我们不是要去否定互联⽹技术，更不要重复办公室理论的实践。

我觉得还有⼀个现象，全球很多监管部⻔到后⾯，⾃⼰变成了没有⻛险，⾃⼰的部⻔没有⻛险，
但是整个经济有⻛险，整个社会变成了有⻛险。未来的⽐赛是创新的⽐赛，不仅是监管技能的⽐
赛。现在各国⼀个⽐⼀个狠，发展都是空的，但是不许这样⼲，都是⼑⼑⻅⾎。

我的理解，习主席说的提升执政能⼒，是指在监管有序的下⾯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不是监
管了就没有发展。监管其实不难，难的是监管的⽬的是为了可持续的健康发展，监管就是为了健
康的发展。

第三个观点，⾦融的本质是信⽤管理。我们必须改掉今天⾦融的当铺思想，要依靠信⽤体系的发
展。

今天的银⾏，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抵押和担保就是当铺。这在当年，是很先进的，没有抵押，
担保这些创新，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融机构，中国经济 40 年来的发展也不可能发展到现在。

但是靠资产和抵押的资质会⾛向极端。我是中国企业俱乐部的主席，也是浙商总会的会⻓，我跟
很多企业家交流，中国的⾦融当铺思想⾮常严重，也影响了很多企业家。尤其企业家要把资产全
押了出去，压⼒⾮常⼤，压⼒⼤了以后，动作就变形。

还有⼀些⼈，肆⽆忌惮地贷款，不断加杠杆，负债搞的越来越⼤。⼤家都知道，借 10 万块，你
怕银⾏；借 1000 万，你和银⾏都有点慌；借 10 个亿，银⾏怕你。还有⼀个习惯，银⾏喜欢给好
企业、不需要钱的企业贷款，拼命的贷款。结果让很多好企业变成了坏企业，形成了多元化的投
资，形成了甚⾄把这个钱转出去做完全不符合⾃⼰的事，钱太多也可能惹很多事。

抵押的当铺思想，是不可能⽀持未来 30 年世界发展对⾦融的需求的。我们必须⽤借助今天的技
术能⼒，⽤⼤数据为基础的信⽤体系，来取代当铺思想，这个信⽤体系不是建⽴在 传统的IT 基础
上，不是建⽴在熟⼈社会的基础上，⽽是必须是建⽴在⼤数据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让信⽤等于财
富。其实要饭的也必须有信⽤，没有信⽤，连要饭都要不到。我认为每个要饭的⼈都是（要）有
信⽤的。

应构建创新与监管相匹配的新⾦融体系

最后，我想，今天的世界，迫切期待⼀个真正为未来⽽思考的全新的⾦融体系。

今天的⾦融体系是⼯业化时代的产物，是为了解决⼯业⽽设置的全⾯的⾦融体系，是为了完成⼆
⼋理论。什么叫⼆⼋理论？就是投资20%，来解决80%的问题。⽽未来的⾦融体系，是要解决⼋
⼆理论，帮助80%的⼩企业和年轻⼈来带动20%的⼈。要从过去的⼈找钱、企业找钱，到转型为
钱找⼈、钱找企业，钱找好企业。评价这个体系的唯⼀的标准就是是否普惠、包容、绿⾊和可持
续，背后的⼤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今天（已经）能担当起巨⼤的责任。

各位，即使在⼆战以后，当时的⼈们没有这样的远⻅，为后代为未来设计⼀个很好的⾦融体系，
我们今天有这个责任和思考，为去建⽴⼀个真正属于未来，属于年轻⼈和下⼀代，属于这个时代
的⾦融体系。今天我们不是做不到，⽽是不去做。今天我们的技术发展让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
些，遗憾的是，很多⼈不愿意去做。




今天全球的⾦融体系必须改⾰，不然不仅仅是失去机会的问题，⽽是让世界可能会陷⼊更多的混
乱。创新⾛在监管前⾯是正常的，但是当创新远远地⾛在监管前⾯的时候，当创新的丰富度和深
度远远超过监管的想象的时候，就不正常了，社会和世界就会陷⼊混乱。

拿数字货币来说，如果⽤未来的眼光打造 30 年后世界所需的⾦融体系，数字货币可能是⾮常重
要的核⼼。今天的⾦融确实不需要数字货币，但是明天需要，未来需要，成千上万的发展中国家
和年轻⼈需要，我们应该问⾃⼰，数字货币到底要解决未来的什么实际问题？

⼗年以后的数字货币和今天的数字货币，可能根本就不是⼀回事，这个数字货币不应该从历史上
去找，不是从监管⻆度去找，不是从研究机构去找，⽽是从市场去找，从需求去找，从未来去
找。这件事事关重⼤，我们的研究机构不应该是政策机构。政策机构也不能仅仅依赖于⾃⼰的研
究机构。因为数字货币体系是⼀个技术问题，但⼜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个解决未来问题的
⽅案，数字货币可能重新定义货币，尽管货币的主要功能仍然在，但是它⼀定会重新定义货币，
就像苹果⼿机重新定义了⼿机，打电话只是其中的⼀个功能。数字货币今天远远没有到抢标准的
时候，是创造价值的时候，是需要思考如何通过数字货币，建⽴新型的⾦融体系，为全世界思考
未来，思考全球的贸易怎么做，更要思考这世界上应该要有经得起考验的技术的基础之上建⽴的
数字货币。是要真正解决世界贸易可持续、绿⾊和普惠的问题。

所以，最后我想说，今天⼈类社会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千万不要⼩看这场疫情，这场疫情是倒逼
⼈类社会进步的⼒量，它不亚于⼆战。

从⾦融本身来说，从美国不断地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向华尔街不断输⼊⼤量现⾦，各国都在跟随
其后，⼤家想过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没有，它所带来的巨⼤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今天讨论的技
术层⾯的问题。

我们对今天世界上很多的组织机构，不要简单的去反对它，⽽是⼀起重新思考他今天的价值，⽆
论是联合国，WTO，还是 WHO，这些组织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组织我都打过交道，⼯作
过，合作过，但是消灭这些组织并不解决问题，我们应该考虑这些组织应该如何⾯向未来，如何
改⾰，如何重新思考定位。

新⾦融体系是未来的⽅向，不管我们⾼兴不⾼兴，它⼀定会起来，不管我们做不做，⼀定会有⼈
去做。未来，我相信，改⾰是要付出牺牲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代⼈要做这样的改⾰，
可能下⼀代⼈才能看到，我们可能是负重前⾏的⼀个⼈，这是历史的机遇，也是历史的责任。过
去16年，蚂蚁⾦服⼀直围绕着绿⾊、可持续和普惠发展。如果绿⾊、可持续和普惠包容的⾦融是
错误的话，我们（也）将会⼀错再错，⼀错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