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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纪要为新望院长发起的新金融家联盟微信群的群友内部交流工作

笔记,新金融家联盟微信群由经济观察研究院发起，是互联网金融代

表性企业家及知名专家的精英生态圈。联盟将发掘相关部门相关行业

的资源，为联盟企业提供服务和讯息，致力于推动国内外互联网金融

企业交流学习，抱团取暖，互助共赢，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健康有

序发展，加快中国互联网金融国际化步伐。本群并为各参与群友认可。

本工作笔记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本期报告由新金融家联盟群群秘

王丽娜（电话：13811006823）、霍倩倩（电话：15811159262）整理

并经赵鹞校订,仅供内部参考,请勿对外提供,谢谢。报告经主讲嘉宾

本人审阅,错误在所难免。) 

 

 

主讲嘉宾：赵鹞 

分享课题：雏论移动金融与普惠金融 

主持：王敏 经济观察报地产事业部总监 

活动时间：北京时间 12月 5日（周六）19:00-20:30 

交流方式：微信群在线语音及文字结合 

本期纪要整理:霍倩倩（群秘）岳昊（群秘） 

主讲嘉宾简介： 

赵鹞 

简介：赵鹞先生，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国农业银行互联网金融

推进办公室。 

【会议纪要】 

王敏：大家晚上好！我是经济观察报王敏，很高兴主持本次分享，也

特别荣幸请到赵鹞老师作为此次主讲嘉宾。希望群内大家保持好队形，

利于交流，下面把群内的主导权交给赵老师，有请！ 

赵鹞：朋友们，晚上好！应群主邀请，借此机会向各位大佬汇报今天

的分享主题：雏论移动金融与普惠金融。欢迎大家拍砖！ 

说的不对、不好，还请大佬们见谅、海涵。首先向大家汇报普惠金融。

请大家参看群里的PDF文件（雏论移动金融与普惠金融（20151205）），

第一页。普惠金融是一个比较火爆的词。 



 
在介绍普惠金融历史沿革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普惠金融的理论。 

这是我国官方第一次对普惠金融的定义，我对普惠金融的定义理解有

三个层面。一是政策层面的监管与监督，其次是对从事机构的财务报

告和信息披露有要求，三是对客户层面要有公平的定价。这三个层面

让每个人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及时、有尊严、方便、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国家农发行网站显示，该银行是普惠金融联盟这一国际组织的重要成

员之一。普惠金融要求金融机构财务应是可持续的，客户得到的公平

服务是有尊严的、方便的、高质量的。不光是贷款，也包括存款，汇

款，保险，理财，构成完整的普惠金融。这是我对普惠金融的理解。 

2005 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与普惠金融紧密联系的词是金

融排斥。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概念。是指某些群体在金融体系中缺少服

务的状态。金融排斥的理论就步过多介绍了，主要介绍金融排斥产生

的原因和对象。金融排斥 4大类。第一类是失业者、单亲父母和不能

工作残疾人，第二类是低收入者。世界银行 09 年数据，在巴西低端

收入者只有 15%有银行账户， 顶端人口则 64%有银行账户。  

每日生活费不足 2美元的人群只有不到 10%接受过正规金融服务，低

收入在接受普惠金融服务是容易信息不对称，金融服务提供者也存在

覆盖成本的挑战。 

再一个就是性别歧视，在印度这种国家比较普遍。联合国的数据显示

在发展中国家男性拥有正规银行账户的比例是 46%，女性是 37%，各

发展中国家银行账户拥比例的男女性别差一般在 6~9%。其中孟加拉

国女性拥有账户比例 27%，信贷份额仅占 1.6% 可以看出女性受歧视。 

最后就是少数民族。在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会出现。总之，金融排斥

是动态的，复杂的。对少数人可能是长期的。对某些人可能只有一次。 

下面介绍普惠金融的历史沿革，特别是印度的经验与教训。 

印度是普惠金融最早的探索者。印度学者认为，1969年印度 14家银



行国有化，开启普惠金融之路。 政府要求银行优先完成对农业和中

小企业的贷款额度，这点和我国类似。 

标志事件是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的成立，总部在孟买。1982 

年 7月 12日 印度国会批准创立，被授权向农村地区提供农业贷款，

促进农村发展和农业繁荣。印度农发行，不仅做大宗批发业务，也做

零售业务。1992年发行农民信用卡 KCC，帮助农民授信，普惠金融也

具有了公共政策的优先性。2 年里，农民的身份实名制被大大简化，

金融服务推广到医疗保险、教育贷款、期货、信用卡等。 

简单介绍 KCC信用卡，是印度农发行与一些商业银行合作推出的，是

农民在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享受信用服务，提供充足及时的资金支持。

卡片有额度限制，可在额度内支取现金。额度根据用户全年农业信贷

需求的基础上，包括农机具的修理以及公共服务的资金。额度超过

10000 卢比（约 1000 元人民币）需要有抵押物。保险公司也和该信

用卡合作，推销寿险、养老保险等险种。印度中央银行 2013 年的数

据，全国约有 1/5的农民拥有该信用卡。 

印度值得一提的是完善的电子支付体系，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印度

的国家支付公司。和我们的银联不同的是，这是一家非营利机构。旨

在推动电子支付体系完善，便利电子支付，是由很多商业银行合资成

立的非营利机构。 

虽然印度总体国力不如我国，但在支付这方便不比我们差多少。印度

国家支付公司是在 2005 年印度中央银行设立支付与结算系统委员会

后推出的一项长期计划，旨在将所有零售支付体系整合到全国性统一

标准平台，二是降低支付成本造福普通老百姓实现普惠金融。 

在印度银行业协会的领导下，2008年 12月，印度国家支付公司成立

。09 年 4 月获得牌照。印度国家支付公司是非营利机构，是所有支

付系统的伞型组织。在印度银行业协会的推动下，由十个商业银行发

起，受印度央行的监管。通过信用卡跨行转接、快捷支付和面向农村

的 Rupay卡实现银行的互联互通和商户的资金结算。  

在政策层面对移动支付也是支持的，组织部际会议，创新监管模式。

国家支付公司为每个公民设立 12 位 UID，是唯一独立的身份识别码

，推广移动支付。印度 AADHAAR 项目， 2011 年独特身份证

(Aadhaar-Unique Identity Card)项目推出，世界最大的身份登记项目。

是享受医疗卫生教育社会服务的凭据，相当于美国的社保账号。由于

印度有 46%的人没有银行账户没有银行卡，这个 AADHAAR号码可以当

作收款账号使用。该号码可以在印度支付公司的 APB平台上进行金融

交易。作为中央政府实现转移支付资金电子化功能的通道，通过 APB

平台实现了转移支付电子化的重建。 

APB系统特征 1消除无需延迟多渠道及纸质审批等复杂流程，2能及



时转移铺贴，3 变更银行账号方便，4 只需要一个银行账号与身份证

号嵌入即可享受国家福利和补贴，这个虚拟帐号的功能即可实现。 

国际学者认为印度在普惠金融上做了很多探索，取得了成绩。但由于

完全是政府引导，印度将普惠金融理解为扶贫金融，出现了三个主要

的问题 1.参与银行及信贷机构的商业模式不可持续，难以获得持久

发展。2.由于政绩推动，存在一定程度的腐败。3.服务种类过于单一

，效率低下。所以这种印度这种由政府引导的普惠金融只有 70%的人

享有，剩余 30%瓶颈突破不过去了。 

 

还有一个印度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发展互助组织，促进普惠金

融。互助组织是印度农发行 92 年设计推出的，被认为是解决贫困和

发展的万能药，这是印度央行报告里的观点。它与银行连接，和非政

府组织及政府办事处还有民间组织合作。2011 年 3 月印度农发行通

过互助组织向印度商业银行提供 245.5亿卢比的贷款，以补充借出资

金。482万互助组织得到了 3062.7亿卢比的贷款，754万互助组织与

银行紧密连接起来。 

在互助组织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互助组织机构和服务基金。农发行

成立了妇女发展互助组织，推动妇女互助组织的建立。并由基金支持

。这种普惠金融基金的建立，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普

惠金融技术基金在于为普惠金融的创新想法提供技术支持。 

还有就是综合就业计划，SGSY。为贫困以下的居民成立的互助组织，

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大部分生活水平处于官方贫困线以下。SGSY 升

级成重新塑造全国农村生活任务计划。尽管不限于女性，但已成为服

务女性的计划。看研究报告感觉印度女性更勤劳，比男性工作积极性

更高。截止到 2013年，有超过 800万互助组织的 1.03亿家庭，通过

中介从银行和微型金融机构获得了各种金融服务，包括存款贷款和保

险。 

学者研究表明，互助组织和银行合作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在

相对短的时间，实施项目所有村民无论是否参与互助组织，都产生了

相等的正面影响。事实证明，互助组织通过微型金融机构帮扶贫困村

民是可行的，但项目的设计和结构要根据用户需求和期望调整。这给

互联网项目提供了机会。目前而言这类项目至少会在一开始有助于平

滑消费，减少风险，分散收入来源。 

书里面还探讨了互助组织和微型社保相结合。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印度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着重介绍肯尼亚的情况。 

 

肯尼亚是以市场为主导发展普惠金融的模式，取得巨大成功。得到国



际社会认可。肯尼亚代表性的 M-PESA 公司，可以网上搜一下。主要

介绍国际学者总结它成功的因素。2009年数据显示，对 2016户肯尼

亚低收入家庭，超过 51%使用 M-PESA，59％接受 M-PESA汇款，超过

95％信任 M-PESA。超过 92 的客户表示 M-PESA 关闭会对生活带来较

大或负面的影响。截止到 2014年，M-PESA有超过 16000家零售代理

商，可以用于存款支付缴话费缴帐单等基于银行账户的服务。成功原

因学者认为，一是肯尼亚有巨大的汇款需求，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

，伴随人口迁移，会有大量汇款。学者称为汇款走廊。二是银行业服

务落后，每 8万人有一个银行网点或 ATM自助终端，所以在肯尼亚银

行是非常昂贵的金融服务。银行和邮局由于费用高效率低，不如

M-PESA 方便低价快捷。三是包容性监管政策，央行认为监管有助于

移动金融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允许 M-PESA 设计出好的产品，存款储

备金存于审慎监管的商业银行，利息存于信托基金，不得被公司挪用

。 

有争议的是，央行对于 M-PESA 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监管相对宽松

，这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反洗钱组织。 

大家都知道余额宝。在肯尼亚 M-PESA 第一个开发出类似余额宝的产

品叫移动储蓄，MobileSavings。官方名称是整合银行的移动储蓄。

可以支付、赚取利息、获得贷款和保险，但是要有银行账户，这是中

央银行的规定。MKESHO是 M-PESA旗下子品牌，和肯尼亚商业银行合

资成立。推出 6个月有 61万用户。使得大量无银行账户人群在把钱

放到 MKESHO里还能有收益。MKESHO的报告指出移动储蓄在移动支付

层面增加了社会价值。肯尼亚的移动电话普及率高于金融服务使用率

，这个差值说明还有许多没有账户银行的个人可以在 M-PESA 享受储

蓄服务，解决了穷人储蓄的难题，这是 MKESHO的重大贡献。 

 

下面我介绍普惠金融面临的挑战，或者说普惠金融的问题。 

 

总的说来，国际上发展普惠金融，一个方法是发展微型金融促进普惠

金融，主要发展微型储蓄，微型信贷，微型保险等。简要的说普惠金

融的好处很多，要不然这两年中央也不会这么重视。但金融是双刃剑

，金融不是卖普通产品，普惠金融也面临挑战，这是国际上达成的共

识。 

一是与金融稳定的权衡或者是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宏观层面，移动

金融会通过影响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速度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移

动金融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讨论的比较多了。再一个是小微金融产生

次级贷款的可能。最后一个因为微型金融，会产生使命漂移的影响。

一篇论文提到，使命漂移指小微金融从其原本服务于穷人的使命上产



生了漂移，即更多为富人服务。这个现象在我们国家比如小额贷款公

司和村镇银行都是更明显的。 

普惠金融还面临协助洗钱和恐怖融资的可能。特别是通过移动金融这

个问题更明显，根据亚太反洗钱小组的报告分析，移动金融因为其特

点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所利用。风险的来源主要是来源于身份识别，KYC

标准。如果为了提高覆盖率就要降低 KYC标准。本来不能开户的人，

如恐怖分子犯罪分子可能通过开立账户从事洗钱或恐怖犯罪等活动。

国际的最高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组织金融行动工作组 FATF，2012 年

的修订报告中指出要帮助各国采取更灵活的以风险为基础的方法，实

现普惠金融和金融诚信。它认为普惠金融将有利于提升金融透明度。

从非正规金融到正规金融体系和现金交易的发展，使得发现和打击洗

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更加便利，用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流动资金的

和实际情况变得更加有迹可循。 

普惠金融包括发展移动金融在一些国家受到阻碍。比如非洲尼日利亚

，它认为通过移动金融发展普惠金融有潜力，实用且具有成本效益，

但也提升了犯罪风险。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很难在金融监管的框架内实

现经济发展和打击犯罪的统一。  

 

最后，我结合我国实际，谈谈我对普惠金融的理解。 
普惠金融不是全民都去做金融。分三个层次进行汇报。 

第一，为什么普惠金融呼声这么高，感觉所有互联网金融都是普惠金

融都是做慈善的，我想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居民财产权利和运用的放

活，这种放活呢，就给政府和监管机构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想法。简单

来说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增加，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大

家不甘于把钱放在银行或低收益理财产品，要求个人财产运用权力的

放开。表现形式上就是互联网金融或者互联网＋金融，这就导致金融

服务的泛化，提供主体不仅是金融机构，互联网机构也能做金融，所

以指导意见中统称从业机构。 

第二个是金融产品本身的泛化，与游戏娱乐文化传媒的泛化，比如游

戏金融文化金融等名词的出现。 

第三个接受产品及服务人群的泛化。从特定人群泛化到不特定。本质

上还是居民财产权利放活的要求。 

普惠金融尽管是每个人都享有金融权利，但正如政法大学李爱君教授

所说，金融权利和金融行为能力不能混为一谈。这就像每个人生来就

享有民事权利，但民事权利和民事行为能力有区别，比如 16 岁以下

的小孩就需要成人的监管。 

同样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样的金融行为能力，比如信托这种高风险

的产品就不适用于穷人。不能把信托或者风险投资推荐给穷人。或者



说众筹，众筹比天使投资更高风险，不能拿小白领结婚买房子的钱来

做众筹。这样的项目 100个里成一个就不错啦。所以要判断投资人是

否具备从事高风险投资项目的能力。为什么没出现金融权利和金融行

为能力的分离？我认为原来没得到重视，现在互联网金融出现，这一

块需要大家关注。行为监管要加大力度。 

我提出怎么解决全民都去做金融这个问题，因为全民都做金融，就会

产业的泡沫影响经济的发展。历史上这种例子不能再多了。任何人都

不能阻止金融拥抱互联网，关键是要做到“金融＋”互联网，而不是

“互联网＋”金融。不能将民间金融做的过大，不是互联网企业不能

做金融，而是要有监管机构的许可，要有牌照。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许

可，能将互联网企业变成金融机构，用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思维提供

金融服务这是没有问题，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而不是互联网企业完

全脱离监管，任意改造金融产品，曲解金融的本质，向错误的人群提

供不适当的产品和服务，这是监管部门应该高度重视的。 

其实这方面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一直这么做的，没有支付许可是不能从

事相关业务的，不是因为你做普惠金融为穷人服务就为你一路绿灯。 

还有一个就是结合中国国情，将普惠金融放到一个更大一个层面，更

大的一个制度体系里面去考虑。就像吴晓灵行长在序言里面提到的，

要结合中国实际，将普惠金融更多体现为层次分明、主题丰富、结构

稳健的多层次金融体系，构建政策性金融托底，正规金融机构主导，

民间金融补充的，即惠及社会经济各方面，又能保持安全稳健的金融

制度安排与市场体系。 

在制度安排方面，降低民营金融机构的门槛，同时避免产品的单一化

，提升多样化服务。一是要基础设施方面要大力建设，实现电子支付

的全覆盖，印度的经验可以借鉴。二是完善征信服务体系，实现信用

信息分享及使用的全覆盖。三是建立要素齐全的自由金融市场，政策

性金融要托底，商业性平等竞争，民间金融拾遗补缺。 

最后呢，关于移动金融监管。我想强调的是移动金融的特有网络外部

性，防止形成自然垄断，甚至赢家通吃的情况。要判断赢家通吃和赢

家吃大头的区别，判断是否因垄断侵害消费者权益。在审慎性监管方

面，移动金融本质还是金融，因其涉众型，还要注意太敏感而不能倒

闭的问题。 

 

就给大家汇报到这里，PDF文档里，我关于农村金融商业模式抛了个

砖，还请各位大佬指正！做个小广告，欢迎大家购买《“移动金融+”

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 

 

王敏：赵老师今天为我们分享了普惠金融和移动金融的知识，非常丰



富。特别是分享的印度和肯尼亚的案例。今天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收获

很多，期待下一次分享，最后再次感谢赵鹞老师！ 

 

 

 

 

 

 

 

 

 

“新金融家联盟”活动回顾 

第一期 

主讲嘉宾：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城市与房地产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分享课题：当下中国经济金融格局 

主持：新望（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群主） 

活动时间： 北京时间 6月 22日（周一）19:30-21:30 

特约点评专家： 管清友（民生证劵研究院执行院长） 

第二期 

主讲嘉宾：江南愤青（陈宇）互联网金融投资者 

分享课题：对孵化器的一些简单理解 

主持：陈里（正和岛投资 CEO） 

活动时间： 北京时间   6月 27日（周六）20:30-21:30 

特约点评专家：解植春（深圳大学客座教授） 

第三期 

主讲嘉宾：曾光  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 

分享课题：互联网金融板块能否再次成为资本市场领头羊 

主持：陈庆   瑞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UBS) 行长 

活动时间：北京时间   7月 11日（周六）19:30-21:30 

特约点评专家：樊爽文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 

第四期 

主讲嘉宾：陈恳  

分享课题：失控和自控，做一个精益创业的互联网金融创业者 

主持：王丽娜   经济观察报金融市场中心总监 

活动时间：北京时间 7月 24日（周五）19:00-21:00 

特约点评专家:李明顺    



好贷网创始人兼总裁，资深互联网从业者和创业者，互联网金融千人

会（IFC1000）执委、发起人，拥有 15年互联网经验，于 2013年 3

月创立贷款第一搜索平台好贷网。 
第五期 

主讲嘉宾：林华兴业银行独立董事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客座教授 

分享课题：资产证券化解析 

    主持：霍倩倩  新金融家联盟秘书处 

活动时间：北京时间 8月 23日（周日）15：00—16:30 

第六期 

主讲嘉宾：吴小平 

分享课题：一个传统金融人向互联网金融转变的心路历程和工作实践

以及对互联网金融的一些展望 

    主持：贾寒冬 新金融家联盟秘书处 

活动时间：北京时间 9月 4日（周五）19:00—21:00 

第七期 

主讲嘉宾：郭龙欣（钱道长） 

现任东亮拾财贷（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办人兼 CEO，曾任厦门

市鼎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厦门大菁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泉州国融担保有限公司 董事长，大菁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厦门大菁洋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分享课题：传统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拥抱互联网金融的几点体会 

    主持：王秀青  经济观察报汽车与新能源事业部副总经理 

活动时间：北京时间 9月 19日（周六）19:00-20：30 

第八期 

主讲嘉宾：金子森 

原车库咖啡 CEO，现任车库咖啡孵化器运营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北京

市众创联盟副理事长、科技部创新创业评审专家。 

分享课题：给梦想者一次机会——如何建立创业创新生态圈 

    主持：汤丹阳  新金融家联盟秘书处 

活动时间：北京时间 10月 19日（周一）19:00-20：30 

第九期 

 

主讲嘉宾：罗澜 

北京福地大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全国教育装备委---校园空气治理研究中心 副主任 

分享课题：坏人与鬼 哪个更可怕？ 

主持：乔一 经济观察报创意传播中心总监 

活动时间：北京时间 10月 22日（周四）19:30-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