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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的
问题分析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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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科学技术深度融入产业变革，我国银行业依托业务和技术的“双轮”创新驱动发展，技术创新水

平迈上新台阶，创新能力蓬勃成长，但仍面临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与挑战，亟

待探索构建相对完整、自立自强、稳定安全的银行业技术体系。文章回顾了我国银行业技术创新发展历程与

主要成效，从技术实力、人才培养、数据要素治理、组织建设和监管科技发展共5个层面总结提炼了我国银

行业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及对应建议，并提出了健全创新引导政策体系、完善技术供需匹配机制等

综合性对策。

关键词 银行业，技术创新，技术体系，专利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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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是金融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量。银行业

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支柱行业，在过去几十年的技术

浪潮中不断吸纳科技创新成果、推动自我革命，提升

了内生活力和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极大地促进了经济

社会发展[1]。我国银行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技

术资源加速积累，逐步构建了以现代化电子支付、数

字货币体系为基础设施的领先技术群。但不容忽视的

是，我国银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水平有待提

升，部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改

变[2]，不利于银行业乃至金融体系的长治久安，如何

*通信作者

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E1E90802A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850014、7197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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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加快构建银行业的自有技术体系成为亟须解决的

现实课题。本文基于 2000年 1月—2021年 7月全球与

中国的银行申请的全样本专利相关数据①，分析了银

行业的技术发展特点，并面向未来技术与行业融合发

展态势，针对银行业技术体系建设中的关键问题提出

了具体策略建议。

1 我国银行业技术创新生态初具雏形

1.1 技术创新研发能力持续增长

我国银行业技术历经电子计算机、移动互联网与

数字技术发展，专利申请规模近 5 年在国际领先，

2017年后的行业核心专利均来自国内企业，创新能力

持续增长。

（1）专利研发主体角度。2000年前后，在中国人

民银行的先行引导下，国有银行集中力量进行了一批

有价值的技术创新。到2014年，民营银行的批筹极大

释放了民间资本创新潜力。2016年后，金融科技监管

沙盒等系列举措，带动了银行与科技公司技术力量的

互动、融合发展，并以点带面地辐射其他地区、领域

和行业，形成了积极的示范引领效应。

（2）业务内容角度。我国经历了：① 包含基础银

行业务改良、纸币印造、防伪方法 3个方向在内的金

融基础设施建设阶段；② 以防火墙与安全通信行业发

展为契机，建成我国领先的现代化电子支付体系的阶

段；③ 金融机构、银行或企业贸易管理等多主体间

的，高频交易、数字银行、购物系统等多场景的融合

发展阶段。其间，银行与电气工程和仪器领域互动较

多，对电数字数据处理技术的学习和发展最为集中、

充分。

（3）专利趋势角度。我国银行业早期学习发达国

家互联网通信技术，并进一步借鉴其电子支付和网络

资源管理技术，申请了一批电商、购物系统、交易等

多情景下的专利。现阶段，我国银行业主要以金融服

务的需求为导向，与国内大型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

和金融数据分析公司合作，推动多行业、多场景集成

创新，并逐步对外国技术形成替代，构建了以我国现

代化电子支付、数字货币体系为基础设施的领先技术

群，这是充分结合我国肥沃的商业土壤的有益创新。

1.2 技术资源投入呈现集中效应

我国银行业的创新研发能力处于成长期，需要的

资源投入相对较高，也因此在主体、地区和技术种类

上呈现出较强集聚性。① 专利申请主体集中化。专利

数量最高的前 5家银行申请了整个银行业 76.9%的专

利。发明专利授权率估算为6.5%，其中中国人民银行

系统专利授权率27.1%、城市商业银行11.1%、民营银

行 8.4%、国有银行 5.6%、股份制商业银行 3.9%②。     

② 技术类别较为集中。我国银行业专利文件涉及技术

种类达252种，被50个以上专利使用的技术类别仅18

种，出现频率最高的前 5类技术如表 1所示，表明银

行技术集中度总体较高③。③ 地区分布有集聚性。

2000—2010年，银行业的主要专利申请文件来自北京

和东西部沿海地区，其中北京共计申请专利 465 项，

占全国数量的 86.59%，广东和上海依次占比 5.59%、

3.54%，申请主体以央行下属企业和研究机构、大型

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外资银行与机器制造公司为辅。

① 全数据样本指从德温特创新平台（Derwent Innovation）获得的共 8 万余条专利数据与 54 万余项专利引用数据。其中，德温特

创新平台是科睿唯安旗下的专利数据分析平台，是目前全球专利分析研究中最权威的数据来源。

② 专利授权率是指报告期内的专利授权公告量除以专利结案量，但由于每年专利结案量无法获取，因此本文根据发明专利授权

公告量除以专利文件总数估算发明专利授权率。同时，考虑到专利从申请到授权一般时间跨度较大，此处授权率计算采用 5

年移动平均。

③ 技术种类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出的国际专利分类（IPC）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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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民营银行创新活力逐步释放

2014 年 3 月以来，银行创新浪潮持续向沿海、中

部地区扩散，我国民营银行创新活力在一系列政策引

导下不断释放。微众银行、四川新网银行作为第一、

二批批筹的民营银行，先后于 2014年 12月和 2016年

12月成立，并在不到 1年时间内即开展数项专利申请

工作。在本文调研的 2000年 1月—2021年 7月全球与

中国银行申请的全样本数据中，微众银行以2 392件申

请文件占广东省银行业专利申请数量的 73.9%，并有

147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占该省银行全样本期间总

授权发明专利数量的87.0%；四川新网银行则以85.0%

的专利文件占比，带动了四川省银行业创新发展；其

拥有的54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占该省银行总授权发

明专利的 94.7%。同一时间内，广东省其他的活跃银

行还有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和各类农村商业银行，四

川省内则以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主，沿海

与内陆省份的活跃机构类型呈现出相当的差异性。

1.4 政策与创新实践形成良好协同

201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委启动金

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探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

的、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监管沙盒”[3]。

截至2022年6月，全国29个省级和地市级地区共

推出156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项目，涉及银行121

家，涵盖光学字符识别（OCR）、物联网、多方安全

计算等多项技术，应用场景涉及信贷融资、风险控

制、业务优化、产业链协同、身份认证等[4]。项目分

布上集中于北京、上海、重庆、深圳，由 4个城市向

北部、东部、中西部、南部辐射带动的特点正与银行

业的区域创新发展态势相吻合，政策与实践的结合带

来了良好的协同效应[4]。

以四川省为例，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于2020年

8月公示的6个创新项目中，四川新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了名为“基于多方安全计算的小微企业智慧金

融服务”项目，进而于 2021年 1月和 4月先后申请了

“一种基于多方安全计算的实时共债风险管控系统和

方法”“基于多方安全计算的数据隐匿查询安全共享

系统及方法”等与多方安全计算相关的系列专利。这

一事实充分印证了多方面政策引导在行业技术创新过

程中的重要性。

2 银行业技术创新与应用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银行创新活力不断释放，但支撑行业发

展的核心技术水平仍较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还需在

技术实力、人才培养、数据要素治理、组织建设、监

管科技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以加快形成相对完整、

自立自强、稳定安全的银行业技术体系。

2.1 技术实力不够，国际影响不足

我国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专

利数量的爆发式增长，但银行业技术实力和国际影响

表1　2000年1月—2021年7月我国银行专利的技术类别出现频率最高的前5类

Table 1　Top five technical classifications of bank patents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in China from January 2000 to July 2021

国际专利分类号
（ IPC）

G06F

G06Q

H04L

G06K

G06N

分类号对应的技术领域

电数字数据处理

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

数字信息的传输，例如电报通信

数据识别、数据表示、记录载体、记录载体的处理

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机系统

占总专利数的比例
（%）

69.55

32.69

15.23

7.13

5.28

含该技术分类的
专利数（件）

12 757

5 996

2 794

1 307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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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仍相对不足。① 专利技术的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

我国银行业专利申请的篇均引用为 9.1篇，为全球平

均水平的 18.9%；专利篇均被引次数为 14.4次，比全

球平均水平低 73.7%；综合专利影响力则仅为美国银

行业的27.3%、全球平均水平的55.2%④。② 国内不同

技术种类之间及同类技术不同专利之间比全球联系更

少、协同更弱。与连边密集的全球银行业专利引用网

络相比，我国银行业专利引用网络中专利“孤岛”数

量是全球水平的48.3倍，同时专利网络中的连边数量

比全球水平低 41.8%。也就是说，全球银行业的专利

之间互动性强，各类技术能够相互继承并发展，但我

国银行业尚未建立这样丰富的互动性。③ 行业关键专

利多来自发达国家，由国内企业申请的专利占比仅一

成。由于我国技术起步时间晚及技术迭代速度不够

快，银行业早期的重要专利技术基本来自美国、加拿

大、日本、芬兰等发达国家的通讯、计算机和银行

业，由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以及金融领域的数据

分析企业或集团申请。

2.2 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供不应求

随着金融数字化转型发展不断加速，我国银行业

对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供需缺口加大、能力与业务需

求不匹配等问题愈发突出。① 技术人才供给数量相对

不足。截至2021年，我国上市银行公司年报中披露的

技术人员数量占总人数比例的前 5位为股份制银行和

城市商业银行，六大行⑤均值仅为4.39%，所有银行平

均值为 6.23%；国外银行如美国摩根大通银行技术人

员约占比 20%。虽然我国上市银行公司的技术人员占

比远低于发达国家银行水平，但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18.1%，处于高速增长阶段。② 专业能力与业务需求

不匹配的问题不断凸显。金融信息化研究所2021年的

统计数据表明，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因专业人才不足

导致数字化推进受阻。一方面是前沿技术的运维人员

缺乏。前沿技术如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存在安全与可

控性问题[5-7]，在不同业务场景下更需要将算法模型组

合使用，增加了维护、监测、评估和优化的难度。另

一方面是业务和技术融合的复合型人才不足。在银行

业务流程标准化程度较低的背景下，多数技术部门对

业务特点、场景特征了解不充分，以需求为导向设计

出有效的模型规则难度较大。

2.3 数据要素积累与治理能力弱

高质量数据要素是银行业技术体系建设的根本基

础，当前可用数据匮乏、数据质量低及数据管理能力

差已成为制约我国银行发展的主要瓶颈。① 银行业具

有业务类型丰富、客户规模庞大、数据结构复杂、交

易量大等特点，其业务和数据具有独特之处。② 多数

金融机构内部数据治理水平不高，数据清洗、计算、

分析能力相对不足，导致可用数据缺乏及时性和准确

性，进而难以有效支撑数据分析、建模等要求[8]。   

③ 银行大多是分阶段推进业务数字化，各类业务信息

化建设程度存在差异，导致源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及

“数据孤岛”等问题。④ 由于数据安全隐患与隐私保

护等原因，数据共享水平相对较低[9]。这些因素共同

导致了银行的数据积累难、数据利用效率低，未能充

分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

2.4 数字化组织治理模式待完善

技术应用落地对银行顶层设计与组织协同管理等

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我国银行业在支撑技术落地

过程中，尚未完全形成高效的数字化组织治理模式。

① 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不足。多数银行在进行数字化

转型建设初期，对于银行转型目标、各信息系统间的

互联互通统筹设计不成熟，导致形成若干孤立或不相

匹配的系统，加大了后期与其他业务的融合难度。  

② 组织架构转型不充分。多数已部署了算法模型的银

④ 综合专利影响力是德温特创新平台基于机器学习模型，利用专利的超过150 个参数计算得到的指标，满分为 100。

⑤ 六大行是指6 个大型国有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

1063



政策与管理研究

 | 2023年 · 第38卷 · 第7期

行等金融机构未能调动相应的模型治理组织和配套制

度体系，普遍面临部门配合机制不顺畅、责任分工不

明确等问题，导致模型后续管理缺位，从而逐步

弃用。

2.5 监管科技发展有待进一步深化

监管科技融合了监管方案与前沿技术，有助于提

供高效的监管与合规管理，我国银行业监管科技发展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通过对银行业相关的公共监管部

门⑥开展单独检索，发现除中国人民银行系统453项专

利、证券交易所合计72项专利与我国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⑦69 项专利的数量较多外，其他相关部门、机构、

行业协会与自律组织专利总量为几十项或更少。① 从

内容上，中国人民银行系统专利以造币、印钞、防伪

和数字货币为主；证券交易所则以数据报送和披露、

数据库技术为主，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和交

易安全。② 从相关机构发展趋势上，2017 年德勤

（Deloitte）发布的The RegTech Universe报告指出，英

国与美国分别拥有 42家与 41家监管科技机构，占据

全球54.25%的份额，但中国尚未有监管科技机构进入

名单。总体而言，我国金融行业业态丰富，监管机构

对于技术的应用仍然具备非常多的可能性。

3 银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面向未来，金融与科技融合将不断深化，需科学

研判国际金融科技趋势，加大人才培养与技术研发投

入，通过积累优质数据资产和支持人才与技术综合发

展的创新体系，完善银行业技术创新生态，保障银行

业安全可持续发展[10]。

3.1 持续追踪国际金融科技发展态势，把握机遇开
拓创新

及时追踪全球性互联网、科技、电子通信企业或

被收购的初创科技企业的专利发展态势，以获得对国

际科技技术发展的重要情报，既能深入分析主流技术

的演化路径，也能关注离群技术创新，从而对技术发

展趋势进行科学预见[11]。在此基础上，积极把握机

遇，提前布局加大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等前沿技

术的研发投入力度，力争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的主

要引领者。

3.2 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与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加
快补齐银行业关键核心技术短板

在分析梳理我国银行业的技术薄弱环节和关键技

术短板的基础上，关注“卡脖子”技术，借助专利组

合、替代方法，加大关键领域研发投入，培养积累金

融与科技复合型人才，持续提升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

能力，突破技术瓶颈约束，不断扩大银行业自主创新

的专利质量与国际影响。加快推进银行业核心主机和

系统的国产替代、自主可控进程，提升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的保护水平。

此外，引导银行加大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资金投

入，既要与国内金融科技企业深入合作，也要增加与

国内领先信息技术企业的合作，通过借鉴通信行业和

互联网企业的信息化建设经验，实现顺利转型[12]。

3.3 推动数据与业务有机融合，积累有效、有用的
数据资产，提升金融数据治理能力

在协同多方专家，明确制定数字化转型目标与规

划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数据规范体系和协调的数据

加工规则，构建衔接一致、完整有效、动态更新的数

据资源目录，完善业务与数据的双向反馈机制。同

时，通过员工培训和绩效评价提升机构合力，明确数

据负责部门，组建配套管理团队，并将数字化建设过

程中的组件、模型与数据纳入银行资产管理体系实施

有效管理。

⑥ 文章检索了申请/专利权人包含“中国人民银行”“证券交易所”“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市场监督管

理”“中国投资”“中央汇金”“外汇管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金融科技测评中心”“金

融标准化技术”的全部专利。

⑦ 包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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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打造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金融科技创新生态，
建立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机制

强化金融科技创新领域的基础研究，健全金融发

展的科技支撑体系，着力建设科技成果与金融体系的

供需匹配机制，形成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多主体

的创新成果共享态势，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在金融领域

的应用，推动金融行业的技术变革。同时，也促进金

融对科技创新的反哺作用，形成金融与科技的相互促

进与良性循环。

3.5 健全创新引导政策体系，推动金融监管科技发
展，进一步激活银行业的创新潜力

在总结创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利用创新政策有

效激发民营企业热情，持续完善金融科技发展的政策

支持体系，积极发挥监管部门的引导作用。结合行业

场景加强金融监管科技能力建设，促进银行与大型互

联网公司、科技公司和金融数据分析公司的互动融

合、协同并进，充分发掘与激活银行业的创新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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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ZHANG Chuhan DONG Jichang DONG Zhi LI Xi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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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E Social Science Laboratory of Digital Economic Forecasts and Policy Simulation,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has reached a new level with growing capacity for innovation, relying on the “dual-whee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such as concerns about the safety of key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high dependence on 

foreign sources for core technology. It is urgent to build a relatively complete, self-reliant, stable, and secure banking technology 

system. This stud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main achievement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analyzes the major problems i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power, talent cultivation, data governanc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regulato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proposes comprehensive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guidance policies, and enhancing the supply-

demand matching mechanism for core technology.

Keywords banking industry, technology innovation, technology system, patent bibl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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