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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期国际态势和基本人性角度来看，相较于政策驱动，利润驱动或将更

好地助推普惠金融发展。由于科技发展可能降低向未饱和细分市场提供金

融服务的风险并且提高成本效益，因此企业自然会寻求将其服务范围扩大

到未开发的细分市场。

普惠金融可以从两个方面推动可持续发展。首先，普惠金融可以助力拓宽

融资渠道、解决贫困问题和提振经济增长等社会目标向前推进——支持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1 其次，对于现有或新进金融服务提供商而言，普惠金

融可以为利润率持续受制于竞争压力的金融服务提供商提供在饱和红海市

场中的替代解决方案，从而为持续增长奠定基础。2

但是，除目标和利润动机之外，未来价值网络（企业通过赋权客户创造价

值）不断变化的性质也将促使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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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为起点

随着经济活动向数字化生态系统持续转移以及技术应用的范

围不断扩大，此前未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17亿成年人将有机

会享受相关服务。3 造成金融排斥的原因很多，包括成本较

高、与服务提供商相距较远、缺乏必要的身份证明和信用记

录、缺乏金融常识等因素，甚至许多欠发达国家地区的居民

对银行或金融机构仍存在信任问题。4 除最后一点外，其他挑

战大多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得到有效解决。

关于移动和基于云的金融服务如何推动普惠金融扩大到前所

未有的规模，大家众说纷纭。5 目前，金融机构已经将人工智

能和数据分析技术投入使用，通过对客户和企业在平台上的

行为进行分析，对需求、偏好和信用度作出评估，从而确保

此前未享受金融服务的用户的需求得到切实满足。6 此外，金

融机构可以利用数字身份识别系统（例如覆盖12亿印度公民

的Aadhar系统）解决身份证明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全

球仍有超过10亿人需要获得正式和公认的身份证明。7

 

以价值网络为引擎

未来价值网络将利用数字身份的扩展概念推进普惠金融——

数字身份不仅可以作为验证手段，而且还囊括了活动所产生

数据的价值。这与数字化技术赋能的部分所有权相结合，

将为实现更具包容性的财富积累铺平道路（尽管是分阶段

进行），我们需要耐心等待法律和监管制度来适应这种必

然趋势。

对此，企业需要调整其运营和商业模式，以通过为上述新

趋势提供支持而获益。正如未来价值转移系列的其他文章

所述，随着企业从技术赋能的超个性化销售方式转向客户赋

权，许多现有产品、解决方案和运营模式可能变得无关紧

要。在这种环境中，客户将会认为其拥有主动权，并且能够

从个人选择中创造和获取价值。

数字化价值网络有助于打造全面普及的

无摩擦平台，推动个人和企业在无需实

物现金的情况下进行商品、服务和其他

价值交易，以此起到鼓励贸易、提高收

入、促进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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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普惠金融覆盖范围

我们预计几乎所有商品或服务都将以数字化形式存在，这将

催生新型金融服务并且带来价值转移机会。

目前，金融服务行业主要以点对点和单个细分市场为基础、

定制化服务的传统模式推动增长。然而，随着基于多对多

关系的价值网络不断扩大以及以模块化方式提供金融服务

的提供商的不断增多，我们预计上述情况将会发生变化。

例如“超级应用”的诞生，将电商、外卖、出行、拼车、

快递、物流与零售和商业金融服务结合。除非这些服务和

组件在价格、体验和资本获取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否则

提供价值网络的单一组件将变得愈发困难。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显著利润增长

我们认为缜密的设计可以推动金融服务参与度持续增长，从

而助力普惠金融成为现实。新进金融机构之间不断提高的了

解、熟悉和信任程度将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价值网络的重

要组成部分）传达给边缘客户。随着更多个人和企业被纳入

金融服务覆盖范围，提供商之间的利润空间不断扩大，因此

可以推动其加大力度开发其他未获得充分服务的客户群体以

及开辟全新利基市场。这将促使客户赋权实现良性循环，从

而推进普惠金融并且扩大普惠金融覆盖范围。

重要的是，这将催生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商业模式，这种模式

重点关注有利可图和公平合理的普惠金融市场动态。技术赋

能的财富民主化同时也催生了大量未获得充分服务并且不满

足传统服务现状的高净值和中产阶级客户群体。这些客户群

体将加速赋权进程并从中获益。

教育和保护对于促进信任、普惠金融和可持续发展依然至关

重要。监管机构、政策制定者和服务提供商/供应商必须确保

消费者意识到他们需要使用金融服务，即使这些服务可能未

明确标明属于金融服务范畴并且可能无法提供必要和基本保

护。任何包含赋权激励措施的体系都必须包含支持客户保护

所需的所有要素。

随着赋权成为一条双行道，现有参与者和

新进参与者可以借此机会开发潜在或全新

细分市场/机遇，以此推动财富创造、重塑

利润动态、拓宽目标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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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需衡量财务能力，目前存在多种方式可以帮助解决缺

乏历史记录的问题。鉴于公众愈发倾向于在线获取收入和支

付账单，公用事业公司、电信供应商和具备支付功能的社交

媒体平台在打造普惠和可持续金融服务生态系统方面都将发

挥重要作用。然而，这将受制于点对点解决方案——点对点

解决方案旨在控制客户，而生态系统解决方案追求赋权客

户，因此二者无法共存。

实施目标导向监管

显然，完全去中心化系统（信任处于核心地位）可能在理论

和技术层面具备可行性，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却难以实现。从

实际情况来看，对于监管机构的需求将会继续存在，但与商

业模式相同，监管模式亦需不断演变。普惠金融服务可能会

越来越多地由传统受监管金融机构以外的参与者提供。随着

科技进步以及金融服务可及性和普惠性的提高，金融服务用

户可能愈发难以了解服务提供商及其服务内容，也愈发难以

区分受监管金融机构和非受监管金融机构。就此而言，一个

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加快“基于实体”的监管和问责模式与“

基于活动”和“目标导向”的监管模式融合。

透明度和互操作性对于确保监管模式能够支持普惠和可持续

金融服务增长而言至关重要。以借贷服务为例，监管机构鼓

励借贷服务提供商利用数字档案进行定价和风险管理以及行

为和价值创造。确保所有受监管借贷服务提供商（无论此等

实体情况如何）之间的透明度和互操作性可以为采取保护措

施和实施目标导向政策奠定基础。

在支持未来价值转移的数字化环境中，客户、现有参与者和

新进参与者都需要可以提供赋权和保护的监管模式。保护对

每个人而言意义不同。鉴于金融服务行业无法建立监管协调

的乌托邦，也无法形成单一可信的监管来源，因此需要利用

可互操作的透明监管模式实现数字化应用、强化和监督以及

支持整个服务生态系统的合规性。在这种环境中，监管机构

和政策制定者应当致力打造通过赋权提供保护的环境（即制

定监管激励措施），以推动为善意参与者赋权并防止为恶意

参与者赋权。

简而言之，为使信任体系发挥作用，违反

信任体系的行为必须受到惩罚，无论是偶

然发生还是有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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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思维模式

我们认为，未来价值转移可以助力解决目前阻碍全球推进普

惠和可持续金融服务的诸多挑战。

迄今为止，金融服务行业一直依靠技术进步和点对点解决方

案占领市场并实现发展。

金融服务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身份的扩展概念——

其可体现数字存在和数字活动的价值。这也可以助力现有参

与者和新进参与者克服信任挑战、获得竞争优势、深化创新

工作、推动客户赋权、利用技术占领市场以及建立可持续商

业模式。

现有参与者（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和常规金融机构）与新进参

与者相比具备更多优势，包括拥有大量的金融资源和来之不

易的客户信任。因此，现有金融机构必将充分利用其在客户

数据保护和身份信息验证方面的能力，力求在客户赋权时代

保持核心地位。8

最后，创造价值网络的生态系统可以推动善意参与者持续发

展，但是也会导致恶意参与者不断涌现，并且如果新进参与

者被趁机利用，上述趋势或将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认为，

为确保未来价值网络能够推动可持续发展，采取治理、保护

和监督措施以及建立零信任网络至关重要。9

向价值网络转变可为推进普惠金融创造前所未有的机会，加

之商业模式和监管模式不断演变，这些将为金融机构提供可

持续金融服务奠定基础（利润和目标相融合）。

在本系列的后续文章中，我们将深入研究为何互操作平台对

于支持未来价值网络至关重要。

欲了解德勤关于未来价值转移的更多观点，

敬请访问：  
未来价值转移 | 德勤中国

未来价值转移需要转变思维模式，把握

向价值网络转变带来的机会，利用技术

占领市场。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pages/financial-services/articles/the-future-of-value-transf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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