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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金融科技是赋能银行创新改革的关键。 本文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收集城市金融科技专利数据,

创新构建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标,并基于 2013—2018 年中国 148 家商业银行的微观面板数据,定量考察

城市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研究发现:城市金融科技发展赋能银行显著降低风险水平,且这一赋

能效应对中小银行的影响更为显著。 为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金融科技”主题类关键词获得城市层面的

百度新闻数作为工具变量,实证结果依旧显著。 主要发现在替换代理变量定义方法,控制空间溢出效应等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赋能通过减缓信息不对称,促进业务边际拓展和增强

风险应对能力等渠道实现银行风险降低的作用;同时,市场监管能力的提高和城市居民征信意识的增强均可

以进一步提升金融科技的风险管理赋能效应。 在商业银行布局金融科技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全面识别金融科

技赋能银行风险管理的经济后果及其内在影响机制,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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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

战之一,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事关经济金融大局

稳定,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战略全局。

现代银行业作为金融体系的主导,在国民经济活动

中起到了促进资本配置的重要作用,但银行经营活

动风险较大且存在较强的风险扩散性[1,2]。 金融科

技(FinTech)泛指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①,是商业银

行减少信息不对称,重塑业务流程,增强风险管理能

力并最终提高经营效益的重要手段[3]。 近年来,各

大银行通过开设金融科技子公司对内加大科技投

入,与互联网科技公司战略合作对接金融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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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兼修”金融科技能力②。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逐步切入传统

金融机构的腹地,成为变革传统银行体系的重要力

量[4]。 在银行与金融科技不断融合的趋势下,金融

科技将怎样赋能银行,从何种经济渠道对其风险管

理产生影响? 这一问题有待严谨的学术研究回答。

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

(2019—2021)》中明确指出,金融科技是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的新利器。 现阶段,金融科技已成为银行数

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会显著改变银行所面临的风

险敞口,是重要的金融风险管理工具[5]。 金融科技

的应用拓宽了银行信贷审核的“数据面” [6-8],使信

息资产具备成为抵押品替代物的可能[8,9]。 在识别

财务舞弊、降低风险评估成本、提升交易安全性上具

有重要作用[10-14]。 以工商银行的金融科技产品“融

安 e 信”为例,该科技赋能平台聚合社会依法公开的

司法文书、失信被执行人、工商行政处罚等各类风险

信息,依托用户画像技术实现智能风险反欺诈③。

金融科技赋能银行风险管理的应用层出不穷④,

但遗憾的是,限于金融科技度量指标的缺失,现有学

术文献集中在宏观层面上对金融科技的发展特征进

行刻画[7,15,16]。 近些年少部分文献尝试研究金融科

技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如邱晗等[4]、郭品和沈悦[17]、

金洪飞等[18],但结论并不一致。 究其原因,首先是现

有文献中对互联网金融及金融科技的区分并不明

晰,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增加的作用实质上是非银

行机构利用金融科技与银行开展业务竞争产生的市

场挤出效应。 如现有研究金融科技文献采用较多的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际上是第三方互联网

金融发展的代表性指标,重点度量了非银行机构互

联网金融发展对传统银行业产生的替代效应,并不

能刻画银行利用金融科技主动进行风险管理的行

为。 其次郭品和沈悦[17]、李春涛等[19] 采用媒体关注

指数等作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但该类

变量在获取细分指标与去除度量噪音上存在一定程

度的困难⑤,准确捕捉城市金融科技的真实发展水平

存在现实的挑战。

金融科技指标的构建是考察金融科技发展对银

行风险影响的关键。 寇宗来和刘学悦[20]利用专利产

出数量度量企业或城市的创新能力,这为本文金融

科技发展水平指标的构建提供了一定启示。 鉴于金

融科技是创新活动的一种,本文借助中国知网专利

数据库的高级检索工具,根据查询所得金融科技相

关专利的结果数量来度量城市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

水平。 其核心逻辑在于,中国知网属于中国知识基

础设施工程之一,其专利数据库直接对接国家专利

局,在时效性和真实性上均有可靠的保证。 除此以

外,中国知网的检索引擎采用了“自然语言处理结合

深度神经网络”技术,充分保障了检索结果的准确

性。 本文进一步通过手动收集专利申请人的注册地

址与各城市相匹配,进而捕捉各城市金融科技的发

展水平差异。 基于构建的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

标,本文利用 2013—2018 年中国 148 家商业银行的

微观面板数据,定量考察城市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

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内部经济机制分析。

本文发现,金融科技赋能银行会显著降低其风

险水平。 该实证发现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诸如反向因

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的困扰,回归分析中始

终加入银行和年份固定效应控制银行层面随时间不

变的不可观测因素和不同年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

响。 而且,本文还参考李春涛等[19] 对金融科技媒体

关注指数的度量方式,构建了金融科技相关的百度

新闻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在

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约束的基础上,主要

结论依然不变。 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主要研究

结论仍然不变。 机制分析表明减缓信息不对称,促

进业务边际拓展,增强风险应对能力是金融科技赋

能银行,降低风险的作用渠道。 具体地,首先金融科

技能够减缓银行经营活动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降低信贷业务风险与经营扩张风险。 其次金融

科技能够促进银行零售业务的发展,这对银行资产

端的风险分散有积极影响。 最后金融科技的发展赋

能银行提高其风险应对能力,从而有效应对宏观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城市经营环境不确定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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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在现有文献

的基础上,本文继续创新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指标,利

用文本分析技术从更微观的专利层面精确地度量城

市金融科技发展能力。 一定程度上补充和贡献了以

往文献中利用媒体对金融科技的关注指数作为金融

科技的代理变量[19,21],以及采用互联网金融指标对

金融科技水平进行度量的缺陷[4,22,23]。 本文借助细

分领域的专利数量构建金融科技指标有助于精确识

别不同银行所属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而

且扎根于金融科技的本质是一种创新的逻辑,使度

量结果更为贴近金融科技的本质含义,为金融科技

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第二,无论是金

融理论还是业务实践对金融科技赋能商业银行数字

化经营和管理均有广泛讨论,但围绕金融科技影响

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学术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本

文利用城市金融科技专利创新数据验证了金融科技

降低银行风险的有效性,支持了商业银行“内外兼

修”科技能力的重要经济作用。 第三,本文从微观层

面精确地分析金融科技提升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潜

在机制。 提出并证明金融科技发展可以从减缓信息

不对称,促进业务边际拓展,增强风险应对能力三个

传导渠道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赋能。 结论探明了银

行风险水平不同的细分原因,为银行进行金融科技

应用,赋能风险管理提供了思路上的启发,对银行业

利用金融科技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 2 部分将进行文献综述;第 3 部分介绍本文

使用的数据与模型;第 4 部分、第 5 部分和第 6 部分

报告实证结果;第 7 部分给出研究结论。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关于金融科技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现有研

究主要包含金融科技的竞争效应和赋能效应两类不

同的视角。 第一类研究侧重金融科技的竞争效应,

但并未清晰区分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本质区

别。 由于互联网金融并未实质上变革金融业务本

身,只是拓展了金融产品的销售渠道,因此其主要表

现为对传统金融的竞争效应。 具体表现为科技巨头

利用自身互联网渠道引流的优势,在线上拓展金融

业务及销售渠道,挤压传统银行线下存贷业务的市

场份额与存贷利差。 例如,邱晗等[4] 借助北京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究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业

务的冲击,发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银行更加依

赖于成本较高的批发性融资。 顾海峰和杨立翔[22]借

助媒体关注指数构建互联网金融指标,表明互联网

金融加剧了银行经营风险,表现为边际递增的门槛

效应。 战明华等[23]选择第三方支付数据作为代理变

量,证实互联网金融使得银行负债结构更加依赖于

风险较高的理财产品。 这类研究的主要结论为互联

网金融的发展扩大了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敞口,但从

外部互联网金融视角的切入无法探寻商业银行自身

对金融科技的探索。

与互联网金融不同,金融科技是以技术驱动的

金融创新,能够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业务流程并提高

传统金融效率。 许多学者认为金融科技发展对商业

银行更多的是赋能作用,能够提升商业银行对金融

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从而降低其风险水

平[3,13,24,25]。 第二类金融科技的赋能效应研究主要

从金融科技增强银行数据搜集及处理能力,优化信

贷业务的视角出发。 例如,盛天翔和范从来[21] 搜集

百度指数代理城市金融科技变量,考察金融科技发

展对银行增加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的影响机制。 李

春涛等[19]整理百度新闻媒体数据,证明了城市金融

科技发展通过促进银行信贷发放,产生对企业创新

的激励作用。 这类研究仅从侧面考察了金融科技对

银行业务的优化作用,其主要结论为金融科技能够

促进信贷投放,但鲜有针对银行风险的实证研究。

首先,金融科技能够助力商业银行缓解信息不

对称问题。 第一,金融科技能够将传统的用户行为

等“软信息”转化为“硬信息” [26],利用先进技术分析

多模态异构数据[27,28],增强银行授信,贷前审查与贷

后监督能力,缓解最关键的银行与客户信息不对称

问题[24,29]。 第二,金融科技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线上

运营能力,减少对传统分支机构进行实地监管调查

获取“软信息”的依赖[26,30],也可以丰富银行对分支

机构的沟通和监察手段,加强总行与支行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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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沟通[9],降低银行与分支机构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减小委托代理成本,进而降低银行风险水平。

其次,金融科技可以优化银行业务,通过分析企

业经营或个人行为数据完善长尾客户的信用评分机

制,减少银行信用贷款投放中面临的逆向选择与道

德风险问题[3]进而改善银行风险水平。 金融科技有

利于银行机构加大对长尾客户的信贷投放[31],发展

“信用白户”市场,减少对传统大型贷款客户的依赖。

这促进了银行零售业务的发展,业务边际的拓展将

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银行风险。

最后,金融科技可以助力银行经营范围突破时

空限制,在重大经济冲击中也发挥了“稳定器”的作

用,非接触银行抵消了经济不确定性对传统线下业

务的负向冲击,提升商业银行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

能力[32]。 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预测能力能够有效地

改善金融科技银行的经营模式,提升对危机的前瞻

性和预见性[7,33],在应对外部风险时能够更有弹性

的调整信贷供给[32]。 金融科技的灾难备份与恢复能

力基础有助于提升银行业务连续性,增强银行风险

应对能力。

根据上文分析,金融科技赋能商业银行,通过减

缓信息不对称,促进业务边际拓展,增强风险应对能

力从而减少其面临的风险敞口。 基于此,本文提出

如下四个假设,并在下文对此进行验证:

H1:金融科技发展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水平。

H2:金融科技发展能够减缓银行信息不对称,降

低其风险水平。

H3:金融科技发展能够促进银行业务边际拓展,

降低其风险水平。

H4:金融科技发展能够增强银行风险应对能力,

降低其风险水平。

3　 研究设计

3. 1　 样本与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银行层面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

MAR)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银行所属城市特征数

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宏观经济数据来自国

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开的数据,城市层面

金融科技发展程度来自中国知网高级检索相关关键

词的专利结果数量。 由于在银行信息科技部,信息

科技管理委员会等多为总行内设机构,我们有理由

认为总部所在地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对跨城市银行

具有最主要的赋能效应,因此对跨地区银行所属城

市的界定取其总部所在城市。 为使样本数据更具代

表性,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国家开发银

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

银行;2)剔除农商行,外资银行等数据严重缺失的样

本;3)考虑到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

方式的更改,以及余额宝成立(2013 年)作为金融科

技元年,本文选取 2013 年之后的样本;4)剔除主要

变量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5)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上

下 1%的缩尾处理(Winsorize),以便消除极端值对回

归结果的影响。 经过如上处理, 本文最终得到

2013—2018 年共计 148 家商业银行的年度数据,包

括 6 家国有大型银行,12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

130 家城市商业银行。

3. 2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识别

现有银行开展金融科技业务的主要模式可以分

为对内加大科技投入与对外科技战略合作共两种方

式。 第一种模式是银行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成立控

股子公司等方式进行金融科技创新,但这种模式投

资较大且周期长,众多银行难以及时转型负担这笔

较大的开支。 第二种模式是银行采取“借船出海”的

科技战略合作模式,如国有五大行与百度、京东、腾

讯、阿里、苏宁等互联网金融巨头进行合作。 这种模

式使得银行聚焦金融科技业务的开展,与科技企业

的优势互补,不仅能更好地促进金融科技与业务场

景的融合,而且业务开展成本更低速度更快。 因此,

第二种模式也成了银行机构开展金融科技业务的主

要模式。 根据中国支付清算业协会 2020 年《商业银

行及非银行支付机构金融科技业务发展情况调查报

告》,约 91. 49% ⑥的银行机构采取与外部机构合作

的“借船出海”策略,发展自身的金融科技业务。

清晰的测度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是本文研究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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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难点。 表 1 报告了现有测度城市金融科技发展

水平的度量。 主要包括互联网金融,媒体对金融科

技的关注指数以及银行开展金融科技业务的不同模

式等三种度量方式。 第一,互联网金融指标侧重科

技巨头自身利用互联网渠道拓展信贷产品销售渠

道,挤压传统银行的线下业务与存贷利差的角度,体

现的更多是科技巨头的跨界经营对传统银行产生的

竞争效应,缺乏金融科技对银行赋能作用的探索。

第二,媒体关注指数则因曝光形式与资讯平台披露

方式的限制,不能将新闻落实到个体层面,仅能从全

量统计上识别新闻总量,难以排除其中存在的识别

噪音。 第三,成立子公司,对外合作以及自身研发等

度量方式维度单一,没有全面覆盖银行开展金融科

技业务的多种模式,在刻画金融科技对银行产生影

响的渠道机制上存在困难。

为涵盖银行开展金融科技的不同模式以及外界

技术对银行的赋能作用,本文选取城市金融科技相

关专利产出数量作为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代理

变量,专利产出数量越多,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

高。 选取城市金融科技专利产出数量的原因有三:

第一,金融科技的创新产出形式多样,应用模式

繁多。 诸如新产品新方法的创新,或老产品老方法

的改进等。 前者多为小额贷款、消费金融、零售银行

等依托大数据、区块链新兴技术激发的全新业态,后

者多为移动支付、微营销等传统业务的数字化拓展。

但这些业务指标均存在难以量化且覆盖范围不全面

等问题。 而金融科技专利数量是衡量城市金融科技

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由于国内的专利引证指标,

专利族规模等数据存在系统性的缺失,且金融科技

相关专利在专利分类号中尚不存在明确的划分。 因

此本文采用关键词词频统计的文本识别方式,借助

知网搜索引擎识别金融科技专利申请数量的数据。

第二,金融科技专利产出并非完全由银行所贡

献,许多技术导向型企业也会参与金融科技专利的

研发。 以北京为例,年均银行申请的金融科技专利

约占全部金融科技专利的 8. 96% ,说明非银行企业

实际上主导了金融科技的研发。 一方面银行可以通

过开放合作,利用现有专利技术对自身进行赋能,从

而降低银行风险。 另一方面其他企业的金融科技专

利产出也会对银行的金融科技发展具有技术溢出效

应,促使银行加大研发投入,发展自身的金融科技。

以国有五大行为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在 2018 年年报中提及金融科技

的数量分别是 15 次、64 次、7 次、21 次和 21 次。 说

明银行对金融科技的研发前所未有的重视,积极采

取数字化转型措施,主动拥抱金融科技。

第三,从现有银行开展金融科技的实践来看,主

要采取的方式为与外部机构合作,占比达 91. 49% ⑥。

一方面,银行的大部分研发能力掌握在总部手中,银

行总部与同城市企业长久以来建立的互信机制促进

　 　 表 1 金融科技相关度量指标

指标类别 构建方式 来源 层级

互联网金融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战明华等[23]

城市

城市

媒体关注 和讯银行金融科技新闻

百度新闻(金融科技关键词)

百度指数(金融科技关键词)

王靖一和黄益平[34]

李春涛等[19]

盛天翔和范从来[21]

城市,银行

城市,银行

城市

成立子公司 银行官网是否成立子公司公告 Zhang 等[35] 银行

对外合作 银行金融科技合作公告数量

城市金融科技公司数量

徐晓萍等[36]

宋敏等[37]

银行

城市

自身研发 银行年报提及“金融科技”次数 唐也然[38]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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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企在新技术上合作,即使银行机构并没有足够的

资金与时间进行金融科技研发,外部机构所发展的

金融科技仍会存在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 另一方

面,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仍处于初步阶段,企业融

资渠道较为单一,银行信贷是企业与个人外部融资

的最主要来源。 以企业融资为例,长期以来银行贷

款占其融资总额的 60% 以上⑦。 也正因此,金融科

技的专利应用集中于银行业务场景⑧。 以北京市为

例,79. 32%的金融科技专利中包含“银行”这一关键

词。 这一数据说明,虽然城市金融科技的发展并非

完全由银行所推动,但银行仍是金融科技赋能的关

键主体。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进行如下三个步骤提取金

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 首先,利用《金融科技(Fin-

Tech)发展规划(2019—2021 年)》和《中国金融科技

运行报告(2018)》等金融科技相关重要文件和媒体

报道,在金融科技技术名称的段落中,借助 TF-IDF

算法排序关键词权重,人工提取与金融科技相关共

计 35 个关键词。 其次,将这些关键词与申请人注册

地址相匹配,并在中国知网专利数据库中分年度进

行搜索,得到分城市的金融科技专利产出数量⑨。 并

手工整理所有数据。 在随机抽样检查其摘要,权利

要求书等项之后,发现搜索得到的专利结果绝大多

数属于金融创新且能够应用于金融领域,主要由当

地涉足金融的互联网企业(如百度)和传统金融机构

(如工商银行)所申请,对城市金融科技的发展具有

良好的代表性。 最后,将每个城市层面的金融科技

专利产出数量进行加总求和并除以城市生产总值

(GDP),得到分年度的每 GDP 新增金融科技专利产

出数量。

3. 3　 计量模型构建

参考郭品和沈悦[17]、顾海峰和杨立翔[22] 的做

法,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来分析城市金融科技发

展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RISKit =α+βPATENTmt+γCONTROLS+δ i+θ t+∈ it,

(1)

式中,被解释变量 RISK it 表示银行 i 在第 t 年的风险

水平;解释变量 PATENTmt 表示银行 i 所在城市 m 第

t 年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CONTROLS 表示银行个体

特征和所在城市特征的控制变量;δi 表示银行个体

固定效应,由于城市固定效应会被银行固定效应所

吸收,因此本文事实上也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θt 表

示年份固定效应;∈ 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本文所关注

的核心系数为 β,其度量了城市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

风险的影响,预期该系数显著为负。

3. 4　 核心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银行风险(RISK)。 有关银行风

险的度量,现有研究中一般利用风险加权资产占总

资产的比例、不良贷款比例、Z-score 等指标作为衡

量银行风险水平的变量。 但后两者均度量银行被动

贷后风险,并非银行主动的风险管理行为。 因此本

文主要参考金鹏辉等[39]、邱晗等[4]的做法,采用风险

加权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RISK)作为银行风险的

代理变量,以银行风险加权资产比度量银行的主动

风险承担行为,更为贴近本文研究金融科技赋能风

险管理的目的。 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主要是依据《商

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各类表内资产赋予

不同的风险权重求和所得。 风险加权资产占比越

高,说明银行风险水平越大。

2) 解 释 变 量: 城 市 金 融 科 技 发 展 水 平

(PATENT)。 选取上文构建的每 GDP 新增金融科技

专利数量。 由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标具有显著的

右偏性,本文将其进行对数变换,作为衡量银行所在

地该年度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PATENT)指标。

3)机制变量:信贷业务规模(CREDITLOAN),经

营扩张规模(BRANCH)度量银行面临的信息不对称

水平。 零售业务规模(CREDITLOAN),中间业务规

模(IBN)度量银行的业务边际拓展水平。 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EPU),营商环境不确定性(ROASD)度量

银行面临的外部风险水平。

4)控制变量:在商业银行风险水平的影响因素

中,除了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以外,还包括商业银行个

体特征、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两大类控制变量。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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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理和李书灏[40]、顾海峰和杨立翔[22] 的做法。 考虑

取对数后银行总资产( SIZE)、取对数后银行年龄

(AGE)、资产回报率(ROA)、成本收入比(CRR)、贷款

增长率 ( LGR)、存款增长率 ( DGR)、贷款拨备率

(LPV)作为商业银行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考虑到本

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因此本文

引入城市国民生产总值增速(GDPR)、广义货币供应

量增速(M2R)、城市贷存比(LDR)作为城市经济发展

状况控制变量。 另外,本文也控制了北京大学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PKUFIN)以排除城市互联网金融发展水

平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变量定义汇总于表 2。

3. 5　 描述性统计

表 3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 从各

变量的中位数与均值差异来看,总体上本文的变量

分布较为合理,不存在严重的偏态特征。 其中 PA-

TENT 在缩尾处理后的最大值,平均值和标准差也

远大于中位数,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金融科技的发

展极不平均,主要依靠少数城市的企业带动。 表 4

报告了中国银行金融科技占比前 10 城市的金融科

技发展水平。 其中银行占比最高的长春市也仅有

10. 68% ,对于年均新申请金融科技专利数量最多

的北京,银行申请的金融科技专利也仅占全部金融

科技专利的 8. 96% ,说明非银行企业实际上主导

了金融科技的研发。 表 5 报告了金融科技专利中

包含“银行”关键词专利的分年度统计,新增银行

科技专利占比在 30% 左右波动,说明银行是金融

科技的赋能主体。 基本统计数据与本文的预期

一致。

　 　 表 2 主要变量的基本定义

变量 符号 定义方式

银行风险 RISK 银行加权风险资产总额与总资产的比值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PATENT 城市每 GDP 新增金融科技专利数量的自然对数

信贷业务规模 CREDITLOAN 银行当年信用贷款余额与贷款余额的比值

经营扩张规模 BRANCH 银行当年拥有分支机构总数的自然对数

零售业务规模 RETAILLOAN 银行当年个人贷款余额与贷款余额的比值

中间业务规模 IBN 银行当年手续费与佣金收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EPU Baker 等[4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营商环境不确定性 ROASD 银行同城市企业三年滚动 ROA 标准差的平均值

银行规模 SIZE 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银行年龄 AGE 当前年份与银行注册时间之差的自然对数

资产回报率 ROA 银行当年资产回报率

成本收入比 CRR 银行营业费用加折旧与营业收入之比

贷款增长率 LGR 相对去年同期银行贷款总额增长率

存款增长率 DGR 相对去年同期银行存款总额增长率

贷款拨备率 LPV 银行当年贷款拨备率

国民生产总值增速 GDPR 相对去年同期城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 M2R 相对去年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城市贷存比 LDR 各城市当年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

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 PKUFIN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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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p25 中位数 p75 最大值

RISK 751 66. 18 9. 69 39. 72 60. 22 66. 12 72. 07 90. 87

PATENT 833 12. 38 27. 53 0. 00 0. 37 1. 90 8. 31 111. 46

CREDIT-

LOAN
726 1. 08 0. 96 0. 01 0. 34 0. 81 1. 51 4. 06

RETAILLOAN 740 2. 14 1. 26 0. 04 1. 19 1. 97 2. 99 5. 43

BRANCH 835 4. 88 1. 42 2. 20 4. 06 4. 62 5. 31 10. 12

IBN 830 9. 69 8. 16 0. 44 3. 28 7. 41 14. 19 35. 88

EPU 835 2. 67 1. 34 1. 14 1. 24 1. 81 3. 65 4. 60

ROASD 812 4. 22 5. 47 0. 31 1. 85 2. 66 3. 98 35. 95

SIZE 835 16. 72 1. 61 14. 03 15. 67 16. 39 17. 33 21. 42

AGE 834 2. 81 0. 43 1. 10 2. 71 2. 89 3. 04 3. 47

ROA 835 0. 88 0. 36 0. 05 0. 66 0. 86 1. 06 1. 88

CRR 830 33. 92 7. 84 18. 46 28. 76 32. 97 38. 49 59. 73

LGR 835 9. 84 0. 46 8. 83 9. 51 9. 78 10. 10 10. 88

DGR 835 9. 48 0. 48 8. 50 9. 09 9. 56 9. 88 10. 52

LPV 797 3. 20 0. 88 1. 49 2. 60 3. 00 3. 68 6. 54

GDPR 835 7. 35 5. 82 -22. 19 6. 00 8. 32 10. 30 19. 75

M2R 835 11. 10 2. 02 8. 08 9. 04 11. 33 13. 34 13. 59

LDR 824 63. 06 12. 78 29. 10 54. 11 64. 19 71. 35 95. 94

PKUFIN 835 1. 99 0. 44 1. 16 1. 67 1. 99 2. 32 2. 85

　 　 表 4 主要城市年度新增金融科技专利

城市 新增值 银行新增值 银行占比

长春 103 11 10. 68%

烟台 30 3 10. 00%

北京 18268 1637 8. 96%

贵阳 59 4 6. 78%

台州 18 1 5. 56%

唐山 29 1 3. 45%

成都 944 32 3. 39

南昌 102 2 1. 96%

深圳 9355 124 1. 33%

济南 439 5 1. 14%

　 　 表 5 银行金融科技专利年度新增值

城市 新增值 银行新增值 银行占比

2013 3455 849 24. 57%

2014 4405 1456 33. 05%

2015 5722 1997 34. 90%

2016 7008 2403 34. 29%

2017 9297 2878 30. 96%

2018 12914 3768 29. 18%

　 　 4　 实证分析

4.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6 汇报了城市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风险的模

型(1)回归结果。 列(1)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65·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表 6　 城市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因变量 =

RISK　
(1) (2) (3) (4)

PATENT
-0. 0242∗

(0. 0125)

-0. 0658∗∗∗

(0. 0220)

-0. 0908∗∗∗

(0. 0301)

L_PATENT
-0. 0864∗∗∗

(0. 0301)

SIZE
-4. 989

(3. 899)

-4. 479

(3. 768)

AGE
-5. 962

(5. 884)

-5. 622

(5. 775)

ROA
3. 583∗∗

(1. 528)

3. 816∗∗

(1. 555)

CRR
-0. 102

(0. 0926)

-0. 107

(0. 0902)

LGR
-3. 208

(4. 807)

-4. 400

(4. 611)

DGR
2. 878

(5. 246)

3. 196

(5. 179)

LPV
1. 334∗∗

(0. 558)

1. 190∗∗

(0. 594)

GDPR
-0. 0143

(0. 0515)

0. 00742

(0. 0519)

M2R
-3. 245∗∗

(1. 549)

-3. 564∗∗

(1. 554)

LDR
0. 266∗∗∗

(0. 0555)

0. 266∗∗∗

(0. 0573)

PKUFIN
-8. 312

(7. 899)

-10. 18

(7. 766)

BANKF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F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N 751 751 735 732

Adj. R2 0. 005 0. 722 0. 792 0. 792

　 　 注: 括 号 内 的 数 值 为 城 市 层 面 的 聚 类 标 准

误,∗∗∗,∗∗,∗分别表示 1% ,5% ,10% (双尾)的统计显著

性水平。 以下各表同。

列(2)未加入固定效应,列(1)(2)(3)回归结果显示

PATENT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表明金融科技越发

达的城市,银行的风险水平越低,符合经济直觉和

理论预期。 金融科技赋能银行数字化转型,降低银

行风险水平。 在基础设施层,云计算技术赋能银行

IT 架构从分散式变迁至集中式,降低数据存储与计

算机算力成本。 在业务中台层,大数据技术赋能银

行在单笔贷款层面进行精细化数据管理,降低数据

处理成本,提高业务流转效率。 在业务应用层,银

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预测能力,采用大数据风

控,智能风控,实时风控等手段有效地减少对人工

经验判断贷款风险的依赖,利用更具客观性的风险

特征画像,精准地预测并应对未来风险。 列(4)中

L_PATENT 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风

险管理能力的赋能作用具有时间延续性。 从列

(3)的经济显著性来看,PATENT 每增加一个标准

差,RISK 平均降低 3. 77% ⑩。 上述结论证实了本文

的假设 H1。

4. 2　 减缓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影响金融机构经营稳定最主要难

题之一,传统征信体系难以覆盖市场中银行的全部

贷款客户[31],这无疑是加剧银行风险的主要“痛点”

之一。 由于面临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银行对贷款的

发放极为谨慎,申请流程较为复杂[42]。 传统征信方

式侧重对财务报表和银行存款等“硬信息”进行信用

评估,但这对于缺乏相关信息披露的小微企业以及

个人是不全面的。 因此传统银行主要依托分支机构

的实地调研获取客户信用信息,但分支机构扩张所

导致的经营层级增多也带来了委托代理问题。 而金

融科技可以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获取客户的更多

“软信息”并将其转化为“硬信息” [26],经营活动以及

消费行为所产生的“软信息”能够丰富银行在征信中

采纳的数据维度,使银行进行更为精准的信用评估,

提升银行的征信能力[8],降低对银行分支机构实地

调研征信的依赖,减少银行风险。

本文采用银行当年信用贷款余额占贷款余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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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CREDITLOAN)度量银行信贷业务规模,以及

当年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自然对数(BRANCH)来度

量经营扩张规模。 理由在于信贷业务缺乏抵质押

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其风险不确定性相对较高。

而银行的分支机构扩张意味着商业银行自身管理半

径的扩大,层级增多,总行与分行间信息不对称和委

托代理问题凸显,从而导致银行风险水平上升[43,44]。

表 7 汇报了金融科技降低信息不对称作用的机

制检验,其中列(1) (2)分别为金融科技对信贷风

险,扩张风险的降低作用检验。 列(1)(2)中 CRED-

ITLOAN、BRANCH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金

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银行所面临的信贷风

险与扩张风险越低。 金融科技增进了银行的数据获

取,存储和处理能力,增强对贷款客户的征信能力以

及对分支机构的监督能力,减小银行与信贷客户及

分支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降低风险水平。

表 7 金融科技减缓信息不对称的机制检验

因变量=RISK (1) (2)

PATENT
-0. 0539

(0. 0374)

-0. 0498

(0. 0379)

PATENT×CREDITLOAN
-0. 0262∗

(0. 0149)

PATENT×BRANCH
-0. 0288∗∗

(0. 0113)

CREDITLOAN
0. 266

(0. 683)

BRANCH
4. 827∗∗

(2. 329)

BANKFE Control Control

YEARFE Control Control

控制变量 Control Control

N 686 735

Adj. R2 0. 797 0. 798

　 　 综上分析,金融科技可以通过减缓信息不对称

问题从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具体表现为减少

银行所面临的信贷风险和扩张风险,假设 H2 成立。

4. 3　 促进业务边际拓展

作为一种重要的银行经营战略,业务边际拓展

所带来的风险分散化能够显著的降低银行风险,但

风险分散战略对资产相关性具有严格的要求。 相关

性较低的业务边际拓展有助于银行进行风险分

散[40,45]。 而相关性较大且波动性较高的业务反而会

增加银行风险[46]。 就本文而言,金融科技助力银行

向长尾市场渗透,促进零售业务的发展。 其交易呈

现交易零星分散,单笔金额较小,业务关联度低,流

动性较强等特点[31],在借助金融科技解决征信难的

问题,使信息成为抵质押品之后能够有效发挥风险

分散作用[47]。 因此,金融科技所推动的零售业务的

发展有助于增强银行业务分散化进而降低其风险水

平。 但在其他非利息收入如中间业务等方面,银行

可能较少采取金融科技手段。 其原因在于:一方面,

中间业务涵盖广泛,且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较高,短期

内难以形成标准化的科技业务流程,属于金融科技

应用领域的深水区,短期内无法实现突破[48]。 另一

方面,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与利息收入相关度较高

且波动性较大,在非存贷业务敞口过大时反而会增

加银行风险[46],盲目推进金融科技在中间业务的应

用可能不利于银行的风险分散。

为了考察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业务边际拓展的

作用,本文采用银行当年个人贷款余额占贷款余额

的比例(RETAILLOAN)度量银行零售业务规模,银

行当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值( IBN)

度量银行中间业务规模进行实证检验。

表 8 汇报了业务边际拓展对降低银行风险的中

介效应。 列(1)中 PATENT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

融科技发展会显著增加银行的零售业务边际拓展,

促进业务分散化。 列(2) 在加入 RETAILLOAN 后

PATENT 的系数仍然显著,但绝对值有所降低,支持

了金融科技促进零售业务发展进行风险分散的间接

中介效应。 列(3)中 PATENT 的系数在 10% 水平上

并不显著,表明金融科技尚未突破银行中间业务的

应用深水区,尚不能拓展中间业务规模。

·85·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表 8　 金融科技促进业务边际拓展的机制检验

(1) (2) (3)

因变量 RETAILLOAN RISK IBN

PATENT
0. 00521∗

(0. 00288)

-0. 0856∗∗∗

(0. 0286)

0. 0123

(0. 0203)

RETAILLOAN
-0. 602

(0. 935)

BANKF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F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控制变量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N 736 696 790

Adj. R2 0. 903 0. 794 0. 895

　 　 综上分析,金融科技可以通过促进银行业务边

际拓展从而降低银行风险,具体表现为促进银行零

售业务边际拓展,假设 H3 成立。

4. 4　 增强风险应对能力

金融科技不仅能够赋能商业银行提升其风险管

理能力,还能够全面提升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和

风险应对能力,有效应对外来冲击。 金融科技发展

也能够有效减轻银行在经营决策中对人的主观经验

判断的依赖,促进银行的无人化、智能化。 特别是在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智能化银行对危机

的预见性使其决策更具有弹性,有助于银行渡过

难关。

本文纳入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和营商

环境不确定性 ( ROASD) 度量银行面临的外部冲

击[41],从而衡量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应对能力的提

升作用。 其中,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年度化的

EPU 指数度量,营商环境不确定性以城市企业平均

滚动三年资产回报率的标准差度量,分别与城市金

融科技发展程度交互,用以验证城市金融科技发展

对银行风险应对能力的提升作用。

表 9 中汇报了金融科技增强银行风险应对能力

的检验。 列(1)(2)中 EPU、ROASD 的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负,表明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和城市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

的提升作用越低。 城市金融科技发展能够赋能商业

银行优化经营结构,重塑业务流程,表现为银行应对

外部风险能力的提升。 综上分析,金融科技可以赋

能银行业务,提升其风险应对能力从而降低风险水

平,具体表现为减轻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营商

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假设 H4 成立。

表 9　 金融科技增强风险应对能力的机制检验

因变量=RISK (1) (2)

PATENT
-0. 0908∗∗∗

(0. 0181)

-0. 108∗∗∗

(0. 0198)

PATENT×EPU
-0. 0175∗∗∗

(0. 00501)

PATENT×ROASD
-0. 0202∗∗∗

(0. 00637)

EPU
-0. 471

(1. 997)

ROASD
-0. 0624

(0. 0812)

BANKFE Control Control

YEARFE Control Control

控制变量 Control Control

N 735 720

Adj. R2 0. 797 0. 808

　 　 5　 异质性分析

5. 1　 规模异质性

在中国,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往往

具有规模,人才和科技基础建设等优势,但其也面临

着内部层级复杂、决策链长、委托代理成本较高等问

题。 且这类银行由于其国有背景或上市背景,受各

方面监督和股东制约较强,在采用金融科技的决策

上更加审慎。 而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

则具有决策半径小,管理层距离市场近等比较优势,

开展金融科技业务上更具灵活性,所产生的风险管

理边际效应更为显著。 为了考察不同银行规模下,

金融科技发展对降低银行风险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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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有大型银行或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分

别划为大小银行两类。 并利用总资产规模的中位

值,将资产规模大于中位值的划归为大型银行,其余

划归为中小银行。

表 10 汇报了不同银行规模下金融科技降低银

行风险的异质性影响。 列(1) (2)分别为国有大型

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的分组回归

结果。 从 PATENT 的系数大小可以看出,金融科技

对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降低作用更明显。 列(3)

(4)分别列示了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分组回归结

果,从 PATENT 的系数大小可以看出,金融科技对中

小银行的风险降低边际效应更为显著。
表 10　 金融科技降低银行风险的规模异质性

(1) (2) (3) (4)

因变量=

RISK
国有和股份 城商行 大型银行 中小银行

PATENT
-0. 0642∗∗∗

(0. 0274)

-0. 0820∗∗

(0. 0378)

-0. 0724∗∗

(0. 0370)

-0. 114∗

(0. 0613)

BANKF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F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控制变量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N 107 628 404 331

Adj. R2 0. 870 0. 798 0. 783 0. 840

　 　 5. 2　 监管强度和征信意识的异质性

为了考察何种措施可以助力金融科技赋能商业

银行,更好地发挥城市金融科技发展增强银行风险

防范能力的作用。 本文考察如下两个异质性:第一,

根据 Silber[49]所提出的约束引致理论,本文认为银行

出于监管套利目的,提高盈利能力是金融科技创新

的重要动机之一。 而银保监会对银行经营行为的监

管则是防止银行引发金融风险的保障。 第二,各地

方居民的征信意识强弱也将进一步影响金融科技征

信作用的发挥,对缓解银行与各城市客户信息不对

称问题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引入地方银保监局发布的

监管惩罚公文数的自然对数(PUNISH),百度指数关

于“征信”关键词的搜索指数(CREDIT)作为地方监

管强度和地方居民征信意识的度量。 与城市金融科

技发展水平进行交互,以检验其中存在的异质性。

表 11 汇报了金融科技降低银行风险的异质性

检验。 列(1) (2)分别报告了地方监管强度和居民

征信意识对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降低银行风险经

济影响的回归检验。 列(1)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地方监管能力越强,越能够促使金融科技的规

范性发展,发挥其在风险防范中的良性作用,从而降

低银行风险。 列(2)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地

方居民征信意识越强,银行更容易发挥金融科技辅

助征信的作用从而降低银行风险。

表 11 监管强度和征信意识的异质性

(1) (3)

PATENT
-0. 0685∗∗∗

(0. 0172)

-0. 0435∗

(0. 0238)

PATENT×PUNISH
-0. 00992∗∗∗

(0. 00374)

PATENT×CREDIT
-0. 0397∗∗∗

(0. 0114)

PUNISH
-0. 0591

(0. 145)

CREDIT
0. 243

(0. 727)

BANKFE Control Control

YEARFE Control Control

控制变量 Control Control

N 735 708

Adj. R2 0. 795 0. 804

　 　 6　 稳健性检验

6. 1　 内生性处理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城市金融科技发展会显著降

低银行风险。 然而,城市金融科技发展与银行风险

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关系,银行风险较大的城市具

有主动发展金融科技进而降低风险水平的激励。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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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风险的影响因素较为混杂,可能存在遗漏变量

问题进而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误。

参考李春涛等[19]构建的媒体对金融科技的关

注指数的做法。 本文使用上文中构造城市金融科

技发展水平所采用的 35 个关键词。 利用百度新闻

高级检索分年度的收集“城市+关键词”新闻数量

(BAIDU)并进行汇总求和,用其当年人均数量的

自然对数代表各城市媒体对城市或银行层面金融

科技发展的新增关注度,作为 PATENT 的工具变

量。 一方面,城市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会影响到媒

体对该城市金融科技的关注度。 城市金融科技发

展水平越高,媒体对城市金融科技的关注力度越

强。 另一方面,由于媒体并不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

行为,难以直接通过关注力度的强弱影响银行风

险。 因此该类型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

个约束条件。

表 12 汇报了城市层面媒体对金融科技关注度

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Cragg-Donald F 值 81. 77,其

值大于 10,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说明本文选取的工

具变量是有效的。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BAIDU 的

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媒体金融科技关注

度与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正相关,符合理论预期。

表 12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1) (2)

因变量=RISK PATENT_IV RISK

BAIDU
18. 00∗∗∗

(1. 730)

PATENT_IV
-0. 275∗∗∗

(0. 0534)

BANKFE Control Control

YEARFE Control Control

控制变量 Control Control

N 724 662

Cragg-DonaldWaldF 81. 77

Adj. R2 0. 746

第二阶 段 结 果 显 示, 在 减 轻 内 生 性 问 题 之 后,

PATENT 的工具变量预测值 PATENT_IV 系数方向及

显著性与原有结果相近,表明城市金融科技发展可

以有效地降低银行风险。 这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

6. 2　 稳健性检验

1)增加控制变量。 首先,考虑影响银行风险水

平的因素较多,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本文增加省

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进行检验。 其次,考虑银行风

险可能存在跨期效应,当期风险水平与上一期风险

水平相关,本文增加银行风险的滞后项(L_RISK)作

为控制变量进行检验。 最后,考虑邻近城市的金融

科技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增加最近球面距离 3 个城

市( PATENT3 ),5 个城市 ( PATENT5 ),10 个城市

(PATENT10)金融科技专利占 GDP 比重的自然对数

作为控制变量。 稳健性检验结果报告于表 13,

PATENT 的回归系数与前文的发现保持一致。

2)更换解释变量。 为排除变量统计与计算方式

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本文计算了城市新增金融科技

专利数 ( PATENT_A),城市累计金融科技专利数

(PATENT_B),城市新增金融科技专利数占 GDP 的

比重 ( PATENT _C),城市累计金融科技专利数占

GDP 的比重(PATENT_D),城市累计金融科技专利

数占 GDP 比重的自然对数(PATENT_E),银行金融

科技专利占 GDP 比重的自然对数(BANKFIN),非银

行金融科技专利占 GDP 比重的自然对数 ( NON-

BANKFIN)作为解释变量。 稳健性检验结果报告于

表 14,结论仍与上文保持一致。

3)删除极端样本。 考虑到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存

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超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支付

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所在地杭州或浙江省,

以及央行公布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城市的平均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可能稍高于其他城市的金融科技

发展水平,使得本文的回归结果可能受到部分极端

值的影响。 为此本文剔除逐步隶属于上述地区的样

本,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15,主要结论仍与前文保持一

致,进一步增强了结果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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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 增加控制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RISK (1) (2) (3) (4) (5) (6)

PATENT
-0. 104∗∗∗

(0. 0305)

-0. 115∗∗

(0. 0446)

-0. 130∗

(0. 0671)

-0. 0884∗∗∗

(0. 0268)

-0. 0885∗∗∗

(0. 0271)

-0. 0955∗∗∗

(0. 0296)

L_RISK
-0. 0886

(0. 0559)

PATENT3
0. 996

(12. 52)

PATENT5
1. 829

(20. 91)

PATENT10
21. 42

(34. 06)

BANKF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F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PROVINCE×YEARF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控制变量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N 751 735 621 687 672 660

Adj. R2 0. 776 0. 847 0. 865 0. 791 0. 789 0. 798

　 　 7　 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 2013—2018 年中国商业银行的年度

数据,借助城市金融科技专利产出度量城市金融科

技发展水平,并从减缓信息不对称,促进业务边际

拓展,增强风险应对能力三个角度验证金融科技对

银行风险的减缓作用。 研究结论表明,金融科技赋

能商业银行,显著降低其风险水平,且这一效应在

小银行中更为显著。 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

健性检验之后,本文的结论仍然成立。 机制分析表

明,首先,金融科技能够减缓银行面临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降低信贷业务风险与经营扩张风险。 其

次,金融科技能够促进银行零售业务的发展,这对

银行的风险分散有积极影响。 最后,金融科技的发

展赋能银行提高其风险应对能力,从而有效应对宏

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城市营商环境不确定性的

冲击。 而且,市场监管能力的提高和城市居民征信

意识的增强均可以进一步增强金融科技赋能的风

险管理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

坚战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首先,银行业应重视金

融科技业务的开展,在自身研发与对外合作的“内外

兼修”两方面齐头并进,主动拥抱金融科技并借助科

技巨头的研发实力,这有助于银行控制风险敞口,实

现更高的风险绩效。 其次,本文的研究显示,金融科

技通过减缓信息不对称,促进业务边际拓展,增强风

险应对能力三个渠道降低银行风险。 银行业改革应

积极利用金融科技破除金融市场中的信息壁垒,利

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风控体系,实现风

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并基于信息技术拓展业

务边际,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不仅银行应利用金融

科技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提升运营效率。 监管部门

也应从长远视角加强顶层设计,在可控范围内稳步

推进银行业的金融科技的应用,并积极推广数字信

用的应用普及,培养居民征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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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4 更换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RISK (1) (2) (3) (4) (5) (6) (7) (8)

PATENT
-0. 0899∗∗∗

(0. 0270)

PATENT_A
-0. 438∗∗∗

(0. 0944)

PATENT_B
-0. 0679∗∗∗

(0. 0229)

PATENT_C
-0. 845∗∗∗

(0. 250)

PATENT_D
-0. 231∗∗∗

(0. 0640)

PATENT_E
-0. 339∗∗∗

(0. 0880)

BANKFIN
-0. 476∗∗∗

(0. 138)

NONBANKFIN
-0. 857∗∗

(0. 385)

BANKF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F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控制变量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N 735 735 735 735 735 735 735 735

Adj. R2 0. 793 0. 796 0. 795 0. 793 0. 796 0. 797 0. 793 0. 792

　 　 表 15 去除极端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因变量=RISK 去除北上广深 去除北上广深杭 去除浙江省 非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城市 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城市

PATENT
-0. 0880∗∗

(0. 0392)

-0. 0774∗∗

(0. 0353)

-0. 0941∗∗∗

(0. 0304)

-0. 732∗∗∗

(0. 0268)

-0. 107∗∗∗

(0. 0537)

BANKF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F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控制变量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N 633 618 658 137 598

Adj. R2 0. 751 0. 755 0. 743 0. 750 0.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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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来自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对金融科技的定义,现已成

为全球共识。

②见零壹智库 Pro《商业银行科技战略案例库》 https: / /

www. 01caijing. com / topic / 1117. htm.

③截至 2020 年 10 月已拦截金融诈骗超 39 万笔,避免直

接经济损失超 97 亿元,在实现风险管理,推动诚信社会建设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④自 2019 年 12 月央行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以来,

截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已有 132 个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公示。

⑤如依托百度新闻搜索量形成的媒体关注指数存在广告

推送,新闻联想结果不精确等噪音问题。

⑥2020 年 3 月,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商业银行及非银行支

付机构金融科技业务发展情况调查报告》。

⑦来源于 Wind 数据计算。

⑧另一代表性数据:截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132 个金融

科技创新应用中有 124 个项目由银行申报,银行参与度

93. 24% 。

⑨对济南市的金融科技专利检索式为:FT = (云计算+人

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征信+机器学习+数据分析+

移动支付+智能合约+生物识别+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语义搜

索+异构数据+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文本挖掘+差分隐

私+NFC+虚拟现实+智能投顾+商业智能+并发+数字货币+网

联+身份验证+信息安全+网络安全+5G+全息投影+流计算+

数据挖掘+存储+深度学习)ANDFT=金融 ANDDZ%济南。

⑩经济显著性的计算方式为自变量回归系数与自变量标

准差的乘积除以因变量的平均值。

如汇总求和北京市的金融科技媒体关注指数方法:“北

京市+大数据”“北京市+人工智能”“北京市+物联网”等 35 个

关键词组合的新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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