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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营造有利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支持专精

特新企业发展，该举措释放了鼓励小微企业自主创新的明确信号，对于广大小微

企业无疑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积极影响。从中国实践来看，小微企业占中国市场

主体的 95%以上，为全国贡献了 80%的就业，在专利发明、GDP、税收上的贡

献比例分别为 70%、60%、50%，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但小

微企业财务脆弱性显著，融资需求与金融供给侧的矛盾突出。虽然中国持续加码

小微信贷，使其贷款数额有所增加，但相当一部分小微企业仍面临融资困境，无

法获得贷款，限制了小微企业自身的发展以及功能的发挥。与此同时，金融与科

技的融合改变了金融业的运行机制，金融科技企业通过新兴技术的应用，使其业

务范围扩展到长尾小微客户，为小微企业的融资带来了新的平台。在此背景下，

本文通过分析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模式，重点对金融科技企业在解

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上的优势、显现出的问题以及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价，并选取

平安普惠为案例进行剖析。最后，通过金融科技促进小微企业融资规模化发展提

升中国小微企业贷款效率，拓宽小微企业在中国金融领域的融资渠道，降低小微

企业融资成本赋能小微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本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国内外文献综述等；

第二部分对金融科技、小微企业相关概念以及文章理论基础进行阐述；第三部分

对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小微

企业融资规模持续扩张、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并且在金融科技的支持下，信贷融

资覆盖了更多的长尾小微客户。第四部分选取陆金所控股旗下平安普惠为例，分

析平安普惠主要通过“AI+O2O”融资模式、“金融+经营”双轮驱动模式以及“5+3”

创新融资模式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第五部分重点对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

成效，存在问题以及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陆金所控股旗下平安普惠

公司通过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费率以及提高贷款效率等方式促进了小微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第六部分对文章进行总结分析并从完善征信体系、加强金融科技

监管等几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关键词：金融科技 小微企业 信贷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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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s to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technological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specialized, and new enterprises. This measure has released a

clear signal to encourag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by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which will undoubtedly have an important and far-reaching

positive impact on the majority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practice,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ccount for

over 95% of the market share in China, contributing 80% of employment

to the country, and contributing 70%, 60%, and 50% to patent inventions,

GDP, and tax revenue, respectively, making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However, the financial

fragility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s significant,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inancing demand and financial supply side is

prominent. Although 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loans to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still fac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nd are unable to obtain loans,

limiting their own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gration of finance and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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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 financial technology enterprises have expanded their

business scope to small and micro customers in Long Tail, bringing a new

platform for financing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valuating the advantages, emerging problems, and

existing risks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enterprises in solving the financing

problems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by analyzing the model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enabling credit financing for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selects Ping An Pratt&Whitney as a case for analysis.

Finally, through financial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financing, improve the loan

efficiency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China, broaden the financing

channels for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the Chinese financial field,

reduce the financing costs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enable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to alleviate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nd

expensive issues.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significance, and literature review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econd part includes the elaboration of concepts related to financial

technology,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article; The third part main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nancing

for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enabled by financial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financing scale of smal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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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enterprises in China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the financing

channels have continuously widened. With the suppor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credit financing has covered more long-tailed small and

micro customers. The fourth part selects Ping An Pratt&Whitney, a

subsidiary of Lujin Holding,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at Ping An

Pratt&Whitney mainly supports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financing

through the "AI+O2O" financing model, the "finance+operation" dual

wheel drive model, and the "5+3" innovative financing model; The fifth

part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problems, and reasons

for the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with Ping An Inclusive

Empowerment. The sixth part mainly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article

and proposes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improving the credit reporting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technology supervision. Through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Ping An

Pratt&Whitney, a subsidiary of Lujinsuo, has promo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by broadening financing

channels, reducing financing rates, and alleviat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Key words: Financial technology;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Credit

financing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问题研究——以平安普惠为例

目 录

1 绪论 ............................................................ 1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1

1.2 文献综述 .................................................... 2

1.2.1 关于金融科技的相关研究 .................................2

1.2.2 关于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相关研究 .........................3

1.2.3 关于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相关研究 .................4

1.2.4 文献评述 ...............................................5

1.3 研究框架和方法 .............................................. 5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5

1.3.2 研究方法 ...............................................6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6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8

2.1 相关概念界定 ................................................ 8

2.1.1 金融科技 ...............................................8

2.1.2 小微企业的定义和特点 ...................................8

2.2 理论基础 .................................................... 9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9

2.2.2 信贷配给理论 ..........................................10

2.2.3 金融深化理论 ..........................................10

2.3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优势分析 ..................... 11

2.3.1 打破信息壁垒渠道 ......................................11

2.3.2 缓解融资约束渠道 ......................................11

2.3.3 提升企业效益渠道 ......................................12

3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现状分析 ................... 13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问题研究——以平安普惠为例

3.1 小微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 13

3.1.1 中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分析 ..............................13

3.1.2 中国小微企业融资规模分析 ..............................15

3.2 金融科技发展现状分析 ....................................... 16

3.2.1 金融科技融资规模持续扩张 ..............................16

3.2.2 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加速发展 ..............................17

3.2.3 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 ..................................19

3.3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模式 ......................... 20

3.3.1“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服务创新模式 ..................... 21

3.3.2 多方联合开设智能金融云平台模式 ........................22

3.3.3 数据驱动的互联网小微金融科技新模式 ....................23

3.4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 25

3.4.1 政府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25

3.4.2 金融科技技术含量有待提升 ..............................25

3.4.3 小微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 ................................26

4 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案例介绍 ................... 27

4.1 平安普惠简介 ............................................... 27

4.1.1 平安普惠发展概况 ......................................27

4.1.2 产品介绍 ..............................................28

4.1.3 小微信贷业务流程 ......................................29

4.1.4 行业对比分析 ..........................................30

4.2 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主要模式 ..................... 33

4.2.1“AI+O2O”融资模式 .................................... 33

4.2.2“金融+经营”双轮驱动模式 ............................. 35

4.2.3“5+3”创新融资模式 ................................... 35

5 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案例分析 .................... 38

5.1 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成效 ......................... 38

5.1.1 降低了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38

5.1.2 降低了小微金融业务风险 ................................39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问题研究——以平安普惠为例

5.1.3 提高了小微企业贷款效率 ................................41

5.1.4 提高了小微企业服务渗透率 ..............................42

5.2 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存在的问题 ..................... 44

5.2.1 征信数据难以支撑金融资信模型 ..........................44

5.2.2 技术风险加剧融资模式脆弱性 ............................45

5.2.3 监管手段匮乏滋生违法现象 ..............................45

5.3 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46

5.3.1 信用体系有待建设 ......................................46

5.3.2 风控有效性有待考量 ....................................47

5.3.3 监管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47

6 结论与启示 .................................................... 49

6.1 研究结论 ................................................... 49

6.2 政策启示 ................................................... 50

参考文献 ......................................................... 52

后 记 ........................................................... 56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问题研究——以平安普惠为例

1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金融市场中，小微经济融资需求集中在长尾端，其发展状况一直是社会关

注的重点。根据市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小微企业数量达到 4034

万户，占到总量的 83.3%①
，可见，小微企业为中国的就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

提供了重要支撑。近年来中国致力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但是，小微企业所

得到的金融支撑与其经济总量不相称。与大中企业相比，小微企业获得的金融资

源依然匮乏。这说明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并未完全实现广覆盖，小微企业仍面临着

融资难问题。小微企业融资难很大程度在于信息不对称，而金融科技具有缓解信

息不对称的优势，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使传统金融发生“质”的变化。金融科技一

方面能够帮助小微企业选择与其发展相匹配的融资平台和融资方式，运用金融科

技手段，丰富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完善信贷流程，提高金融机构的贷款发放效率，

精准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创新，改变了传统融资模式服务小微企业

的方式，促使金融资源向长尾小微客户倾斜，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以实现。

本文致力于从不同视角厘清金融科技助力小微企业融资的逻辑顺序，以及金

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具体模式，从而进一步探讨如何更有效的应用金融科

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从而助力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1.1.2 研究意义

从理论角度看，随着金融科技市场进程的加快，服务小微企业越来越受到重

视，但已有研究表明，直接分析金融科技与小微企业融资的理论研究比较少，分

析金融科技监管风险、商业银行小微业务两类研究的文献较多。所以，本文结合

已有研究，从不同维度分析论证金融机构运用金融科技技术对小微企业融资的影

响，在丰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① 数据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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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角度看，一方面，以金融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手段正在悄无声息地

改变着金融业的发展方式，它符合了小微企业的多元化需求，为小微企业提供了

更好的融资方式。另一方面，随着金融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既能发现其在金融服务模式上的巨大潜能，又能反映其在改进服务过程中所存在

的风险，并着重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为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提供决策参考和现

实指引。

1.2 文献综述

1.2.1 关于金融科技的相关研究

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总结，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科技的研究涵盖以下几

方面。一是金融科技的兴起，Alt和 Puschmann（2012）认为金融科技兴起于很

多方面，例如信息技术和消费者行为习惯等。此外，Dapp(2017)认为，金融科技

实际上是一种金融服务，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业务创新，高效、低成本完成

服务内容；Ln Lee（2018）认为金融科技的先进核心技术是金融科技能使金融领

域产生重大变革的重要原因。中国 2000年以来对此类模式也开展了大量研究，

谢平，邹传伟（2012）提出了互联网金融模式，它一种新经济模式，研究发现，

此类运用互联网金融模式，会使金融脱媒现象加剧。提出金融科技的时间相对较

晚，金融稳定理事会（2016）对其做出了初步定义，认为金融科技是一种金融创

新，通过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对金融市场等产生影响，创造了新的业务流程和业

务模式。巴曙松，白海峰（2016）认为金融科技是将新兴科技与金融活动相融合

的产物，是运用科技手段产生的金融创新活动。二是金融科技的发展阶段的研究。

Arner (2015)指出金融科技的发展可分解为三个阶段，分别为:萌芽期、发展期和

繁荣期。陈晓华（2017）提出了金融科技包含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金融科技

1.0、金融科技 2.0和金融科技 3.0阶段，并指出当前中国是第二阶段。李扬，孙

国峰（2020）认为金融科技处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小微企业普惠金

融难以获得满足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渠道。李文红，蒋则

沈（2020）则认为金融科技可以区分为四大模块，并提出金融科技中互联网是最

具发展潜力的技术，这将对现行的模式造成重大的冲击。巩世广，郭继涛（2021）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问题研究——以平安普惠为例

3

建议构建一个基于金融科技的发展模式，该模式以金融科技的基本概念为依据，

利用大数据和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技术，构建与实体经济匹配的投融资体系，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政策建议。

1.2.2 关于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相关研究

通过阅读已有文献，发现国外学者关于小微企业的研究开始较早，国外学者

大多是将计量工具引入其中，从实际问题出发，探讨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综合分

析来看，主要可分为以下两部分。一是关于小微企业融资模式的研究；Simon

Cornee（2010）以葡萄牙小微企业为例，从小微企业融资视角出发，探讨了小微

企业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二是关于小微企业融资新范式的研究。Berger（2011）

研究发现，在交易性贷款技术方面大型银行具有比较优势，但不具有绝对优势，

以融资租赁为例，大型银行在资产贷款技术方面优势较为明显，但是在上述技术

方面，银行的贷款比例并不会受到资产规模等影响而发生变化。Michael（2013）

则认为，由于巴塞尔协议对于银行搜寻客户信息是大力支持的，这给小微企业融

资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使得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提高，质量也得到提升。Hatice

（2014）则以土耳其的银行为例，探讨了小微企业的融资贷款模式，研究结果证

明，对于土耳其的小微企业融资来说，大型银行的贷款支持力度更大，这种支持

力度表现在贷款规模、小微企业贷款比例等方面。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也较多，与国外研究不同的

的是，国内学者研究理论性的分析较少，更多是通过总结具体的实践经验来分析

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具体来看，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小微企业融资

现状的分析。冯宇（2017）通过对广西省小微企业融资为例，来研究小微企业的

融资需求特性，并将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特性总结为需求总量很大，小微企业个

体的需求量又较小，并且所需资金又很急迫的特点。黄燕，周艳明（2020）从银

行视角出发，认为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原因主要在于金融的错配问题，具体体现在

中国经济与金融服务发展的错配，前者呈“正金字塔”式，后者表现为“倒金字

塔”式，致使小微企业缺乏一定的金融支撑。范方志等（2017）以珠三角地区小

微企业为例，通过研究发现，随着供应链融资技术的不断发展，供应链金融能较

容易地解决珠三角地区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二是关于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原因分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问题研究——以平安普惠为例

4

析。常磊（2019）通过分析政府补贴和小微企业融资的具体指标，来探讨二者之

间的关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能正向促进小微企业通过银行获取资金的成功率。

李腾飞（2019）认为在中国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背景下，会使银企合作进行

政策套利，使得银行信贷资金增加，提升小微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可得性。彭峰

（2021）选取了甘南州具有代表性的 30家小微企业，研究发现，小微企业发展

受到的制约因素，关键在于金融支持障碍。

1.2.3 关于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科技影响

企业信贷领域。YongHanJu（2015）认为运用金融科技技术对信贷融资进行技术

分析，通过技术管理控制信用风险，从而降低企业风险，并建立技术评分风险模

型，用于小微企业贷后压力测试。Fenwick（2017）通过梳理和比较不同的金融

模型，得出互联网众筹和 P2P网络借贷平台在识别企业信贷需求和撮合供需双

方面的低成本和高效率。Gomber 等(2018)指出，借助计算机放贷系统等技术的

产生，能够颠覆过去大型金融机构在金融领域绝对领导的模式，进中小金融机构

加速赶超，通过竞争降低企业信贷成本。Cenni等(2015)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研究了银企关系和信贷可获得程度的关系，认为金融科技有助于银行将“软”信

息转化为“硬”信息，缩减银行人工数据收集和决策过程。国内学者对两者的关

系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理论

研究。尹优平（2017）认为，金融技术可以有效地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更好地

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扩大其服务范围。陆岷峰（2019）认为，在加强金融

技术监管的同时，应大力发展金融技术与传统金融理论创新，理论是基础，只有

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后续的实践、案例研究等创新应用。二是金融科技赋能小

微企业融资的实证研究。刘园等（2018）建立了金融科技指标，并对 2003-2016

年除了金融、房地产等上市公司之外的其他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

初期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

完善，实体经济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呈正“U”型增

长；房颖（2021）通过构建链式中介模型，并利用问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

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赋能对小微企业信贷呈现正向影响。三是金融科技赋能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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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资的案例调查分析。周雷等（2019）根据中国第一个数字信用试点城市的

数据，得出了金融技术在小微企业中的应用效果，以及对其它行业的发展具有借

鉴意义。薛菁（2020）基于小微企业的调研数据，通过对小微企业的调查数据，

对传统融资方式和新兴融资方式在小微企业融资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规

范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等对策建议。

1.2.4 文献评述

综上分析，从国内外学术文献的梳理情况来看，目前学界对于小微企业融资

以及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有一系列研究，但也存在需要完善之处。一

是已有文献关于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论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微

观层面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研究相对较少，另外以案例的形式分析某一行业的文

章则更少。二是既有文献关于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研究较少，其研究也

多为理论分析，缺乏实践案例研究。此外，赋能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银行等机构，对于微观企业如金融科技公司赋能小微企业融资发展的研究较

少。随着小微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厘清小微企

业融资存在的问题，探讨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具体模式，对于促进中小

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此，本文将基于已有研究，以陆金所控股旗下

平安普惠公司为例，探讨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发展的实践路径。

1.3 研究框架和方法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的研究安排共分为六部分，主要框架如下：

第一章，绪论。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国内外相关文献，明确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并提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相关概念与理论分析。本章首先阐述了金融科技和小微企业的相关

概念以及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理论。其次，基

于现有理论和研究成果，分析了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要路径。

第三章，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现状分析。本章主要介绍了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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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发展的优势、模式以及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发展存

在的问题。

第四章，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案例介绍。本章先从发展历程、

产品介绍、业务流程和行业优势视角介绍平安普惠企业，接着阐述了平安普惠运

用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主要模式。

第五章，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案例分析。本章主要阐述了平安

普惠运用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成效、存在的问题以及存在问题的原因。

第六章，结论与启示。本章根据案例分析，针对性的提出了发展小微企业的

相关对策建议。

1.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金融科技和小微企业融资之

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1）文献研究法

通过研读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并收集与二者相关的文献，掌握一定的理论

基础，并了解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具体模式，为平安普惠案例的分析提

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2）案例分析法

通过研究众多金融科技企业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案例，选取金融科技企业—

—平安普惠，本文梳理了平安普惠的相关资料，包括陆金所年报、企业荣誉等信

息，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深入分析。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具备一定的新颖性。目前大多数学者

对于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研究大多站在宏观经济层面，对于金融科技企

业赋能小微企业的实践案例较少。在国家大力鼓励小微企业发展的背景下、本文

探索金融科技企业运用金融科技技术服务小微企业的模式研究，具有一定的新颖

性。以陆金所控股旗下平安普惠公司为例进行研究，该企业在融资、知识、营销

等领域探索了一条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创新之路。二是研究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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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上具备一定的新颖性。本文通过对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业务流

程、融资模式以及行业对比分析，探索平安普惠运用金融科技技术对于小微企业

信贷融资产生的积极效应，为金融科技企业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发展提供相应

的启示。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本文案例数据及资料获取渠道主要依靠外部公开

渠道获得，数据资源有限，其相关结论不够完善；二是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学习

了很多知识，积累了不少经验，但限于学识浅薄，对于某些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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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是金融和科技的合成词，“金融”和“科技”是其中两个核心要素，

其中“金融”包含传统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和新兴金融业态三部分，“科技”

是指大数据等新兴科技手段。近几年，金融科技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但目前在国

内外尚未对其形成统一的定义。金融科技最初由金融稳定理事会提出，将金融科

技定义为依靠区块链等技术所引发的金融创新。与传统融资模式不同的是，金融

科技对金融前端产业和后端技术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了创新，并带来了金融机

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方式的变革。虽然不同机构以及众多学者对金融科技

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总体来看，对其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两类，一是认为金融

科技是用科技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司，这些金融服务包含技术创新应用和产品研发

等；二是将金融科技定义为传统业务模式、产品等的金融创新。综上，本文认为

金融科技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在此过程中，创新了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提

升了产品质量，但当技术落地后，其业务本质依旧是金融属性。

2.1.2 小微企业的定义和特点

（1）小微企业的定义

小微企业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在不同国家，因经济发展状况等存在差

异，对其定义有不同的政策规定。2011年 6月 18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

标准规定的通知》。这次新标准将企业细分为大、中、小、微型，首次增加了“微

型企业”，《通知》规定小微企业是小型、微型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和家庭作坊

式企业的统称，并对各行各业中的微型企业给予了不同的定义。本文对于小微企

业的定义为：小微企业是指企业资产总额和从业人数较少，在管理体系和人才配

置等方面与大中型企业存在较大差异的企业，并存在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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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的微型企业。

（2）小微企业的特点

小微企业规模小、资金不足，导致其生存和扩大发展存在障碍和瓶颈，除自

身限制条件外，传统金融模式的发展不健全也影响了小微企业的发展。目前，中

国小微企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营决策权高度集中。小微企业大多采用家族式

运营模式，经营规模小，但经营决策权高度集中，自主式经营范畴。与大中企业

相比，能更迅速地适应市场的变化。但是小微企业正因为规模小、资金少，从而

缺乏现代化、标准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导致企业经营稳定性较差，决策也缺乏科

学依据，导致小微企业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二是企业规模小。大多小微企业规

模较小，资金少，不注重企业管理，也没有专项资金用于聘请专业人士对企业进

行打理。经过长期的发展，小微企业由于一直缺乏系统的管理，导致企业自身经

营面临较大缺陷，也无法准确获悉企业外部的相关信息，影响企业获取融资的渠

道，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三是“轻资产”特性。中国小微企业多以无形资产和流

动资产为主，缺乏用于抵押担保的固定资产，表现出“轻资产”的特性。正是由

于小微企业缺乏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难以达到抵押担保条件，银行对其风险评

估等级较高，认定此项贷款风险较大，加大了小微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资

金难度。

2.2 理论基础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最早由 G.Akerlof、M.Spence 和

J.E.Stigjiz三位学者分别从商品交易、劳动力和金融市场三个视角阐述了信息不

对称理论。他们认为由于交易双方掌握信息存在差异，使市场效率未达到最优状

态，导致出现了不完美市场。Stigliz和Weiss（1981）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研究发现买卖交易中卖方拥有更多信息，此时买方会努力获取更多信息，该博弈

过程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Greenwald et al.（1984）认为企业的

融资约束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呈正相关。此外，信息不对称理论还被广泛应用在

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等领域。De Weerdt Joachim（2019）通过家庭网络视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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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信息不对称。本文案例平安普惠与小微企业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对

于小微企业而言，因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等缺陷，处于信息对等中的优势地位，而

金融科技公司平安普惠却因小微企业信息披露不全、征信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处

于信息获取的劣势地位。这种情况下，平安普惠由于贷前审核的考量，势必会付

出更多的成本，进而影响小微企业获得融资贷款的效率。而且，在金融市场中，

金融产品的交易都是以信息为基础的价值交换，信息也是决定金融资产价格的关

键因素，金融市场中遍布着信息不对称问题，而金融科技通过挖掘交易信息，进

行数据整合分析能够有效抑制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此理论能在金融科技

公司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过程中提供理论支撑。

2.2.2 信贷配给理论

18世纪 70年代，经济学家 Adam Smith (1776年)在他著名的著作《国富论》

中对信贷配给现象进行了论述，说明了信贷配给的实质。Adam Smith认为面对

银行借款市场超额的资金需求，商业银行不会一味地提高利率，消除超额需求，

而是通过非利率手段独立地分配信贷资金，出现了信贷配给现象。从 20世纪 60

年代开始，学者们对信贷配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信贷配给理论确立奠定

了基础。如 Stiglitz和Weiss（1981年）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中

证明了，商业银行会通过非利率的贷款条件审视借款申请者的特性（如经营规模、

财务结构等），提出附加要求以清出部分资金需求者以平衡借款市场。Whette H

（1983年）证明银行的抵押品可以成为信贷配给的影响因素，也会产生借款方

逆向选择风险。Williamson（1986年）也对信贷配给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拓展, 认

为信贷配给现象的产生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 如商业银行监督成本的存在就会

产生高额的费用, 为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 也会导致信贷配给现象的产生。通过

本文可进一步了解到，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技术进行的数据收集、贷

款审批等过程更加全面准确，银行可以充分评估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减小对小

微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而使信贷配给程度降低。

2.2.3 金融深化理论

20世纪 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纳·麦金农（1973）和爱德华·肖（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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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在此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如巴桑特·卡普（1983）

和唐纳德·马西森（1980）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论证了货币金融对实际经济

增长的影响，摒弃了爱德华·肖的“互补性”假说，对该理论进行了改进。金融

深化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要发挥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必须放弃金融压

制政策，也就是说，在利率、汇率等方面，国家应该采取宽松政策，鼓励银行间

进行竞争，如此金融深化才能让金融中介在推动储蓄到投资的过程中发挥更大功

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在本文案例中，平安普惠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为小微企

业提供信贷融资，大幅度提升了小微企业融资效率，促进了金融科技公司与银行

等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从而整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金融深化理论能为

本文分析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融资提供理论基础。

2.3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优势分析

2.3.1 打破信息壁垒渠道

信息不对称现象在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小微企业的信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人

行征信系统、银行内部自有数据、政府部门等，数据来源分散，导致银行获取信

息的成本很高，加上社会信用信息体系并没有完全畅通，信息获取的渠道较少，

金融服务的需求与供给难以形成有效沟通，使得双方信息不对称，二者之间仍然

存在着数据孤岛的问题。而金融科技公司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

的科技，可以有效地完成信息发布、搜索、筛选和匹配，从而对小微实体的借贷

需求进行精准挖掘，提高了融资效率（盛天翔和范从来，2020）。除此之外，还

可对原始数据展开解析，并与计算机等技术相结合，进行非结构化数据处理，从

而实现智能搜索、内容自动化管理，提高小微企业数据的可用性，让数据的价值

得到充分发挥（房颖，2021）。这一系列操作，对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进行

了有效控制，打破了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为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融资

机会，从而提高了小微企业的信贷总量。

2.3.2 缓解融资约束渠道

传统融资渠道由于存在融资成本高、额度低等特点，导致小微企业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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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贵。金融科技的不断创新，使金融产品种类更加丰富，并逐步变成重要融资

工具，从而使整个金融服务体系得到了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周雷和闫笑男等，

2022）。利用大数据等高端技术，金融科技企业可以有效地解决资金供给端和需

求端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扩大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为减轻小微企业

的融资难、融资贵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融资平台，在推动小微企业发展方面，发挥

了现有金融机构无法取代的积极作用。利用金融科技来构建和运营一个综合金融

服务平台，以整合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互联网数据资源为基础，持续对各种

数据进行挖掘，以推动企业融资（周雷和刘睿等，2019）。把解决银企信息不对

称问题作为关键，建立政银企信息畅通的金融服务体系，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

金融机构风控难的同时，也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新路径，拓宽了金融创新直达

实体经济的渠道，推动了金融服务半径延伸，为更多的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加全面

的金融服务。

2.3.3 提升企业效益渠道

近年来，伴随着金融科技的兴起，包括众筹、第三方支付等在内的非银行业

务得到了迅速发展，对银行的传统业务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导致银行的大部分客

户和市场资源流失，打破了银行对信贷资金的垄断，促进了利率市场化的发展（吉

富星，2020）。从货币储蓄来看，银行的存款利息比网上理财的利息要低，这就

导致了银行存款的逐步缩减和资金的流出，从而促使了银行的利率市场化；在贷

款领域，由于网上借贷平台具有低门槛、高效率等优点，所以许多小微企业更愿

意选择在网上借贷，从而减少了对银行的依赖性，促进了银行贷款利率的市场化。

因此，金融科技可以促进利率市场化，对资产定价产生影响，进而提高小微企业

的融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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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现状分析

3.1 小微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3.1.1 中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分析

根据 2018年 3月 19日，银监会印发的《关于 2018年推动银行业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通知》对银行的小微企业融资业务提出了硬性

指标监管，如 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要求五家国有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增长不低于 30%。此外，也提出了要适度控制小微企业的贷款质量和成

本问题，突出重视小微企业贷款质量并重，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导向。自此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呈现出高速增长状态，如图 3.1所示，2016-2021 年中国银

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从 2018年到 2021

年，从 9.4亿元增长至 19.1亿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42.54%。2021年增速较 2020

年有所下滑，但也达到了 24.84%的增长。与此同时，根据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

机构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的严格要求，预计未来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

金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会持续上涨。据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小微企业融

资发展报告》显示，预计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2025

年将上升至 56.2亿元。此外，平均来看，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比重达到 35%，可知银行普惠是解决小微融资的主

力，在赋能小微企业融资过程过参与的银行主要有大型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

城市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其贡献达到了 33.4%。
①
可能原因是：一方面是政策的指引，国务院及银

保监多次颁布了关于银行加强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建议。如银保监会发布的

关于强化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小微企业中首贷

户的比重，其中像大型银行等实现“首贷户”数量要比上一年要高。另一方面是

大型商业银行的资金雄厚，有能力支撑小微企业的信贷业务需求，而且大型商业

银行的普惠信贷利率远低于银行业平均水平。

①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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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商业银行仍是中国小微企业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如图 3.2所示，其

中，相比于其他类型的银行机构，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增速均

处于较高水平。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各类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余额均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增速均为负值。可能原因在于，2019年小微企业经营

风险和信贷风险均有所提升。在前几年，部分股份行、城商行大力发展小微金融，

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信用环境以及相关的科技手段都还没有完全成熟。当宏观

经济下行时，银行不良率上升。此外，股份行、城商行与国有大行相比，它们的

市场化程度更高，更为谨慎，这就造成了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减少。2020年后，

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支持力度，从 2020年开始，小微企业融资

幅度加大。平均来看，2016 年到 2021 年，农村金融机构小微企业平均增速为

10.38%，同期间的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小微贷款余

额平均增速分别为 7.95%、2.60%和 5.38%。

图 3.1 2016-2021 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及其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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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6-2021 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3.1.2 中国小微企业融资规模分析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末小微企业占中国市场主体的 96.5%，为全国

贡献了 80%的就业，70%左右的专利发明，60%以上的 GDP和 50%以上的税收，

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小微企业在提高居民收入、

增加就业岗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几年受宏观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小

微企业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据《2021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1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19.23万亿元，同比增长 27.3%，占全国金融

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92.69 万亿元的 9.98%；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全年增加

4.13万亿元，占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9.95万亿元的 20.7%。可以看出中国小微

企业的信贷需求近年来是不断上升的，但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仍占比较少，因此

也可以看出小微企业目前信贷融资是不乐观的。此外，中国小微企业的融资规模

偏小，所得到的金融机构信贷支持与其所做出的贡献不成正比，远不能达到小微

企业的融资需求。小微企业规模小但数量庞大，造成了小微企业整体的融资需求

缺口巨大。根据《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白皮书》中数据可知，大中型、小微型

企业贷款分别占企业贷款的比重为 67.9%和 32.1%，可见，小微企业的信贷状况

相比于大中型企业而言不容乐观。通过观察近年来中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变化

趋势，可以发现小微企业信贷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如图 3.3所示。2016-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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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逐年递增，由最初的 20.84 万亿上升至 50万亿元，但

是增速并不稳定，2017-2019三年呈现稳定增长趋势。2020年因疫情影响增速有

所下滑，但 2021年增速提升至 17.1%。可见中国小微企业仍存在较大的信贷空

间，需要不断提升才能更好发挥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图 3.3 2016-2021 年中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3.2 金融科技发展现状分析

3.2.1 金融科技融资规模持续扩张

互联网技术和政府政策支持等为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中国金

融科技的发展后来居上，相比发达国家，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较为不成熟，金融服

务覆盖面也较窄，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为金融交易双方提供了更便捷的服务，

也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近年来，中国金融科技领域的融资金额和融资数量也在

不断增加，以 2020年 1月至 2021年 5月数据为例，数据显示，2021年 5月公

开披露的融资总额约 33.9亿元，环比增长 72.1%，同比增长约为 281%。国内金

融科技股权融资数量为 20笔，环比增长 25.0%，同比增长约为 122%；如图 3.4

所示，在金融科技融资数量上，在每一季度截至月都会出现峰值，如 2020年 3、

9、12月融资数量分别达到 24笔、12笔、24笔，都达到了每一季度的最高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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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资金额上 2020年一直处于起伏波动状态，最高值达到了 37.3亿元，最小值

为 5.3亿元，极差为 32亿元。在 2021年 1-5月金融科技融资金额波动较大，1、

3月呈现两次攀峰，金额达到 60亿元左右，2、4月仅有十多亿元，在 5月总额

有所回升，是 1月融资总额的 2倍。综上，中国金融服务覆盖率都较低，小微企

业贷款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金融科技的赋能使更多资源倾向于“长尾”小微客

户，助力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图 3.4 2020 年 1 月-2021 年 5 月中国金融科技融资金额与数量

数据来源：零壹智库

3.2.2 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加速发展

近年来，金融科技企业通过不断加大金融科技研发投入，为小微企业信贷融

资带来了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其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一

是金融科技企业与中小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实现普惠金融。此种模式下，金融科

技企业运用新兴技术，为与之合作的金融机构构建了完善的智能风控体系、智能

获客系统等，降低了金融科技企业的服务成本，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实现普惠金

融。二是金融科技公司以科技赋能小微企业，助力小微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

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和信息披露能力等。具体来说，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

领域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

（1）数字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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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征信不同于传统征信模式，数字征信通过运用大数据等技术，解决了传

统征信模式存在的信息采集维度窄、覆盖率低、时效性不强以及手续冗杂等问题。

此外，数字征信还通过金融市场中各交易主体的信息，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有助

于信用评估。央行征信系统是中国最大的征信系统，截至 2022年末，该系统已

经收录企业数为 1亿户，收录的自然人数为 11.6亿①
，但其对缺乏信用记录的长

尾群体并未覆盖，而金融科技企业能够运用自身优势，实现长尾群体的信息覆盖，

推动数字征信发展。

（2）移动支付

如图 3.5 所示，中国移动支付规模保持稳步增长，截至 2021 年底，中国移

动移动用户交易笔数达到 1512.3亿笔，移动用户数超过了 9.3亿人，同比增长分

别为 22.7%和 9.4%。同时，在多方因素的驱动下，中国移动支付呈现一些明显

特征。一是监管要求推动移动支付市场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支付反垄断取得一定

成效。随着支付领域反垄断的推进，支付宝、微信支付均与银联云闪付实现收款

码扫码互认，移动支付封闭生态打开一个缺口；二是支付的连接作用持续发挥，

便民、助企的场景更加丰富。通过支付科技的应用，移动支付将其支付功能越来

越多地嵌入到便民服务和赋能小微企业发展场景中，构建基于支付的泛在化连接

体系，以便捷的交易方式赋能小微企业。此外，金融科技企业在小微企业授权后，

可建立基于交易数据的小微风控模型，为小微客户提供精准画像，缓解二者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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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013-2021 年中国移动用户数和移动用户交易笔数

资料来源：CNNIC；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

（3）网络银行

传统银行受限于时间和空间，不能为客户提供全天候服务。而网络银行并没

有实体网点，能够摆脱此类限制，为客户提供全天候服务。在金融科技背景下，

网络银行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赋能各项产品和金融服务，为客户提供了

全新体验。此外，网络银行由于交易流程简化，风险更为可控，所以近年来，网

络银行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客户价值不断提升。截止目前，在中国的金融科技企

业中积极探索网络银行不在少数，例如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等。微众银行作为网

络银行的头部企业，截至 2021年底，微众银行微业贷累计触达小微企业超 270

万家，累计授信客户 89万家，累计发放贷款金额超 1万亿元
①
。

3.2.3 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指出，中国金

融科技步入了新阶段。如表 3.1所示，过去几年，中国金融科技的法规、标准、

人才等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具体体现在：一是金融科技法制体系进一步健全。近

年来，金融科技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补齐了制度短板。尤其在安全方面，基本形

成以全国人大立法为“纲”的全面立法体系，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二是金融科技重点领域标准制定速度加快。《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

① 数据来源：微众银行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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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指明了发展方向，金融数据要素、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标准加快供

给。同时，在 ISO 等国际组织框架下，中国参与了第三方支付服务等多项国际

标准。三是金融科技人才集聚效应明显。各地凭借政策资源、发展环境等优势打

造金融科技人才高地；通过错位差异完成多极化发展。同时，全国多所高校相继

开设金融科技专业，通过对重点领域研究，培养了大批金融科技人才。

表 3.1 金融科技相关政策法规及标准（部分）

分类 文件/标准名称 发布时间

政策

法规

原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管理提升金

融服务质效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14号）

2022-7-12

原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

（银保监办发〔2022〕2号）

2022-1-10

原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

知》（银保监办发〔2021〕24号）

2021-2-19

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2021年修

正）》（证监会令第 179号）

2021-01-15

行业

标准

基于文本数据的金融风险防控要求（GB/T 41462—2022） 2022-04-15

金融大数据平台总体技术要求（JR/T 0237—2021） 2021-12-29

金融大数据术语（JR/T 0236—2021） 2021-12-2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数据搜集

3.3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模式

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服务模式的创新，能够帮助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加快

资金流转、盘活应收账款等，成为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有力抓手，同时克服传统

金融服务在有任务流程、信贷评级等方面的不足。金融科技驱动传统金融服务模

式的创新，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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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服务创新模式

（1）模式特点

“区块链+供应链”的金融服务创新模式，在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方

面，有着其独特的优势。但是，它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企业的信用很难实

现多级流通，数据透明度不高，融资成本较高等。而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为建立

新型金融业务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在链上各类主体上链之后，企业将以真实交

易背景为基础，兑现付款承诺，在被小微企业供应商认领之后，就会变成一种不

可篡改的数字信用资产，它可以在各级供应商之间进行流通，并且可以被用来向

金融机构提出融资申请的依据。作为区块链上的节点，金融机构能够利用分布式

账本，对供应链上的各类信息流、资金流等进行精确的监控，从而解决了中小微

企业的信用评估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智能合同的设计方法，

该合同能够在借贷期满后自动履行还款义务。这种金融服务模式实现了上下游的

有效协同，降低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极大地提高了小微企业的融资可得性。

（2）模式优缺点

优点：第一，区块链技术进行的信息几乎是不可能被篡改的，而且资金筹集

的方法也是非常安全的。而在区块链技术中，还包括一系列的算法系统，能够增

强信息数据的真实性。同时，每一个链接的开发顺序都是明确的，这使得非法信

息的扩散更加困难，也使得安全性得到了加强。在这样的环境中，小微企业要想

获得资金，可以从网络节开始，既解决了融资难题，又提高了融资的稳定性。第

二，以区块链技术的非中心特征为基础，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方式的创新便利。

在区块链金融体系中，所有的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可以在同一时间内获取数据

和信息。进行融资时，就能得到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不受核心企业的控制，融资

地位得到提高。第三，利用供应链金融提高企业的信誉。强化企业信用，在特定

条件下，可作为担保物，增强企业信用，降低企业信用风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小微企业的信誉度。

缺点：第一，企业数据呈现单边化、封闭化的特征，造成了信息数据孤岛现

象。第二，融资需求存在错配现象。基于企业自身利益考虑，金融机构重点在于

上游供应商，而小微企业更加关注下游销售商。第三，供应链金融创新性不够。

一方面，政企之间配合力度不够，存在数据鸿沟；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企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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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不够，供应链金融具有金融业态的基因，并不是简单的线下服务到线上服务，

科技支持力度不足会使供应链金融存在可持续发展困境。

（3）实践案例

以楚天云有限公司供应链金融平台“楚融链”为例，“楚融链”采用“区块

链+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创新模式，运用区块链技术，通过数据防篡改、防抵赖

等特性，解决了传统供应链金融领域小微融资模式中所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从

而实现了企业间的信用传递，降低了企业履约风险，并帮助供应链企业实现了降

本增效。同时“楚融链”还在上层供应链金融应用系统基础上嵌入了底层区块链

系统，将应收账款等信息进行上链存证，实现了四流合一，帮助金融机构与供应

链企业之间建立信任机制，从而提高企业之间的黏性，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问题。

截至目前，“楚融链”已完成供应链金融平台、隐私计算平台以及底层区块链平

台的开发工作。除此之外，“楚融链”已逐步开始与金融机构开始对接，接入相

关供应链金融产品。

3.3.2 多方联合开设智能金融云平台模式

（1）模式特点

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搭建了面向小微企业的智慧金融云服务，借助金融技术，

汇聚银行、征信、金融科技等金融机构的数据，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高新

技术实现信息共享、优化融资服务流程，以此更好满足小微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

该模式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将内部和外部的数据进行有效的集成，深入地进行

数据分析；以逻辑层次的方法进行资料重组，并有目标地进行资料输出；第二，

是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增强数据的运算和数据的处理和运算，使金融机构

能够从数据中发掘商业价值，实现以数据为导向的商业模式；第三，实现了金融

业内外资料的有效集成，优化了数据结构，为企业的业务处理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2）模式优缺点

优点：第一，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无接触金融服务技术。此类模式实现了移

动端线上化发展，减少了融资过程中的运营成本和时间成本。第二，利用云技术，

将办公平台搭建在云上，实现了远程操控，不再受限于时间、空间等因素，便利

了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第三，保证交易数据的准确性，由于政府部门和银行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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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加入，该模式可借助二者的信息，进一步加强对投融资双方的信息筛选，

并通过金融科技使监管信息在参与的各个主体之间进行流通，最后通过金融监管

机构和中介机构的合作，对小微企业进行更进一步的审查，确保信息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

缺点：基于智能金融云平台的小微企业融资模式，虽然为小微企业提供了很

多的便利条件，但也存在较多限制。第一，网络管理缺失。目前，中国对互联网

金融平台的监管尚不健全，具体表现为没有制定明确的监管制度。由于缺乏有效

的防范措施，导致网络金融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违法行为。第二，信贷的高

风险。网络金融在融资过程中存在着不可预知的风险，其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完全

保障其资金的安全。目前，虽然网络金融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网络

金融系统中，对于小微企业的信用评估还存在很多漏洞，而且数据库建立的时间

并不长，数据不够完整，使得平台的信用风险更加严重。

（3）实践案例

黄冈市智慧金融服务平台是智慧黄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的公益性服务平台，旨在汇集、融通、共享政府及市场各类数据信息，赋予

其金融服务、政务服务等功能，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度和贷款可获得性。智慧金

融服务平台不仅仅是运用技术手段建设网络平台、提供服务窗口，还是一项挖掘

数据价值、打通信息孤岛、改变信用评定方式的金融服务升级工程。平台以科技

融合数据，深化了黄冈市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为优化营商环境等提供了有力支撑。黄冈市智慧金融服务平台致力于为

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投融资服务,实现双方的信息共享和融资对接,为小微企

业的融资服务降本增效。

3.3.3 数据驱动的互联网小微金融科技新模式

（1）模式特点

金融科技公司拥有大数据领域的专家，能够充分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在小微企

业融资业务中，建立多维度数据支撑的风控模型，对小微企业主进行评估，降低

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操作成本和风险。该种模式相较于其他模式的特点有：一

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通过利用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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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高频交易的风险，可以有效地提升投资决策的效率。通过对供资方的信誉度

进行评价，可以促进贷款过程的进一步优化，从而达到资源的高效分配。二是提

升服务效率。利用信息技术进行金融操作，可有效提升数据运算效率，并且使交

易更准确。互联网金融服务因其高效性、便捷化的特点，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

便利。此外，信息共享可有效降低风险，从而更好地进行融资创新，促使小微企

业能够选择更具针对性的融资产品。

（2）模式优缺点

优点：加入金融科技的互联网融资模式能够有效的帮助小微企业选择针对性

的融资渠道，有效缓解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借助于大数据、区块链等，

金融科技融资模式通过对征信数据的分析，可以快速地识别出那些有违约交易记

录的借款人，并将数据信息全部公开，交易者可以直接在平台上了解借款人的信

用状况，从而降低自己所面临的信用风险，从而做出最优决策，实现风险和收益

的匹配，进而降低投资者所面临的违约风险。建立一组数据交易市场。每个中小

型金融机构都可以通过对用户的信息进行分类，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

大数据还能有效地减少信息、交易费用，有效地解决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

融资困境。大数据分析和挖掘了大量的数据，并对其进行了信息结构重组，使其

获得的数据比真实的公司所提供的数据更加真实。利用较低价格，大量收集客户

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从而可以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来实现对客户的

信贷管理。

缺点：一是存在着海量数据的真实性、时效性和有效性的矛盾。在信息资源

不再匮乏的今天，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数据生成机制，从一定程度上讲，

数据的真实性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我们可以利用网络金融获取到的各类交易数

据，但却不能知道放款人的真实资金流向，而且所有的数据都是从过往的交易数

据中，来预测未来的走势。在此背景下，更要注重对各类资料的效用进行筛选，

并进行风险管理。二是网络理财并非完全与传统的银行脱钩，而是与网络银行的

合作。网络金融在用户需求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其最终的结算和金融服务仍

然依赖于银行。在支付、结算和信用方面，银行占据着领先的地位，而网络平台

拥有海量的终端用户，在理解客户的需要、建立营销渠道方面具有优势。二者相

结合，为小微企业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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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案例

以联易融为例，联易融是由腾讯战略投资的金融科技公司，联易融自成立以

来，便致力于服务小微企业，经过多年探索实践，联易融在产品、风控等方面得

到了重大提升。联易融已实现客户的精准画像，为客户快速获取数据，显著提升

了融资效率，降低了操作成本，为小微企业提供了优质服务。目前，联易融基于

金融科技技术，实现了数字化平台搭建，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效率低、成本高问

题，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作为一家行业领先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提供商，联

易融积极发展跨境业务，截至 2021年底，与超过 29家核心企业和 39家金融机

构开展跨境供应链金融相关合作，合作的供应商分布在 27个国家和地区。此外，

2022年联易融正式成为深圳数据交易有限公司首批数据商之一，探索跨境数据

交易，为数据要素流通的技术、应用和服务规范提供标准化建设。

3.4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3.4.1 政府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优化，小微企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相关部

门对小微企业的认知程度不断提升，给予了小微企业大量支持。并且优化了小微

企业的贷款审批流程，为企业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出台了许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的政策。但在实际的运营阶段，小微企业也面临许多困境，如面临融资约束瓶颈。

小微企业数量多，获得信贷融资金额少；政府与国有企业层面存在双轨制情况。

由于诸多限制，小型企业发展的步伐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有关部门

在制定政策、制定法律、法规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同时也要加大对小微

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加速其发展步伐。

3.4.2 金融科技技术含量有待提升

当前，国内许多公司仍处在网络金融市场的激烈角逐中，欧美等国家在金融

技术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的金融技术已

经在金融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将其应用到了金融行业中。与欧美等金融

技术领域的差距比较大，金融技术的发展方向包括：金融服务渠道、前端产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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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网络业务模型。总体来说，金融业的技术水平并不高。比如人工智能，目前

国内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核心算法等领域，与欧美等先进国家还有较大距离。

而这些技术都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和技术层面，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技术，如果

将这些技术运用到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中，便可实现数据挖掘、智能审核、智能

评估等工作。但是，由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发展还比较滞后，给小微金融机

构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限制。

3.4.3 小微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

随着国家大力扶持发展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迅猛，在小微企业中，数字化已

经是一个主要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小微公司由于整体规模较小且利润普遍不高,

整体数字化建设基础较为薄弱，所以在数字化管理和数据管理等领域的应用上，

其发展水平相对较差。同时，由于国际金融形势的持续改变，小规模的民营企业

也将面对很多新的问题。同时，在新型冠状病毒的冲击下，小微企业面临的生产

和运营难题将成为一种必然。小微企业在疫情后的发展中通常采取消极的态度，

借助金融技术进行融资，这是一种单方面的行为，为了让小微企业尽快适应新形

势，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企业本身应当重视数字化建设，主动拥抱数字化，与金

融机构形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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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案例介绍

本章节选取平安普惠作为代表性案例，对基于大数据应用的小微企业融资模

式进行更为详细的介绍。选取平安普惠原因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服务客户

是运营管理系统较为完善的头部小微企业。而全国 8000万小微商户中，大部分

小微企业难以跨过银行贷款门槛。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平安普惠利用大数据等

新兴技术，通过数字化的线上服务平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创新了信用约束机

制，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与其他金融科技公司相比，作为该

行业的龙头企业，平安普惠通过融资、知识、营销三大金融服务进行资源整合，

在服务小微企业信贷融资方面具有规模效应，为小微企业提供了优质的信贷服

务，探索出了一条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创新之路。故本文以平安普

惠为例，分析基于金融科技技术的金融服务模式如何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

4.1 平安普惠简介

4.1.1 平安普惠发展概况

平安普惠业务集群（以下简称平安普惠）是陆金所控股旗下的多家公司的总

称，这些公司主要开展融资担保、咨询等业务，平安普惠主要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等金融科技，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服务小微企业获得借贷资金。而平安普惠

陆慧融是其品牌名称，代表平安普惠现在及未来将一直专注于小微企业融资需

求，并用金融科技赋能，为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定制化、顾问式的融资服务，

赋能小微企业成长、发展，也赋能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平安普惠的发展历

程如表 4.1所示。近年来，平安普惠一直践行企业宗旨，聚焦小微企业，致力服

务于资金供给不足的小微人群，尤其是年营业额在 1000万元以下，所雇员工少

于 50人的“1050”人群，为其提供优质的信贷服务，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科技的赋能，平安普惠研发了 AI智能科技、人脸识别技术等信贷科技来辅助

人工，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同时，平安普惠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信贷聚合

模式，扩大了“1050 人群”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目前，平安普惠业务已累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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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客户 1100多万，客户所获贷款已超过 1000亿元，此举大大提升了小微企业的

经营能力和金融素养，也推动了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表 4.1 平安普惠发展历程表

时间 事件

2005年 8月 首次在深圳开启小额消费信贷业务

2015年 3月 平安集团成立平安普惠业务集群

2015年 8月 开拓有抵押业务领域、颠覆传统借款模式

2016年 4月 O2O流程上线，实现业务端到端全线上申请

2017年 9月

2018年 3月

2018年 9月

2018年 10月

2019年 4月

2019年 8月

与非平安集团旗下保险公司首次开展合作

升级有抵押产品，转型专注服务小微企业

无抵押业务实现全线上流程，引入人脸识别等提升客户体验

APP全面升级，为客户提供便捷服务

发放首笔“惠农贷”，开始经营农户客群

上线 Al审批机器人， 给予客户全新体验，高校管控风险

资料来源：平安普惠官网

4.1.2 产品介绍

平安普惠聚焦小微企业融资业务，为小微企业提供更便捷、高效的融资服务。

平安普惠与传统金融机构不同，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贷款审核程序复杂、准入门

槛高且审核时间长，而普惠金融实现了全线上服务，开拓了专门服务小微企业的

无抵押和有抵押产品，具体产品分类如表 4.2所示。主要分为无抵押产品和有抵

押产品。

无抵押产品类型主要有两类：一是平安普惠易货。相较于其他小微贷产品，

小微客户只需拥有房贷、私家车、寿险保单或者薪金中任意一项资质，并且符合

年龄 23-55周岁、在居住地或工作地工作满六个月的中国籍大陆居民均可全线上

申请此项贷款业务，其贷款额最高可达 30万元。二是平安普惠微营贷。小微客

户凭借 POS机、增值税、团险或者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中任一资质，无需抵押

最高可获得 100万元贷款，若引入增值税资质，单维最高出 100万元；此外，此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问题研究——以平安普惠为例

29

产品提供了更抵月供，可五年等本 60期还款或五年分摊 36期还款，而且符合条

件的客户可享受八折优惠，此类优惠能够缓解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

有抵押产品其审核流程在线上审核之后多了签约办押一项。主要有以下两类

产品：一是平安普惠宅 e贷。此类产品需为年满 20-62周岁的中国籍大陆居民，

借款人需为产权人，共有人要是借款人直系亲属。最快一天可获得小微贷款，最

高金额可达 1000万元，并且此类产品可按 5-10年分摊还款，或者 3年内先息后

本还款。二是平安普惠车 e贷。此类产品房寿薪税可叠加，最高可达 100万元，

若车辆可正常使用，就可办理抵押登记。此外，优质“BBPATLV”可享受 15%-16%

的定价。

表 4.2 平安普惠赋能小微融资产品简介

分类 无抵押产品 有抵押产品

产品名称 易货 微营贷 宅 e贷 车 e贷

年化综合成本 15.1%-23.9% 15.1%-23.9% 11.3%-21.9% 15.0%-23.9%

额度 最高 30万元 最高 100万元 最高 1000万元 最高 100万元

抵押类型 无需抵押 无需抵押 需抵押 需抵押

抵押物 - -
全款房、按揭房、

抵押房均可

车辆正常使用，仅

办理抵押登记

资料来源：平安普惠官网及公开资料

4.1.3 小微信贷业务流程

借助金融科技的平安普惠小微贷业务，整个流程在线上进行，全天候为客户

提供服务，提高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效率，解决了小微企业“短、急、频”的融资需

求。平安普惠小微贷业务流程如图 4.1所示。小微客户贷款操作流程主要有以下

两条路径。一是无抵押产品，其申请流程为线上申请、提交信息、线上审核、以

及最后的签约放款；二有抵押产品其审核流程在线上审核之后多了签约办押一

项。当小微企业有贷款需求时，可以通过平安普惠陆慧融平台的申请页面提出贷

款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平安普惠将对小微企业的数据做出初步审核，主要是审

核是否达到贷款要求。经过初步审核，平安普惠的网络数据模型将会根据商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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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交易情况，提供大量的相关信息。然后，通过远程视频或者第三方的认证，对

客户的资信进行全面的评价。同时，融资担保公司将向小微客户提供融资担保及

咨询服务。若小微客户贷款审核通过，平安普惠公司会把贷款通过银行等金融机

构打到客户账户。小微客户贷款的发放、收回，利息收入和贷款逾期的额外收费

等都是通过平安普惠自身体系完成的，这样就可以实现对资金使用情况的持续监

管。此外，小微客户从提出贷款申请到收到贷款，全程实现系统化、无纸化操作，

最快只需 15分钟。平安普惠通过利用金融科技技术研发的风控技术对小微企业

和小微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进行风险审核，并通过新兴技术对小微企业的财务状

况、经营状况等精准画像，以便更深入、便捷的服务小微企业。

小微客户
提出贷

款申请

提 交 信

息

线上审核

客户数据

签约办

押

发放贷

款

收到贷

款

发放贷

款

1 2

图 4.1 平安普惠小微贷业务流程

资料来源：平安普惠官网

4.1.4 行业对比分析

现阶段，小微信贷服务已成为各行业关注的重点问题，金融科技企业也不例

外。本文通过对平安普惠、乐信、信也科技、360数科、嘉银金科、小赢科技六

家金融科技企业进行对比分析，分析金融科技公司在小微信贷业务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通过盘点分析 2021年度各金融科技企业的业绩报告，分析各大金融科技

企业助力小微信贷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1）贷款额总量方面，平安普惠拔得头筹

陆金所旗下平安普惠业务群在助力小微企业信贷服务中拔得头筹。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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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融资需求高，金融科技公司对于小微企业的融资提供了大力支持，如表

4.3所示，在促成贷款方面，乐信在 2021年四季度促成贷款额呈降速发展，嘉银

金科并未披露贷款余额，而其他金融科技公司如平安普惠、360数科在第四季度

以及其他两个促成额方面均呈现大幅增长趋势，此外，平安普惠在贷款额总量方

面占据优势地位。根据陆金所的财报显示，平安普惠一直以来都对小微企业融资

呈大力支持态度，对于提升小微企业的融资质量支持力度很大。平安普惠在 2021

年完成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和年末管理贷款余额分别为 1516亿元和 6610亿元。

表 4.3 2021 年六大金融科技企业四季度及全年贷款额

金融科技

企业

2021年四季度促

成贷款额（亿元）

同比增

加（%）

2021年促成贷

款额（亿元）

同比增

加（%）

2021年贷款

余额（亿元）

同比增

加（%）

平安普惠 1516 14.3 6480 - 6610 21.3

360数科 969 40.4 3571 44.7 1420 54.2

乐信 436 -18.16 2138 21 859 12.4

信也科技 390 81.4 1374 111.1 503 88.4

小赢科技 131 50.9 519 74.7 249 88.5

嘉银金科 54.12 75.3 219.15 89.7 - -

数据来源：各金融科技企业财报

（2）研发支出费用方面，平安普惠研发费用最高

金融科技运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对于小微企业融资发挥了重大作用。

同时，金融科技企业运用新兴金融科技技术，可精准把控小微企业的信用和经营

风险，细化小微企业客户群，通过实施差别化的智能化信贷，提高了小企业和小

客户的配合率，提高了用户的使用感受，为小微客户提供了更多的资金。要加强

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必须加强对其技术创新和创新的投资，构建数字基础设

施，并对其进行赋能，以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如表 4.4所示，陆金所的财务

报告表明，四季度的技术和研发技术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 29.5%，达到 5.97亿元；

2021年全年，平安普惠总研发费用达到 20.84亿元，同比增加 16.29％。乐信、

信也科技的研发支出也保持在较高水平，其中乐信四季度研发支出费用为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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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加 72.63%。信也科技同比增加了 24.2%。而且金融科技企业不断

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形成了高效的小微信贷业务模式，资产质量保持平稳运行，

提升了小微企业融资服务质量。此外，平安普惠还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云

计算等智能科技技术，已形成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模式，为小微企业提

供定制化的金融服务。

表 4.4 2021 年金融科技企业四季度及全年研发支出

金融科技企业
2021年四季度研发支出

（亿元）

同比增加

（%）

2021年研发支出

（亿元）

同比增加

（%）

陆金所 5.97 29.5 20.84 16.29

乐信 1.64 72.63 5.49 15.82

信也科技 1.32 24.2 4.35 17.57

嘉银金科 0.47 11.2 1.437 -5.2

数据来源：各金融科技企业财报

（3）在小微信贷服务方面，平安普惠表现突出

如表 4.5所示，平安普惠在新增贷款中流向小微企业的比例和绝对数量上都

比较突出。据财报显示，平安普惠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融资模式下，积极利用金

融科技，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提高小微企业的服务效率。2021年四季度平

安普惠零售信贷业务促成小微贷款额达 1212.8亿元，约 80％新增贷款流向小微

企业，同比上升 5个百分点。360数科与信也科技也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2021

年四季度为小微企业主促成借款金额分别达 93亿元和 86亿元，占同期总交易额

的 9.6%和 22.1％；全年促成小微借款金额分别达 302亿元与 270亿，占比达 8.46%

和 19.7％。由此可见，360数科等金融科技公司虽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但支

持力度低于平安普惠。此外，陆金所控股贷款总量大、余额高。但由于小微企业

数量庞大、缺乏抵押物等问题，风控难度加大，大量融资需求难以满足。在这种

情况下，对金融科技公司的风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2021年初，平安普惠开

始引擎升级项目，升级后管理效率、响应速度、处理能力分别提升约 5倍、6倍、

15倍。依托升级后的引擎，平安普惠推出了“微营贷”、“4+1”重点行业小微

扶助计划等小微信贷服务，提供全线上申请、高效便捷的小微信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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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2021 年金融科技企业四季度及全年促成小微贷款额

金融科技企业
2021年四季度促成小微

贷款额（亿元）
占比（%）

2021年促成小微贷

款额（亿元）
占比（%）

平安普惠 1212.8 80 20.84 16.29

360数科 93 9.6 302 8.46

乐信 39 8.95 152 7.1

信也科技 86 22.1 270 19.7

数据来源：各金融科技企业财报

4.2 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主要模式

4.2.1“AI+O2O”融资模式

（1）打造小微企业信贷“硬核”科技

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中国正在逐渐摸索出符合国情的中式小额贷款数字化

服务方式。近几年来，一大批金融科技公司开始探索服务小微企业的线上场景、

生产经营周期等数据，从而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自疫情爆发以来，银行间

的无接触融资模式快速涌现，许多小商户纷纷寻求更便捷的用户体验和更快的贷

款审批速度。关于小型和微型公司的整个借贷循环，行业已经完成了技术的更新

换代，从 1.0时代的纯线下操作，到 2.0时代的文本录入，到 3.0时代的声音交

流。比如，平安普惠在 2021年 6月推出的新科技，AI智慧放款系统“行云”，

就是针对小额信贷的全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并在第一时间内，达到了 5

个针对客户需求的创新点，如表 4.6所示。这项贷款程序的革新使得小额贷款业

务的办理时间减少了 44%。根据统计，截止到 2022年月末，“行云”已经为 41

万用户提供了 47%的业务。该方案被称为“行云”，旨在为小型和微型公司提供

“行云流水”的金融服务。该系统是以平安普惠公司 2015年来积累的小额贷款

服务经验为基础，结合十余种尖端技术，历时一年时间开发而成。同时，小微企

业对融资的需求也在逐步提升，从最基本的融资业务扩展到业务应用等方面。平

安普惠还上线了小微企业的用户权利系统，即生活、教育、健康、商业四个方面

的支持，把小额贷款提升为“整个贷款循环”的温馨体验。平安普惠有关人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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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希望通过该系统，不仅能够为小客户在全生命周期内，实现精准、有温度的

理财产品，还可从生产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为小微客户搭建学习平台，全方

位扶持小微企业成长。

表 4.6 AI 视频贷款方案“行云”五大创新亮点

创新点 特点

应用真人 AI影像技术
借助专业知识库，运用 AI专业服务至整个借款流程，实现面对

面的 AI客服服务

零文本输入 借助 OCR光学字符识别等技术，实现零文本输入

无感授信
通过无感人脸识别、数据直连等技术，实现无感授信，提升服务

流畅度

无感风控
借款人与 AI客服视频面对面交流，银行同步进行数字化风控审

核，改善风控体验

消费者保护融入信贷流

程

借助 AI技术，实现了数字化再造，保证用户隐私数据不被泄露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打造专注小微融资的“线上+线下”融资服务模式

基于金融科技技术，中国目前正逐步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微型信贷数字化业

务模式。所以，自这一年以来，大量的科技公司纷纷对小微型企业的线上场景、

生产周期、资金流动数据进行了研究，为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银行之间的非接触式筹资方式迅速兴起，很多小型企业都在寻找更方便

的用户体验和更快的放款审批。就小企业的贷款周期而言，产业技术上发生了变

化，从 1.0年代单纯的在线运营，到 2.0的文字输入，到 3.0的语音交互。例如，

平安普惠上线 AI智能贷款平台“行云”，从整体上改变了小额贷款的整个流程，

并且在最短的时间里，满足了用户的五个创新。这项创新的放款流程让小额信贷

的处理速度降低了 44%。从数据上看，截至到 2022年 6月底，“行云”公司的

47%的服务客户数量达到了 41万人。这一计划名为“行云”，其目的是让“行

云流水”地向小企业和小企业融资。本体系基于平安普惠 2015年以来在小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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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业务上的丰富经验，集合十多项前沿科技，经过不断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

与此同时，中国的小微企业对资金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从最基础的融资服务向商

业领域拓展。平安普惠也推出了面向小型企业的“用户权益”体系，即生活、教

育、健康、商业四个层面的服务，将小额信贷升级为一个“全周期”的温暖感受。

4.2.2“金融+经营”双轮驱动模式

平安普惠运用“金融+经营”双轮驱动服务模式，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发

展。与其它以个人信用为主的金融科技平台不同，平安普惠更注重小微企业的融

资方式，以此种模式，在生产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实现二

者共赢。一方面，平安普惠以线上融资咨询服务为核心，全方位打造小微服务生

态，升级小微信贷服务。具体来说，在为小微企业提供借款咨询服务的同时，还

为其提供差异化的融资咨询服务，帮助小微企业在财务和金融两个维度，实现知

识层面的“出圈”，在融资等关键领域实现知识和能力的同步提升。例如，根据

陆金所控股年报显示，截止 2022年 6月末，平安普惠已成为小规模银行的信用

机构，共托管了 6614亿元的贷款，为用户提供了 1820万人次的优质金融产品
①
。

另一方面，平安普惠联合知鸟，通过教育体系全方位改善小微客户知识结构、提

升生产经营素质，全生命周期助力小微经营发展。平安普惠公司建立了一套基于

以上信用周期的高级信用评估系统，该模式利用现代 AI 技术，对贷款后进行风

险控制，尤其适合中大额资金的小微信用贷款。而在此期间，平安普惠的高质量

信贷客户的比重也在持续增长。此外，在小微经营能力提升方面，平安普惠客户

权益体系打造优质教育课堂，通过专家直播、等方式，为小微客户用户提供急需

的产品营销、金融理财等相关课程。同时，开辟消费者保护专区，帮助小微客户

提升金融能力，更好利用金融工具，防范金融风险。

4.2.3“5+3”创新融资模式

（1）全面落实小微企业减负纾困工作

平安普惠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与金融监管部门决策部署，推出“降、延、免、

提、扩”五大措施，如表 4.7所示，通过此项措施，赋能小微企业度过疫情难关，

① 数据来源：陆金所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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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其尽快复产稳产增产。此类政策的推出，解决了目前小微企业在疫情发展下

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客户在咨询行业贷款业务后，平安普惠公司咨询顾问在了解

到客户情况后，为其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解决客户资金需求不足的问题。以平

安普惠深圳分公司为例，根据数据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平安普惠深圳分公

司为 18842 名新增客户提供借款咨询服务，其中 9878 名小微企业主累计获得

48.61亿元融资，超七成新增贷款流向小微企业。作为当地一家有担当的融资服

务机构，平安普惠深圳分公司充分领会党的精神、紧跟政策步伐，以时不我待的

精神、分秒必争的行动，积极开展系列党建工作，同时以发扬斗争的魄力、勇于

担当的作为，全面落实减负纾困工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表 4.7 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脱困的五大措施

措施 全称 特点

降 “降”低费率
以“微营贷”为例，符合条件的小微客户，可享受

更低年化成本，或者前 3期综合年化成本降低 2%

延 “延”长还款 平安普惠所有融资服务方案均可五年期还款

免 “免”服务费 最低还款满 2期后可施行免服务费、差额补偿费

提 “提”高通过
平安普惠各类融资服务方案均引入资质自动认证升

级，提高了融资额度和审核通过率

扩 “扩”大优惠
平安普惠有效扩大了各类优惠措施的覆盖面，通过

降低门槛的方式，让服务惠及更多小微企业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健全小微企业金融产品体系

平安普惠坚持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为小微企业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产

品，满足了小微企业的现实需要，提供更好的服务质量。如表 4.8所示，主要表

现为：第一，小额信贷的多元化。例如，平安普惠推出的小额按揭业务“宅 e

贷”已经正式启动，为小商户提供更快捷、更有效的融资服务。“宅 e 贷”是

平安普惠公司根据小企业主的“快、频、急”的经营需要，与金融机构、政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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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部门等多方合作，将住房抵押贷款互联网化，全国首创的网络有抵押信贷

产品。“宅 e贷”的综合年利息不断降低，为小企业主全面“减负”。第二，

突破行业授信瓶颈。针对传统小额信贷的融资难点，平安普惠基于大数据技术的

运用，以挖掘小微企业多维度数据价值为核心的创新思维，以小微客户需求为中

心优化产品，与各方加强合作，打破了传统抵押贷款的授信瓶颈。比如“宅 e

贷”的升级，打破了以往按揭贷款的限制，最多可获得一千万元的信贷，足以满

足小微企业经营周转需求。第三，风控模式全面升级。平安普惠将小额贷款业务

应用于小额贷款业务，突破了以按揭贷款价值估算贷款规模及风险评价的常规风

控模式。在此模式下，除了抵押物外，还可以利用小微企业个人信用数据和小微

企业经营数据。多维信息技术的运用，打破了单维度所带来的信贷限额限制，使

更多有需要的小微企业能够及时获得融资，从而促进了小微企业的融资能力。陆

金所持有的个人信用贷款客户的整体资金成本不断降低。从 2020年 9月起，陆

金所的个人信用银行已经将贷款者的总费用降低到 24%，并且继续转变为更加持

久的风险分摊方式
①
。

表 4.8 平安普惠小微产品及模式创新

类型 特点

产品的多维度创新 满足“快、频、急”的经营性融资需求，年化利率不断下调

突破行业授信瓶颈 运用金融科技，打破传统房产抵押产品的授信额度瓶颈

风控模式的升级 运用多维数据，突破单一维度数据的信用额度瓶颈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① 数据来源：陆金所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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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案例分析

5.1 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成效

5.1.1 降低了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平安普惠不断降低零售信贷业务费用，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平安普惠自 2015

年推出以来就致力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近几年来，平安普惠不断加大科

技投入力度，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相关政策，优化内部政策安排。与同行业对

比来看，平安普惠小微贷与其他小微企业贷款产品相比，有效降低了小微企业贷

款成本。如表 5.1 所示，为 2021年平安普惠与其他小微企业贷款产品的利率情

况。平安普惠综合年化利率为 4.93%-23.9%。相对于纯民间借贷和小额贷款等金

融机构，平安普惠小微贷借款利率较低，有效降低了小微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大

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 5.1%-5.5%，低于平安普惠小微贷利率，地方性法人

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虽比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水平高，但仍低于其他小微企

业贷款利率。与大型银行和地方性法人银行相比，平安普惠小微贷利率水平虽然

较高，但其利率区间较大，可调节性强，灵活度更高。

表 5.1 2021 年小微企业贷款利率

类别 贷款年利率

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 5.1%-5.5%
地方性法人银行小微企业贷款 6.5%-7%

小额贷款等金融机构 24%
纯民间借贷 36%

平安普惠 11.3%-23.9%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网、陆金所控股官网

从平安普惠自身来看，如表 5.2所示，平安普惠自推出以来，不断降低小微

信贷利率，2020年 8月，陆金所颁布了一项新的规定，将年费比率控制在 24%

以内，并于 9月作出了相应的调整，积极利用科技手段，增加小微信贷资金供给。

做出调整前，对于无抵押产品其综合年化利率区间为 14.3%-27.9%，有抵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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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年化利率区间为 18.1%-27.9%，做出调整后，其综合利率按平均管理贷款余

额口径计算，同比均降低了 3个百分点
①
。这说明平安普惠信贷业务借款人综合

融资成本持续下降，其综合成本自做出调整后，降至 24%以下，并继续向更可持

续的风险分担模式转型，提供优质信贷服务，为提升实体经济发力。

表 5.2 平安普惠贷款利率变化

分类 综合年化利率

产品种类 无抵押借款 有抵押借款

调整前 14.3%-27.9% 18.1%-27.9%
调整后 11.3%-23.9% 15.1%-23.9%

数据来源：平安普惠官网

5.1.2 降低了小微金融业务风险

不良贷款率是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贷款余额的比重，其中不良贷款包含

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是评价其信贷状况是否安全的重

要指标之一。不良贷款率越高，其占比就越大，反之亦然。在《商业银行风险监

管核心指标（试行）》中要求不应高于 5%。

平安普惠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并不意味着高风险，以 2021年数据为例，

如图 5.1所示，平安普惠的不良贷款率水平始终保持在 1%左右，远低于商业银

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 5%的监管标准，也低于 2021年同期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

这主要依托于平安普惠所运用的全流程大数据风控模型，平安普惠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风控模型风控规则来量化评估风险。此外，平安普

惠还在众多领域运用了多种金融科技技术，实现了小微信贷流程的全自动化风险

管理，对企业信息和法人信息进行双维度考察，全方位把控可能存在的信贷风险，

① 数据来源：陆金所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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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平安普惠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水平

数据来源：陆金所财报、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纵向来看，如图 5.2所示，平安普惠的不良贷款率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由

2018年的 1.75%下降到 2022年的 1.05%，降低了 0.7个百分点，2022年虽有所

提升，但上升幅度较小，并且远低于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 5%的监管标准。

这表明 2018年以来，平安普惠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风险管理

能力不断提升，由此可见，平安普惠信贷状况良好，并通过风控模式的升级，整

体上降低了小微信贷业务风险。

图 5.2 2018-2022 年平安普惠不良贷款率水平（单位：%）

数据来源：陆金所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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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提高了小微企业贷款效率

在小微信贷业务流程方面，如图 5.3所示，商业银行小微信贷业务流程包含

贷前调查、贷款审批、贷款发放和贷款管理四个阶段，其中贷款审批还需报送上

级行审批，提高了小微企业融资的时间成本，商业银行发放小微信贷一般需 5-7

个工作日
①
，而平安普惠通过金融科技的加持，小微客户从提出贷款申请到收到

贷款，全程实现系统化、无纸化操作，最快只需 15分钟。这说明与商业银行相

比，平安普惠大幅缩短了小微企业贷款获得时间，提高了贷款效率。

贷前调查 递交申请材料审核

准入资格

贷款审批

贷款发放

贷款管理

进行授信调查报送

上级行审批

签订贷款合同协商

用款条件

录入信贷风险管理系

统进行贷后维护

图 5.3 各商业银行小微信贷业务流程

数据来源：商业银行官网

小微企业进行信贷融资时，要考虑众多因素，如图 5.4所示，其中考虑最多

的是利率水平的高低，占比达 77%，其后是信贷额度、贷款手续以及放款速度等。

但由于银行贷款程序繁琐，审批速度慢，小微企业经营者无法快速满足企业资金

需求，导致银行既浪费了人工成本，又流失了大量客户。而平安普惠通过金融科

技技术的赋能，不断改进小微信贷融资模式，在申请、审批过程以及贷款形式上

都大幅提升了小微企业贷款效率。

（1）申请环节。小微企业可通过平安普惠陆慧融平台，上传企业基本信息，

线上申请、线上审核以及线上查询贷款进度，节省小微客户现场等待以及资料不

全等重复操作时间，降低时间成本。平安普惠小微贷将传统融资模式下需耗时几

① 数据来源：商业银行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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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申请，提升至线上不到 1小时，提高了小微企业的贷款效率。

（2）审批环节。平安普惠运用金融科技技术，线上录入客户信息，通过智

能模型，匹配小微客户信息数据资料，实时计算小微客户可贷款额度，在短时间

内出具审批结果，并以最快的速度发放贷款，极大地提高了小微企业授信效率。

如平安普惠 “宅 e贷”在流程方面进行优化。传统抵押产品从申请贷款到发放

贷款需要 3天完成，流程优化后，“宅 e贷”最快 3小时便可发放贷款，

（3）贷款形式。近年来，贷款形式发生了较大转变，由抵押贷款发展为信

用贷款，抵押贷款涉及机构多，流程繁琐。平安普惠创新的无抵押产品区别于传

统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形式，小微企业的信贷、运营等多维数据被运用。多维数

据的运用，突破了单一维度数据所带来的信贷额度瓶颈，帮助更多需要资金的小

微企业及时获得足额融资，提高了小微企业的融资可得性。

图 5.4 2021 年小微企业选择贷款产品决策考虑因素 TOP10

数据来源：《2021年银行用户行为大调研（小微篇）》

5.1.4 提高了小微企业服务渗透率

在小微企业贷款用户数方面，如表 5.3 所示，平安普惠在 2021年小微贷用

户达 1680万户，而其他商业银行均低于此数值，其中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

银行小微贷款用户数较多，但也仅为 191.55万户和 193.67万户。此外，在小微

企业贷款占总贷款比重方面，平安普惠占据优势地位。根据数据显示，平安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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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都对小微企业融资呈大力支持态度，2021年平安普惠小微贷款占比达

80.50%，其他商业银行小微贷款占比大多维持在 5%-10%左右，相比平安普惠，

各商业银行小微贷款在总贷款中占比较低。总体来看，2021年平安普惠对小微

企业信贷融资支持力度较大，无论是从贷款用户数来看，还是小微贷款占比来看，

均高于中国银行等商业银行。6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小微贷款占比虽有不同程度增

长，但增速仍低于平安普惠，这说明平安普惠创新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

为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表 5.3 2021 年平安普惠与各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用户数与小微贷款占比

金融机构 贷款客户数量（万户） 小微贷款占比（%） 较上年变化

平安普惠 1680 80.50% 6.4%

中国建设银行 193.67 9.97% 1.31%

中国农业银行 191.55 7.71% 1.36%

中国工商银行 79.5 5.32% 1.32%

中国银行 62 5.62% 1.31%

中国交通银行 21.22 5.16% 0.71%

中国邮储银行 171.07 14.88% 0.87%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商业银行公告

陆金所作为科技型个人金融服务平台，旗下零售信贷业务由平安普惠经营。

平安普惠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模式模式，拥有专业的线下团队，可

针对客户个性化需求，提供差异化服务，提升服务效率；在业务测重上。如图

5.5 所示，陆金所在财报中披露，2021 年前三季度的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分别为

75.7%、77.6%和 80.5%。而 2020年报显示，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小微

企业贷款占比分别为 59%、63%和 72%。其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表现为平安普

惠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此外，平安普惠给予小微客户的贷款余额呈

上涨趋势，从 2020年第一季度 5063亿元上升到 2021年第四季度 6610亿元。促

成新贷款基本保持在 1500亿元左右，可见，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融资发展的

力度在逐渐加强，有利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在服务领域上，基于不同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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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服务需要，2020年 8月，平安普惠公司发布了“4+1”产业专项支持方案，根

据各地小微企业发展的差异化特征，增加了不同的重点扶持行业，实现了产业差

异化发展。2021年上半年，在“4+1”支持政策的扶持下，持续让利小微企业，

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有效的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平安普惠的小额信贷在非

银行的小额信贷中所占比重从去年的 60%增长到了 80%，进一步扩大了对小微

企业的扶持力度。这说明平安普惠不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而这些改变，

正符合这些年来，政府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方针。

图 5.5 2019-2021 年平安普惠零售信贷借款余额、借款人数及小微企业贷款占比

数据来源：陆金所财报

5.2 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存在的问题

5.2.1 征信数据难以支撑金融资信模型

银企信息不对称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贷款前，商业银行关于

小微企业的资料由于对贷款的掌握程度低，在与客户的关系中处于劣势。因此，

银行经常会选择上调贷款利率，相比于经营状况较好的小微企业，经营状况较差

的小微企业愿意付出较高成本获取信贷资金，加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贷款完成

后，银行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到小微企业的情况，同时由于缺少监管和制约，

小微企业容易出现不良行为，从而使其风险增加。因此，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

商业银行可能会出现“惜贷”现象，从而给小微企业造成融资困难。所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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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二者之间的信息壁垒，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平安普惠的大部分数据来自中

央银行的信用记录系统。中国的信用信息系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中国人民

银行的信用信息系统覆盖率较低。目前，中国中央银行的信用信息系统还处在发

展初期，信用信息的覆盖面还很小，需要进一步完善。平安普惠接入央行征信系

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数据品质。二是需要考虑大数据的可信度。通常，

一个可靠的资料来源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得到充分的资料，以便进行比较和

分析，从而形成一个统计分析的模式。同时，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如何剔除无效

数据，保持数据的正确性，加大了技术费用和实现的难度。所以，在目前中国信

用信息系统不健全的情况下，平安普惠所收集的资料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究竟如

何，能否支持建立一个完整的数据模型，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5.2.2 技术风险加剧融资模式脆弱性

互联网金融是将大数据技术与金融服务结合起来的，因此，在信用审核、风

险评估等方面，都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完成的。而网络金融体

系的开放性和自身的不足，使得网络金融的不安全、不稳定。首先，以大数据为

基础的互连网络金融所依赖的信息系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它在软件和硬件

上都不能保证完全的安全。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数据被篡改，信息泄露，导

致交易中断，甚至是整个平台的瘫痪。其次，金融科技企业仍然处在在企业经营

模式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中，企业的技术解决办法大多采用外包的形式。如果目前

没有针对技术问题解决办法的统一标准，则互操作性强。网络金融机构为了减少

经营费用，会购买具有自身缺点和安全风险的低标准方案，从而导致危机发生时

产生的后果难以估量。最后，海量的数据导致了用户的隐私和安全性问题。个人

信息、资金状况、购买偏好以及信贷状况等信息的大量搜集与分析，提升了个人

隐私和信息泄露的风险。

5.2.3 监管手段匮乏滋生违法现象

大数据时代，新型小微融资模式呈现跨界、长尾等特征，对监管机构的监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网络融资平台大量兴起，确实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

门槛高、效率低等问题，但由于对网络融资平台监管不到位，以及金融科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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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发展风控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导致违法现象时有发生。平安普惠虽然建立了

比较完备的金融科技平台和完善的风控模型，但也存在客户不按时还款，出现不

良贷款现象。如根据陆金所控股招股书披露，截至 2020 年、2021 年以及 2022

年 9月底，陆金所 30天以上贷款的逾期率分别为 2.0%、2.2%及 3.6%①
。此外，

网络交易突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金融业务出现综合化趋势，风险频发，而中国

目前还未有完善的网络监管体制，致使金融监管难度加大。虽然中国已充分认识

到对网络融资平台进行监管的重要性，并明确了监管主体，也明确规定网络借贷

机构作为融资中介平台，提供交易双方信息数据资料，不得积蓄资金池，非法吸

收公众资金。但后续并未出台相关监管制度，其制度的协同性也需提高。

5.3 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5.3.1 信用体系有待建设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有助于降低不需要的中介费用，促进整个市场的效

率。良好的信贷环境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推动市场公平竞争，促进经济和金融

市场的活跃与繁荣。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以信用为基础，信用系统是“线上”

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银行信用记录制度记录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的

信用记录贷款业务和法律法规方面的一些行业信息。在人民银行的“诚信经济与

诚信制度”论坛上，提到了“行业诚信建设是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其中一个关

键的部分。科技小微企业缺乏行业对标、审计报告、历史沿革等重要资料，缺乏

信贷基础，可以在信贷系统中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完成后可自行选择增加的信函。

当前缺少具有类似性质的科技企业的行业协会或类似性质的机构，以提高公司的

信誉，发挥信贷信息服务的桥梁作用为金融机构解除对风险的担忧。这个让所有

人受益的信用系统需要整合工商、环保局、银行等机构的资料，建立一个统一的

信贷信息服务管理平台。在现有的信用体系的基础上，增设专门的专门的信用体

系，是未来科技小企业信用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诚信制度，促进诚信激励

激励约束机制，促进科技企业诚信体系的建立，强化诚信意识，将高信誉和低信

誉企业区别开来，使高质量企业得到更多利益，获得市场认同和资金支持。

① 数据来源：陆金所招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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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风控有效性有待考量

平安普惠将小额贷款业务应用于小额贷款业务，突破了以按揭贷款价值估算

贷款规模及风险评价的常规风控模式，并运用信用周期中的小额贷款资料，对其

进行智能控制。另外，平安普惠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了一个基于大数据的风控体

系，能够通过大量的数据，来判定用户的信用等级，从而精准地识别出用户的真

实身份，从源头上控制数据，从前、中、后三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审核和验证，从

而有效地分析客户群的行为，减少平台风险，保护用户的资金安全。此外，在放

款过程中，利用智能化技术和高效率的网上服务系统，可以实现对客户的延迟处

理。平安普惠在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风险控制体系的同时，也持续加大对人工智

能、云计算智能技术的研究力度。针对小微企业的经营需求，积极寻求与之配套

的金融服务方式，使其在微观层面上逐渐建立起普惠的核心能力，为其建设提供

了有力的支撑。基于大数据的风控模式相对于常规的风控模式更为成熟，其客观

性和科学性还需进一步研究，这是当前研究中无法避免的问题。任何一项技术的

诞生，都必须要深入到市场中去，并按照自身的情况和市场的要求来进行调整。

平安普惠的风控技术也是一样，它包括了海量的数据源、风控规则和定量的建模，

但建立时间较短，缺乏实践性。大部分的风控模型，都是将风险降到最低，只会

忽视掉那些不太关键的东西。所以，平安普惠需要一段漫长的岁月，需要无数的

实战经验，才能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上找到适合自己的规则，让自己离真正的金融

规则越来越近。

5.3.3 监管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当前，中国还没有制定有关金融技术的具体法律规定，对金融技术公司的定

位比较含糊，监管机构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基础。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可能会造成

管理的过多或缺乏规范。虽然金融技术具有跨行业、跨区域的特征，但各国的法

规不尽相同，必然会出现“监管死角”，从而造成监管失败，影响金融技术的持

续、稳定发展。而金融技术又是一种金融和技术相融合的产物，它与一般的金融

公司相比具有明显的“技术化”特点。传统的财务监督以人为主导，而受监督的

是与人相关的财务活动；而随着技术在金融技术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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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取更加技术性的监管手段，运用新型监管手段和平台，这给监管机构带来了

很大的困难。另外，监管机构和被监管机构的信息不对称性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

主要原因之一。在现代金融技术的大环境下，这一状况愈演愈烈，其经营模式和

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广泛，难以界定和界定监管目标。由于网络的信息化，使得数

据的可信度和准确性都很难得到保障，目前国内尚无健全的数据库；金融技术的

快速更替和快速的变化，使得信息的实时度很难得到保障。因此，随着金融技术

的不断发展，监管机构和被监管机构之间的不对称性将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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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平安普惠为案例用六部分来介绍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融资实践研

究。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现状分析，

第四部分为典型案例分析，重点分析了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模式，

第五部分是对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案例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启

示。本文研究发现：首先，对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发展现状进行分

析，结果表明，金融科技拓宽了小微企业融资渠道。金融科技通过为小微企业构

建良好的融资平台，汇集客户信息，对客户需求做出准确定位，利用网络平台正

反馈效应，缓解融资渠道不够宽问题，使得小微企业投入较低成本获得优质融资

以此形成大规模效应，推动小微企业更好的发展。其次，通过分析平安普惠赋能

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案例介绍，发现平安普惠创新了传统信贷业务模式。平安普

惠通过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了“AI+O2O”融资模式、“金融+经营”双轮驱动模

式以及“5+3”创新融资模式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促进了小微企业的稳健发展，

对其他小微企业进行信贷融资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最后，重点对平安普惠赋能

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成效，存在问题以及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陆金所控股旗下平安普惠公司通过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费率以及提高贷款效

率等方式促进了小微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但平安普惠赋能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业

务模式仍存在征信数据不健全、技术风险难以消除以及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在一定成功难度上也增加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度，为了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平

安普惠自身应不断完善信贷融资模式，政府在其中也应发挥重要作用，如完善监

管机构地监管制度，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等，实现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综上所

述，平安普惠为小微企业融资带来了正向效应，促进了小微企业发展。这说明作

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小微企业的发展创新必须要重视金融科技发展带来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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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政策启示

基于此，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完善征信体系建设，拓宽信息数据的获取渠道。一是完善征信平台建

设。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覆盖金融领域、企业、政府公共部门的

数字征信体系，拓宽信息数据的征集领域，丰富数据库，实现信息数据的全覆盖。

及时对小微企业的相关信息进行更新，保障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通

过实现数字征信的数字化转型，创新征信产品，从而为金融科技企业审小微信贷

提供信息基础。二是管理征信机构的市场准入。加强政府的监督、法律的监督，

利用信用数据保护机制对风险进行实时监测；在此基础上，构建企业信用评估模

型，对企业贷款信息进行实时测度。与此同时，对征信机构的职能进行明确定位，

扩大征信市场的规模，发挥数字征信的最大作用，为小微企业提供精准的信用报

告。三是建立小微客户监督投诉机制。通过构建投诉机制，保障小微客户诉求的

透明性，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帮助金融科技企业筛选优质客户，在服务小微企

业融资的同时，降低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

第二，全面引入新技术，不断降低风险。一是要大力应用大数据技术，深入

挖掘数据，突破“数据孤岛”这一状况。在中国步入了新世纪以来，企业信息化

的全方位发展使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更具弹性，为小微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空

间。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使整个产业链快速运行，为小微企业的信用记录、供需

状况、产品生产情况等提供相关信用记录，简化业务流程，形成自动化的数据链，

破局大数据的孤岛困境。二是要优化智能风控模型，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技术，为

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风险管理服务。在提高小微企业的服务效能的前提下，利

用大数据技术，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提高小微企业风险管理效率、降低风险管

理成本，为小微企业的融资发展提质增效。

第三，强化金融科技监管，确保金融科技安全稳健发展。目前，存在数据孤

岛和融资的资质向算法适应等问题，并不仅是因为技术发展不成熟，还因为市场

和监管层面监管不严所致。政府作为监管者和规则的制定者，应当从以下两方面

加强金融科技创新服务小微企业的监管。一是监管前置，变被动为主动。目前对

于金融科技的监管，仍然是被动式监管，也就是出了问题再寻找对策解决，容易

导致风险发生。因此，监管机构应加强监管活动的前瞻性和及时性，充分利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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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科技技术，建立相应的模型，及时预测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制定相应的措

施，将金融科技技术作为赋能小微企业融资的关键手段，改变被动监管的局面。

二是建立仲裁申诉机制。此种机制下，通过行业自律协会对于各企业信用状况的

打分，以及参考其他专业信用评级机构对于企业的评价。其中信用评价的真实性

需由政府把关，建立与之匹配的仲裁机构，对于重点企业进行审查，剔除因评级

机构算法不合理等因素造成的评价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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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时光飞逝，马上就要离开学习生活七年的母校，心中感慨万千。回想过去三

年研究生求学生涯，老师的敦敦教诲，同学的互帮互助，家人的鼎力支持，都是

我求学路上不断前进的动力。在此毕业论文完成之际，想对给予我莫大帮助的老

师、家人和同学表达衷心的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四年的大学本科和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您在

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在论文写作中，我的导师对于论文选题、结

构框架甚至是文字表述和标点符号都悉心指导。除了学习之外，导师对我在校期

间的生活状况、心理状况也十分关心，总是尽力帮助我解决遇到的问题。非常感

谢我的导师一直以来对我学习生活上给予的帮助。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在我求学期间，我的父母尽可能的给予我最大的

支持，一直支持我的任何决定，从来不提家里的困难，让我一心求学。我取得的

成绩都是因为你们的支持，让我不畏困难，努力前进。在此之际，我借此机会跟

父母说声谢谢，你们幸苦了，希望我的父母身体健康，未来的每一天都开开心心。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的老师和同学。感谢三年期间老师和同学们的陪伴，这

三年时光，我会一直铭记。毕业之际，也祝愿老师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祝愿同

学们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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