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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TANK智库

世界经济论坛：

如何构建共享的数字化未来？
世界经济论坛《共享数字化未来》报告发现，企业尝试数

字化实验较为容易，但距离真正实现数字化转型仍有很长路要
走，多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缺乏明确的商业目标，没有深
刻理解领导和构建一个数字化的企业需要什么？为此，研究着
重探讨全球应如何应对数字化进程中的挑战，力求为企业实施
数字化转型提供思路。

报告指出，数字化背景下，客户的原始需求一直存在，因
此，关注客户的原始需求仍然是企业探索创新和重构商业模式
的必要前提。企业需要探索一种新的、更加灵活、敏捷和面向
未来的经营战略。需要把握以下关键点：

一是，以系统的数字化战略计划取代零散的数字化转型试
验试点。每个行业都有其独特的数字化路径。为此，企业需要
从市场选择角度入手，前瞻性地研判自身在行业路径中所处的
阶段，思考应该参与价值链的哪些部分和客户细分领域。在运
用数据和分析工具进行决策的时候，将重点放在预测性分析而
非回顾性分析上，制定新的商业模式。

二是，重视运营环节在经营战略具体化过程中的关键作
用。研究发现，多数企业在数字化投资上浪费的钱多过于获得
的收益，而且，大部分都投入了运营阶段。为了提升数字化投
资的价值，建议企业重新设计上下游流程，先简化现有流程，
然后引入新的数字技术来支持新的运营流程。此外，打造灵
活、流动性强的员工队伍，也能够推动数字化运营。

三是，明确数字化转型有赖于整个行业生态系统的建立。
调查发现，没有企业能够实现独立的成功转换，因而需要建立
一个行业内合作的数字化转型生态系统。

企业主动谋求数字化转型并非是创造数字时代的唯一动力，
报告提及未来数字化大环境发展的六大关键：确保互联网接入和
普及高质量发展；建立完善的身份认证和访问机制，确保每个人
都能参与数字社会；企业探索新的、有效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和实
践；保障数字安全，形成规范安全且有弹性的发展环境；建立规
则，开发创新、灵活的参与式治理机制，以补充传统政策和监
管；突破数据壁垒，在合法的前提下，创新数据获取方式。通过
这些努力，来协调、支持和建立共享的数字环境。

经济学人智库：

迎接下一轮金融科技革命
经济学人智库发布《2018年全球金融显微镜》报

告，探讨各国在推动金融科技革命方面的领先做法，
为全球迎接下一轮金融科技革命提供建议。

研究选取全球55个国家，对它们的金融监管和运
营环境进行评估和比较。在2018年全球普惠金融的排
名中，哥伦比亚、秘鲁、乌拉圭、印度、菲律宾位居
前5。究其原因，这些国家在普惠金融方面获得政府
专设高层机构和政策的大力支持，具有较强的金融包
容性。比如，哥伦比亚的普惠金融战略得到由私营企
业和贸易协会组成的咨询机构的支持，秘鲁等国的战
略得到国家政府机构的高层工作组支持。

研究有以下几点发现：
一是，越来越多的电子货币供应商被允许进入市

场，电子货币逐步取得认可，成为重要的数字金融产
品。目前，全球仅少部分国家只允许银行发行电子货
币，超过半数的国家为电子货币发行者提供了有利的
市场进入环境。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整体积极的环
境，加上客户需求，正推动电子货币成为领先的数字
金融产品。

二是，普惠金融的推广越来越依赖数字基础设
施，缺乏支付系统和数字识别系统将限制金融科技领
域新参与者的竞争和创新。

三是，适当监管能够促进数字金融服务增长，监
管方式有待探索创新，监管能力有待提升。P2P贷款
和众筹等金融技术常常被誉为普惠金融的重要潜在驱
动力量，新兴金融科技企业需要法律监管。一些国家
的金融科技公司尝试建立组织，与监管机构进行对
话。比如，阿根廷、哥伦比亚刚刚成立了金融科技行
业协会，厄瓜多尔的银行业协会建立了一个金融科技
创新实验室。部分国家的监管机构通过建立差异化的
风险框架，对实体和行业进行风险优先排序，为不同
风险类型的企业设置专门监管方式，有效弥补了监管
漏洞。比如，哥伦比亚建立综合风险管理框架，评估
机构的信贷、市场、流动性和经营风险；乌拉圭金融
稳定委员会召集了各种监管机构，对风险和金融包容
性等指标进行评估。这些做法为其他国家加强对金融
科技企业的监管提供经验借鉴。

此外，研究还发现，技术带来了新的风险，许多
国家仍然需要更新网络安全法律，实施数据隐私保
护；政府可以通过扩大政府交易支付平台、推动金融
技术提供商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等方式，促进数字金
融的普惠。

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助理研究员 王斯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