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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ternet financial enterprises have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Internet finance has a wide range of profit models, 
including Alipay and P2P. This will undoubtedly impact the commercial banks which occupy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interest income is the main 
profit model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this profit model is out of date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is both an opportunity and a challenge for commercial banks, which restricts 
their development and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In this paper, 
empirical analysis is used to discuss.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lated panel data by Eviews10 soft-
ware. It is concluded that both the scale of online banking transactions and the scale of third-party 
payment transaction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eturn on total assets of commercial banks. 
Finally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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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近些年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盈利模式丰富

多样，包括支付宝和P2P等。这无疑会给在传统金融中介机构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商业银行造成一定的

冲击，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制约其发展的同时又推动了银行业的

不断进步。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式进行论述，通过Eviews10软件对相关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

且得出网上银行交易规模与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都对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有着负向影响的结论，最

后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商业银行的未来发展道路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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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早已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信息传播平台，而是成为了一个可以囊括众

多金融服务与资源的重要媒介，从而滋生了互联网金融这一概念。2013 年阿里巴巴集团在支付宝的基础

上推出了以余额理财为宣传的余额宝业务，这一业务的推出在短时间内风靡全国，随着余额宝用户的迅

速增多和交易量的激增，其他货币基金产品也应运而生。在下一年中，随着微信红包的推出，当期用户

便超过了两亿人，再次掀起了互联网金融的浪潮。 
近年来商业银行存款成本高、受众群体有限等弊端逐渐显现，人们倾向于选择成本低且使用便捷的

支付与存取方式，除此之外，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利息收入增速下降在当前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问

题中尤为突出。第三方支付手段的出现使得近些年第三方互联网与移动支付交易规模都有了巨大的增幅，

也使得人们减少了银行卡与现金的使用。基于此，中国商业银行不仅是在盈利空间上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此外通过对公业务以及利差收入为主的盈利模式也到了面临转折的历史性时期，商业银行在未来阶段要

想获得长久的发展就需要积极推动盈利模式与能力的转型升级。中国的银行业必须积极思考当前面临的

挑战与机遇，正视冲击，不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同时结合互联网技术研发新的金融产品提供更加优质

的服务才能在日新月异的金融行业站稳脚跟。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型升级也将推助互联网金融的持续

稳定发展，有利于社会金融结构的创新与融合。此研究对于金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实现金融资源的优

化配置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 文献综述 

Zask (2001)认为，互联网技术发展会影响银行盈利。但是他也提到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传统金融中

介，如果能够合理的运用移动网络技术建立金融服务运作新模式，也将对利润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1]。David (2008)曾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的贷款模式。他认为这种贷款模式与银行贷款各有优劣，前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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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申请手续的办理流程较为简便，对于抵押资产的限制也有较大弹性。因而会受到信用评级不达标的顾

客的青睐，但是弊端在于不确定性和风险较高[2]。 
曹少雄(2013)指出，互联网金融会冲击现有的商业银行盈利状况，同时线上支付方式也会弱化商业银

行的支付功能。并从中发现商业银行的现存的不足，重点提出传统金融服务互联网化的方案，以期加快

商业银行转型升级的步伐[3]。袁博(2013)提出互联网的发展虽然会使商业银行面临资金和客户脱媒的现

状，但是也拖动了银行业与其他金融机构的融合与合作。他认为这既是商业银行的转型机遇又是发展挑

战，同时他也提出了商业银行应拓宽线上业务领域，完善基础设施建设[4]。宫晓琳(2013)指出，互联网

金融是一种新兴的交易与支付手段，虽然短期内不会改变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与盈利能力，但是从长远

角度出发，商业银行如果想获得持续发展就必须让金融服务融合互联网技术[5]。靳永辉(2017)曾提到互

联网金融加剧了商业银行的竞争，同时第三方支付交易量与商业银行的利润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程度

有限[6]。申创和赵胜民(2017)通过实证分析法指出，虽然互联网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商业银行实现

金融互联网化，但是负向竞争效应更为明显，由于这种新型金融运作模式给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都带来

了影响，所以对商业银行的盈利也形成了冲击[7]。 

3. 研究方法 

3.1. 互联网金融特征与发展现状 

通常情况下人们把互联网技术企业从事的金融服务行为称为互联网金融，而金融服务机构应用互联

网技术将多种业务拓展到网上称为金融互联网，这两个概念的主体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将采取另一种定

义方式，所谓互联网金融就是指现代互联网企业为了更好地进行金融业务拓展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而向

大众提供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引致性，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初衷就是互联网技术企业想要借助这一技术手段来实现金融服务

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不是单纯的将盈利作为主要目的。互联网金融是信息革

命与知识经济相结合且发展的产物，在之前的金融服务中，信息的传递与交互往往有着一定的封闭性，

而在信息革命之后，互联网金融这一概念也逐渐兴起这也是互联网与金融行业共同进步、相互促进的重

要体现。 
第二是低成本，与传统的金融服务行业相比较而说，线上交易成本低廉。在传统的金融服务程序中，

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服务费用，同时也伴随着高昂的时间成本，客户想办理某项业务时通常需要穿梭于

各个窗口之间。而在互联网金融出现以后，人们仅需在网上进行相关操作然后完成支付，这种去中介化

的操作方式不仅仅是减少了中介费用也同时减少了时间成本。借助互联网技术的优势，金融行业能够以

一种较快的方式寻找到客户并与之进行相关的业务沟通。同时也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第三是数字化，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来说他们的优势在于有很强的数据收集能力。这类企业通过云

存储的方式可以更快的收集相关的客户资料与信息，同时也能够保障所获得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通

过归类与分析来更好地进行信息整合，借助搜索引擎、社交平台、第三方支付等渠道建立庞大的数据仓

储，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使用效率。 
2013 年是其发展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以前，中国各大商业银行仅仅是初步实现了互联网技术与金融

服务的相互融合，部分业务可在网站上进行办理，同时第三方支付和网络信贷也处于萌芽阶段，2011 年

中国人民银行为 27 家互联网金融公司颁发牌照则是这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也体现了人们的一个逐渐接

受的过程，随着第三方支付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出行或购物时会选择微信或者支付宝进行支付。2013
年以后，国家也加大了对其政策扶持，互联网金融不仅要将市场作为导向，还需政策助力，才能获得长

久而健康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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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证分析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 
首先在因变量的选取上，总资产收益率可以较好的衡量商业银行的盈利状况，在自变量的选取上，

需要寻找对于互联网金融交易规模有说明意义的变量，考虑到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一

方面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方式极大地减少了贷款及相关业务的操作流程，减少了手续费用的支出。另

一方面，就客户群体而言，互联网金融的受众群体更为广泛，且近些年来，中国的商业银行也在不断寻

求转型升级的对策，各个商业银行为了更好的完善客户体验感与扩大业务范围，积极的结合互联网技术

相继推出网上银行的新型模式，因此选择网上银行的交易规模作为因变量之一；就对商业银行的支付业

务影响而言，在过去人们购物或出行通常会采取现金支付的线下结算方式，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

展，人们的支付习惯也渐渐的发生了改变，更多的人选择第三方平台进行支付。且在汇款过程中，线上

支付的 APP 往往采用减免支付手续费的方式，这无疑会分流商业银行转账汇款的部分业务收入，第三方

支付交易规模对于该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而选择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作为第二个因变量。在确

定变量后，通过借助面板数据与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文考虑到因为横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数

据都存在着局限性较大不能准确对变量关系进行阐述的特点，面板数据在计量分析中有较为全面的优点。

在模型的选择上，根据回归结果在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选择，在对数据进

行检验与回归后得出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最终得出结论。本文最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这是线性模

型的推广，它的优势在于不仅仅能够通过样本对数据进行分析，还能将其推广至所代表的总体当中。 

4.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篇论文主要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商业银行盈利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根据实证分析结果

总结相关结论。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软件是 Eviews10。 
本文采用中国 10 家上市商业银行 2012~2018 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数据来

源于 wind 数据库与银行年报。 

4.1. 变量的选择 

因变量 
本文选取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本次检验的因变量，因为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在分析商业银行的盈

利因素时，通常选取总资产收益率(ROA)或者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因变量的备选变量。作为银行而言，

一般有着比较高的负债率，因此选择总资产收益率即净利率与平均总资产的比率作为因变量可以较好的

衡量银行的盈利能力。 
自变量 
对于本文来说，选择互联网金融的交易规模作为自变量较为合适，但是对于互联网金融而言其包括

的形式多种多样，不好对变量进行限制。因而综合前文的论述，本文选取网上银行年交易规模作为自变

量之一。因为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各个商业银行都相继推出了网上银行业务，网上

银行的出现无疑方便了人们的网上资金交易，因此对于衡量商业银行盈利的变动来说，网上银行的年度

交易规模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参照标准。 
再者，基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多是以支付平台、在线销售平台与网络信贷为载体的，所以本文选择

第三方支付年度交易规模为另一个自变量。因为在线上进行的交易或理财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都是需

要第三方平台，所以第三方支付的年度交易规模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依据，同时也可以侧面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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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状况与人民的接受程度。 

4.2. 模型的设定 

根据所选择的变量与数据设定如下模型： 

0 1 1 2 2ROA X Xβ β β µ= + + +  

公式中 ROA 代表总资产收益率，β是估计系数，X1 代表 2012~2018 年间网上银行交易规模的年度数

据，X2 代表了同期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的年度数据，μ代表了随机干扰项。 

4.3. 模型的计量与检验 

本文选取了中国 10 家上市银行的 7 个会计年度数据，且从结果准确性的角度和样本的特点，采用面

板数据的方式进行回归建模。此外，由于该样本的时间跨度较短且以年为单位，因而无论随机干扰项是

否存在自相关，我们都无需考虑此问题。 
实证分析过程如下： 
2012 年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2013 年又是发展的关键之年，本文选取 2012 年作为年份起点，关于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仅适用于时间跨度在 20 年以上的长时间序列数据，而不适用于时间跨度较短的数据，

因而不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因此，本文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协整检验，以此衡量变量之间是不是具有

长期协整的关系。 
其次，对模型进行选择。在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的时候，模型通常包括混合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

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于第一个模型来说，通常是有偏的，样本个体的回归方程相同，且针对时间和截

面看个体之间无显著差异；可以混合数据后用 OLS 进行估计。对于后两种模型而言，个体允许有不同的

截面与时间序列，但要有一致的斜率系数。截距项与解释变量之间有无关系是最终确定模型选择的重要

标准，若有，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若无，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第一步，通过 F 检验在这两种模型之间进行选择。原假设是变量的总体方差一致，这也与混合回归

模型截面相同的特点契合，接受原假设，就使用混合回归模型，若拒绝，则参考下一步。 
第二步，拒绝 F 检验后，则放弃使用混合回归模型，采用 Hausman 检验，根据结果在三种模型之间进行

选择。备择假设是截距项与解释变量有关，所以拒绝原假设就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就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关于面板数据的协整主要有两类，建立在 EG 两步法基础上的检验主要有 Kao 检验，另一类则是

Johansen 面板协整检验，以下是输出结果： 
 

 
Figure 1. Co-integration test of ROA and X1 (Kao) 
图 1. ROA 与 X1 的协整检验(Kao) 

 

 
Figure 2. Co-integration test of ROA and X1 (Johansen) 
图 2. ROA 与 X1 的协整检验(Joha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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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1~2 的输出结果显示，在置信水平为 5%的情况下，ROA 与自变量 X1 之间长期协整，即总

资产收益率与网上银行交易规模协整。 
 

 
Figure 3. Co-integration test of ROA and X2 (Kao) 
图 3. ROA 与 X2 的协整检验(Kao) 

 

 
Figure 4. Co-integration test of ROA and X2 (Johansen) 
图 4. ROA 与 X2 的协整检验(Johansen) 

 
根据图 3~4 的输出结果显示，在置信水平为 5%的情况下，ROA 与自变量 X2 之间长期协整，即总

资产收益率与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协整。 

4.4. 模型的确立 

首先，根据上文，在固定效应模型窗口下进行 F 检验，结果如下： 
 

 
Figure 5. F test of fixed effect model 
图 5. 固定效应模型的 F 检验 

 

根据图 5 结果可知 P 值小于 0.05 因此拒绝原假设，即不采用混合回归模型，那么就在随机效应模式

下进行 Hausman 检验，结果如下： 
 

 
Figure 6. Hausman test of random effect model 
图 6. 随机效应模型的 Hausman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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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Final results under Hausman test 
图 7. Hausman 检验下的最终结果 

 

根据图 6 检验结果可知 P 值为 1 因此相比较固定效应模型来说，随机效应模型下的结果估计更加有

说服力，通过分析最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根据图 7 整理后方程如下： 

1 2ROA 1.456687 0.000634 0.001142X X= − −  

根据上述方程可知，网上银行交易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这十家上市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将相应的

减少 0.000634 个单位；同时，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这十家上市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将

相应的减少 0.001142 个单位。 
综上所述，2012~2018 年间这两个变量都与商业银行的盈利状况存在负相关关系，尽管近些年对于

盈利的影响程度有限，但是不排除未来在互联网金融行业形成了较大的发展规模之后，会对中国商业银

行的盈利产生更为广泛的冲击，这不仅是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其他金融中介机构都应该对这一现象有所

警惕，对当前的影响进行相关的分析，不断完善自身盈利模式，并结合两者优点，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5. 结论与建议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无疑是大势所趋，而它的深入发展无论是对实体经济还是商业银行都构成

了一定的威胁和冲击。就前文进行的论述和实证分析而言，短期内虽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的

盈利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幅度有限，商业银行若想实现平稳的过渡与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直面挑战，正

视自身所存在的不足。互联网金融对于商业银行的转型升级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存在不利的影响，

但是也可以让其有所警惕对当前状况进行分析，对未来有所借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商业银

行的制约和监督，因此二者有着相互推动和共同发展的关系。关于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金融冲击下的发展

前景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期为商业银行的良性发展提供帮助。 
首先是重视人才的引进，在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的冲击下，商业银行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然

而专业的金融人才仍存在一定的缺口，中国商业银行应该不断完善人员管理制度，同时完善薪资福利，

吸引更多的互联网金融专才，更好地服务于银行的发展。与传统的银行从业人员相比，互联网金融企业

的员工眼界更加开阔，在思维上也更有创新意识，商业银行如想改善当下利息收入在盈利模式中占据很

大比重的现状，就需要引进相关的技术与人才，不断创新现有金融产品才能在盈利能力上有所突破。商

业银行也应注重员工间的培训与交流，建立专业的团队，及时把握金融市场的动向，更好的了解客户的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0.104032


郭晓航，蓝裕平 
 

 

DOI: 10.12677/fin.2020.104032 321 金融 
 

需求才能对症下药。在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方面，可以实施小组交流、外派培训和模拟训练等形式，通过

这些方式来增加员工之间的凝聚力和创新学习能力。 
其次是运用互联网技术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尽管互联网金融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但是仍存在较多

的风险漏洞，这就需要央行出台相应的管理政策，防控金融风险。这其中行之有效的方式便是利用大数

据的优势来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商业银行应该在现有的信用评级基础上进行相应地完善。目前商业银行

对于信贷业务的信贷评级主要依据固定抵押物等，这无疑会使客户群体大大缩小，对于一些没有固定资

产可用于抵押的客户来说，就很难通过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这些客户虽然能带给商业银行的利润较少，

但是慢慢的积累下来也会是较为客观的收益，这也是 P2P 等互联网信贷给商业银行盈利模式造成冲击的

原因。而应对这一现象的方法则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客户的交易信息与资产状况，从而给

予相应的信用等级评定，对于信用评级良好的客户进行贷款发放，这样可以为商业银行捕捉一些漏掉的

优质客户从而获得盈利。另一方面，网络信贷平台通常在服务上带给客户更好的体验感，商业银行也可

以通过优质的服务来完善自身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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