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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科技改变了传统金融行业业务模式，然而目前研究主要关注特定的金融技术领域，缺少对金融科技

的整体行业发展的系统性分析。因此，为了了解此发展，本研究对近年来金融科技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梳理学者观点。本文回顾了2018年至2021年3月间SSCI核心合集国际期刊中金融科技的相关文献，将其

分为“技术、服务、创新、使用意图、监管和金融包容性”六大类。接着，通过分析金融科技在不同领

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归纳整理了金融科技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影响与作用。并且，本文关注了中国学

者的研究领域，探讨了学者在六个方面研究的不同的侧重点。最后，本文进一步提出对金融科技的未来

研究展望，旨在为学者们提供参考性建议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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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Tech has changed the operational model of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ustry. However,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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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specific technical fields and lack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devel-
opment of FinTech in the overall industry. Therefore, to understand this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FinTech in the SSCI international journals from 2018 to March 
2021, and divides them into six categories: “technology, service, innovation, intention, regulation,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By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FinTech in the cate-
gorie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contemporary economy and society. Then, 
we further explore and investigate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 fields and discuss the key points in 
six categories of FinTech.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research prospects of FinTech, aiming to 
provide scholars with sugges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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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等信息技术的不断更迭，金融科技的发展速度也在加快。正如我们所感受到的，金

融科技明显改变着我们进行金融交易和使用金融服务的方式，例如，在线金融科技支付服务的使用[1]。
然而，并不那么明显的是，金融科技也在潜移默化地开始改变金融参与者们的思维模式，发展方式以及

实施方案等。金融科技现象的普遍化和多样化，促使我们在信息技术和金融的交叉领域中，重新塑造对

金融系统的理解。 
金融科技影响金融市场中的微观主体的行为和决策，并对宏观局势产生新的效果，推动整个金融系

统的创新发展。2019 年，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普遍超过 2.5%，未来这一比重

还将持续不断提升。在人才储备方面，2019 年金融科技人才同比增加超过 50% [2]。而在 2020 年的疫情

期间，金融科技一方面为大众群体提供无接触交易方式，满足人们的日常消费，促进数字支付服务的发

展；另一方面，为中小企业借贷提供支持，小微贷款可得率上升，激发生产活力，推动经济逐渐复苏。

根据《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 年)》，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

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增值提效[3]。对金融科技的投入程

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科技行业发展的创新推动力。金融科技对经济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结合信息技术和金融活动的金融科技从萌芽到逐渐壮大，发展越发全面，也越来越受到从业者和学

者的关注[4] [5] [6]。近几年，多数学者关注于金融科技的特定影响对象的分析和研究，如，金融科技对

监管的影响，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的作用等，对于金融科技发展的整体脉络的研究较为空缺。为了了解

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传统金融行业的业务与运营，Eduardo (2019) [7]对 2018 年前 38 年的金融科技相关文

献进行分类整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延续其对金融科技整体态势的研究方向，回顾了 2018
至 2021 年 3 月间的相关文献，并对其以技术、服务、创新、使用意图、监管和金融包容性进行分类整理

和分析，延续了对金融科技总体综述的研究。最后，本文基于目前金融科技研究的局限，提出了对未来

研究的几点相关建议。 

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以英文金融科技(FinTech, FinTechs)为标题关键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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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系统的文献搜索，搜索范围为 2018 年至 2021 年 3 月。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为已发表的英文期刊，

因为期刊发表前需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过程，期刊中的内容及数据有较高的严谨性，质量水平较高。因

此，本文以期刊为主要的文献分析的主体。本文基于 Eduardo (2019)等人对 1980 年至 2018 年 2 月期间金

融科技的文献综述的回顾和研究[7]，延续其研究的主要方向，为掌握和研究金融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

搜集了从 2018 年至 2021 年 3 月，共发表的 210 篇期刊。经过筛选，排除先前已包含的文献、会议文献，

非英文文献和特刊中的编辑评论，本文研究所包含的文献为 196 篇。 
本文根据年份对文献进行数量分布分析，见表 1，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近三年来，学者们对金融

科技的关注度提高，相关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研究金融科技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其中，

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献共计 37 篇，以第一作者发表了 23 篇，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了 2 篇，第一作者和通

讯作者均为中国学者的 12 篇。近年来，中国学者主要集中研究金融科技与服务相结合的领域，还包括金

融科技使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的实证研究，以及创新等。 
如表 2 所示，本文按期刊对文献进行了汇总整理，因所包含期刊种类多，以下列出了发表数量排行

前 9 的期刊。《Sustainability》发表文章数量最多，为 10 篇；其次是《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Economy 
and Space》、《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和《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均为 4
篇。中国学者在 9 类期刊中合计发表 10 篇文章，占 2018 至 2021 年 3 月总发表文章数的 26.32%。 
 
Table 1. Quantitative distributions of FinTech related literature from 2018 to March 2021 
表 1. 2018 年至 2021 年 3 月金融科技相关文献数量分布 

年份 期刊数量 中国学者发表数量 

2018 26 0 

2019 46 8 

2020 96 18 

2021 28 11 

 
Table 2. Number of FinTech related studies published in each journal from 2018 to March 2021 
表 2. 2018 年至 2021 年 3 月各期刊发表金融科技相关文献数量 

期刊名称 发表数量 中国学者发表数量 

《Sustainability》 10 2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Economy and Space》 4 0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4 2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4 0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 0 

《European Journal of Finance》 3 2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Science》 3 2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 0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3 2 

3. 文献分析 

3.1. 研究内容分析 

Eduardo (2019)等人以金融科技部门为核心，划分为与金融技术相结合和与金融服务相结合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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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金融服务领域包含了创新、监管、金融包容性、金融教育和服务运营五个部分[7]。由于现有文献的

涉及范围广，所含因素较多，为了便于后续对金融科技发展的分析，以帮助读者和现存的金融科技公司

更加清晰地了解金融科技现阶段的状况，本文根据上述分析和 Eduardo 等人对金融科技先前文献的分析

框架，基于文章研究的主要内容，我们进行了更细致化的分类，将搜集的文章分为六类：技术、服务、

创新、使用意图、监管和金融包容性。研究使用意图的重要性在于探讨用户初次或持续使用金融科技的

影响因素，以了解用户使用金融科技的动机或阻力，并帮助银行采用合适的措施提升用户使用动机，进

而获取金融科技所带来的便捷服务和帮助。因此，本文将使用意图进行单独分类。 
从表 3 可以看出，目前中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在金融科技与服务结合、技术、创新和监管的领域，对

于用户使用意图和金融包容性涉及相对较少。接下来，本文将对金融科技研究的六大类和目前中国学者

重点关注的领域进行分析，旨在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有效整合，探讨该领域目前存在的机遇和不足，为金

融科技的未来研究提供相关方向。 
 
Table 3. Number of research topic categories 
表 3. 研究主题分类数量情况 

主题 篇数 中国学者发表篇数 

技术 26 7 

服务 72 16 

创新 36 6 

使用意图 20 3 

监管 26 3 

金融包容性 9 1 

3.1.1. 技术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使得万物互联，催生跨界融合的新产物。金融科技就是金融行业和科学技术

相融合的衍生物。区块链、认知计算、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可以用来创新新进入者和传统在

职者的操作工具或手段，并激发使金融服务业发生重大改变的潜力。例如，Chen (2019)等通过应用机器

学习识别和分类专利申请数据，研究金融科技技术创新为金融业带来的价值，其中物联网、机器人咨询

和区块链是最有价值的创新类型[4]。Matsuura (2019)利用适应的金融随机分析区块链技术在金融工程中

的作用，提出更稳定的金融科技应用的研究方向，即代币估值的解释功能。具体来说，新兴技术可以通

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更便捷和安全地升级金融服务[8]。例如，Jaksic 和 Marinc (2019)通过回顾关系银

行(Relationship Banking)在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中的创新机遇和挑战，评估了人工智能的作用，进一步探

讨技术和信息带来的风险对关系银行稳定运营的影响[9]。 

3.1.2. 服务 
技术的创新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动力，金融行业可借助于金融科技节约交易成本，达成利益最大

化的目标。金融业利用金融科技的创新，给客户创造更好的使用体验，以实现金融服务的转型升级。

Gomber (2018)等提出了一种新的金融科技创新映射方法，基于技术创新、流程中断和服务转型的元素，

评估金融服务业运营管理、支付、存贷方式和世界投资格局四个关键领域的变化和转型程度[10]。这也就

促使整个金融行业，包括金融科技的初创公司等新生力量在内，不断更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调整商业模

式，和自身商业目标相契合。正如，Zhang (2020)等探讨了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构成，通过分析比较中国

的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新商业发展模式，评估跨部门金融科技对商业模式创新和发展的效益[11]。处在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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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信息技术交叉领域下的金融科技服务，不仅受到当下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可以通过分析其

对行业参与者的机遇和挑战，更好地理解金融科技的作用。例如，Abbasi (2020)等利用 22 个经合组织国

家的 1617 家中小企业 2011~2018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与中小企业的经营效率呈正相关，并且个

人主义和长期导向的文化会对金融科技与中小企业的经营效率间的联系产生负面影响[5]。 

3.1.3. 创新 
金融科技的创新大多源自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而推动现代社会的经济模式转型升级。但另一方面来

讲，这种创新也是对外界刺激做出的反应。例如，Au (2021)采用社交网络分析方法，香港银行使用国外

金融科技知识的路径，分析其创新分布、网络地位和竞争优势，以推动本地创新的发展[12]。信息技术的

发展和技术溢出效应推动创新的同时，也在对金融整体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具体来说，金融业环境的变

化可表现为商业模式的转型。在中小企业的背景下，Pizzi (2021)等通过对不同行业下的金融科技应用和

循环经济的案例研究，分析和讨论了不同类型的公司，表明金融科技在中小企业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转

型中发挥相关作用，从而更好地应用于循环经济的实践[13]。除了反应于金融业自身，金融科技在其他领

域产生的效果是值得一提的。近年来，全球生态环境的变化推动了绿色金融的发展。例如，Puschmann 
(2021)等以瑞士为例，通过对绿色金融科技的相关文献、初创公司和现有公司的解决方案进行深入分析，

给出绿色金融科技的定义，表明其对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的巨大潜力[6]。 

3.1.4. 使用意图 
通过表 3 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金融科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技术、服务等领域，基于用户本身的使用

意愿的研究较少。在使用意图方面，学者们的关注点从金融科技的可用性和易用性出发，以促进用户与

科技的双向互动。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对现代经济社会各行各业的改变显而易见，Belanche (2019)等基

于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研究确定了在投资理财等业务中机器人顾问被初

次采用的关键驱动因素，即消费者对机器人顾问的态度，以及大众媒体和主观规范，这有助于理解消费

者对引入人工智能的看法，并指导从业者如何成功地应用机器人顾问，以帮助留住现有和吸引潜在客户

[14]。而个人和家庭的财富的动态积累过程，产生了对财富管理的巨大需求。使用金融科技不仅需要为用

户带来便捷服务，还应持续输出其有效价值，与时刻可能发生变化的财富管理需求相匹配。例如，Shiau 
(2020)等通过整合自我效能感理论和持续性的期望确认模型，基于用户的内在动机，解释影响使用金融科

技进行财富管理的持续意图水平的因素[15]。 

3.1.5. 监管 
金融科技的快速崛起为金融服务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它也会带有风险。这些风险可能会影

响使用新智能科技产品或服务的个人用户，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和经济体系。Anagnostopoulos (2018)将实

践导向和学术研究相结合，通过研究金融科技对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的影响，试图解释目前银行与监管的

行为和问题，旨在洞察和回顾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环境的影响，进一步提供不同视角的信息，以帮助理

解金融科技的颠覆性潜力，及其对更广泛的金融生态系统的影响[16]。而由于全球化市场联系的密切和金

融科技业务的潜在破坏性，Bromberg (2018)等人通过考察已确立的监管合作形式在建立跨境证券执法框

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研究了金融监管机构间签订的双边金融协议转化为更实质性和更广泛的多边合作

安排的发展潜力[17]。金融科技作为一股持续性力量，随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逐渐渗透现代社会。 
Omarova (2020)将金融科技视为一种扰乱目前主导的金融监管范式的系统性力量，通过识别监管模式的特

征和调查其运作方式，分析对以技术驱动为主的金融转变带来的影响，批判性地审视当下的监管对策，

以提出针对性的完善宏观监管结构的潜在方案[18]。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1.114025


蒋思琪，李荣杰 
 

 

DOI: 10.12677/fin.2021.114025 228 金融 
 

3.1.6. 金融包容性 
新兴技术使交易速度越来越块、交易成本越来越低、交易流程越来越方便，从而有可能使世界上更

多的人进入数字金融领域，通过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其生活需要。由此，金融包容性是指在金融

体系的发展过程中，金融从业机构以及一国政府机关等通过建立便利的金融服务工具，使金融发展所产

生的经济效益惠及所有人，特别是贫困人口。目前而言，学者们多数将金融科技视为减少因各种因素阻

碍而未能获得金融服务的状况以及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推动力。Demir (2020)等利用 2011年、2014年和 2017
年全球金融科技调查数据，对 140 个国家的小组调查了金融科技、金融普惠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关

系，以证明了金融普惠是金融科技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关键渠道[19]。微观来看，随着银行分支机构的减少，

金融科技常常被用来扩大农村社区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Friedline (2019)等人利用美国农村邮政编码，调

查社区贫困率、种族构成和金融科技之间的联系，并研究了贫困和种族的差异和地理位置对获取机会的

影响，其中，学者发现即使在贫困地区，因获取金融科技所需的互联网连接机会等的有限，白人人口拥

有更高的金融科技使用率。由此探讨了有限基础设施和边缘化身份对金融科技的使用性的影响，以解决

农村社区贫困人口以及有色人种的数字和金融差距[20]。 

3.2. 目前中国学者重点研究的领域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学者仍重点关注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的影响与创新，特别是在金融科技服务方面，

例如，Yang (2021)等通过考察金融技术的使用与商业银行的总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来评估金融

技术对银行业的潜在影响[21]。Zhao (2019)等在服务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混合多准则决策

方法(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making Method)来评评估中国银行业的竞争优势，旨在改善中国银行业可

持续性的服务创新战略[22]。Zhang (2020)等探讨了金融科技是否能降低与中国商业银行信贷活动相关的

贷前后风险，并从管理者的角度研究金融科技的影响机制[23]。 
技术方面，社会各行业和金融科技技术的融合度加深，学者们的研究范围拓深，除了关注专业性强

的实证领域，Du (2019)等通过使用可供性实现理论(Affbrdance-actualization theory 分析区块链技术在组织

中的有效实施，且对可供性实现理论、区块链、信息技术实现和战略信息系统的文献以及 IT 从业者的工

作产生一定的影响[24]。还包括其他相关领域，Yeh 和 Chen (2020)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

处理水平理论，利用集成机器学习和退出方法的神经网络方法来预测众筹项目的成功程度[25]；Xia (2020)
等通过建立了基于注意力机制和双向长期短期记忆的文本风险识别模型，解决金融技术平台下在线贷款

投资风险识别问题[26]。 
在央行 2020 年金融科技重点工作中，明确提出“加大金融科技监管力度”。此后，学者们更加强调

中国金融科技的有效监管，例如，Yuan 和 Xu (2020)等通过探讨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和监管状况及潜在影

响，针对性提出金融科技风险的干预型法律治理模式[27]。同时，中国学者进一步对宏微观经济主体的经

济活动进行研究，分析金融科技创新的有效性和包容性。例如，He (2020)等基于 2013 年至 2019 年的数

据，构建和分析有效分布式滞后模型，发现金融技术要迟于绿色金融开始对智能城市建设产生促进作用

[28]；Zhang (2020)等利用中国的家庭调查数据来研究金融科技发展的增长和城乡分布影响[29]。 
综上，中国学者的对金融科技研究领域逐渐拓深拓宽。在使用意图领域，如有学者通过用户心理的

角度对金融科技的使用进行分析，Hu (2019)等拓展 TAM 模型讨论了银行用户初次采用和使用金融服务

的潜在原因，以及金融服务如何影响消费者与银行机构之间的互动和行为[30]；而 Wang (2019)等基于余

额宝案例，采用调查问卷法法从社会和技术方面研究了影响客户使用金融科技服务持续意图的因素[31]。
而在对金融科技的全局分析上，也有学者重视金融科技全行业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并对此进行全面分

析，指出可行性思路，例如，Hua 和 Huang (2021)全面回顾并阐明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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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发展过程、经济影响和潜在风险[32]。 

4. 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本文通过对 2018 年至 2021 年 3 月发表的关于金融科技的文献进行分类和分析。在文献检索

方面，本文仅使用英文金融科技(FinTech, FinTechs)为标题关键词，未包含 financial technology 等相关字

词，可能会遗漏某些金融科技相关的论文。建议后续的论文可以加入 financial technology 为关键字，对

文献进行检索，从而更全面了解金融科技相关的文献并发展。 
第二，在文献内容方面，我们发现中国学者研究金融科技与服务相结合的领域较多，且主要集中在金

融科技的发展、风险以及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而对于使用意图、监管和金融包容性等相关领域的探索较

少。因此，学者需重视金融科技相关领域的多方向研究。监管方面，紧密结合时事政策，合理评估金融科

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推动金融监管制度、实施等的实质性创新，从而促进金融、经济的蓬勃发展。 
第三，在使用意图方面，可以采用不同的理论模型及变量，跟用户所处环境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探讨用户对金融科技的使用意图，以提高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等的使用率。再通过用户使用反馈，进一

步提升金融科技的普及率。金融包容性方面，针对小微企业、农民等相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排斥情况，研

究分析目前中国的情况的类型，可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第四，中国学者偏向研究某一类研究对象，较少涉及金融科技参与者间商业模式等的对比和分析，

此类研究目前比较空缺。学者可拓展研究中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在金融科技的研究中可以对同一金融

科技公司的不同金融活动，整体商业模式创新升级下不同研究对象的行为等进行研究，探讨金融科技各

参与者行为的个性和共性，使现有的研究更加全面。并且推动金融科技与现代信息社会各行业的融合，

不断优化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创新手段等。 
最后，动态更新金融科技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服务方面，例如，金融信贷领域科技在小额应用广泛，

信贷规模增加，若贷款人不能按时到期偿还债务，信用风险增加。严重时，会对金融稳定造成一定的影

响。技术方面，网络的安全性对金融科技的实施与发展起重要作用，用户数据的私密性需要得到强有力

的保护。以上，学者的研究需要动态监控金融科技的实施，实时跟进其发展，确保经济的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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