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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基于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商业银行竞争策略
吴 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模式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如何应对这一冲击，不断提升发展的有效性成为了

很多商业银行亟待思考的问题。对此，商业银行应当对现有的金融业务进行创新，并对运行模式做出改革，通过多方面创新与改革适应互

联网金融的发展，更好地提升自身竞争力。文章就围绕这一方面内容进行了分析与探究，总结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所带来的影响，并结

合现实情况提出一系列商业银行应对竞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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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行业也进入到了快速发展阶
段中，互联网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但与
此同时也对商业银行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加剧了其发展压力。由
于互联网金融具有便捷性、高效性等特点，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
始加入到互联网金融中，商业银行的业务被抢占，客户流失率不断
上升，使得其转型发展更为迫切。商业银行只有紧跟时代发展趋势，
寻找突破口挤入互联网金融的大军中，并做好发展模式创新，才能
够提升竞争力，实现长远稳定发展。

1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所带来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犹如一把双刃剑，其虽然对于商业银行带来了很多

挑战，使商业银行在金融行业的权威性地位受到影响，但是从另一
方面来看，其也为商业银行创新发展带来了很多有利条件，商业银
行合理科学地对互联网金融进行运用有助于实现转型发展，带动国
家整体金融行业的跨步发展。

1.1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所带来的挑战
1.1.1 业务挑战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很多金融平台涌现出来，它们借助于互联网

开发了多种多样的金融产品，人们能够足不出户就对这些金融产品

进行了解和运用，参与到其中赚取收益，且很多平台的收益要比商
业银行高，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对互联网金融产生兴趣，而降
低对商业银行的依赖。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原有的业务种类也表现
出一定的滞后性，难以满足新时代下人们的新需求，而互联网金融
公司根据人们的实际需求开发多种类型的金融产品，能够更好地吸
引人们的兴趣，也加剧了商业银行的发展压力。

1.1.2 经营模式挑战
经营模式挑战也是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挑

战。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存在一定的传统性特征，将分业经营模式
和混合经营模式作为主要模式，在前者模式下，商业银行的业务较
为单一，经营范围较窄，这会导致其收益被限制，而在后者模式下，
虽然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有所拓宽，开展了交叉经营，但是又面临
较大的风险，所以很多商业银行在这一方面的发展并不是十分完
善，考虑到风险对混业经营进行了限制。而互联网金融企业则利用
互联网开展多种多样的交易活动，其整体经营范围较宽，所以更能
够吸引消费者。

1.2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发展带来的机遇
1.2.1 促进了商业银行转型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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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发展有很多有利条件，其可以
利用互联网手段对业务进行创新，也可以开展电子银行、手机银行
等业务，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便捷性，增加客户粘性。同时，还可以利
用互联网创新和改革原有业务，从而有助于商业银行的转型与升
级，带动自身的持续稳定发展。

1.2.2 拓宽了商业银行业务范围
在传统模式下，商业银行的业务类型相对较为单一，虽然能够

为人们提供多种金融服务，但是很多业务都存在同质化现象，且缺
乏针对性，难以满足人们的个性需求，也因此导致其发展受到了影
响。而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商业银行则能够利用互联网开发新业
务，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客户群体信息进行搜集，并作出
详细分析，根据不同类别的客户需求开发出更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
品，这就能够促进其业务范围的拓展，增强发展的有效性。

2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商业银行竞争策略
2.1 加强风险控制，提升核心优势
风险控制是商业银行内部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是推动商业银行

持续发展的前提。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虽然商业银行的发展有更
好的条件，面临着诸多机遇，但是其对应的风险也不断增加，所以必
须要加强风险控制，促进自身核心优势的提升。

2.1.1 开发新型风险控制模式
在新时代下，商业银行原有的风险控制模式表现出很大的滞后

性，难以适应实际发展需求，所以应当对新技术进行运用，通过多种
途径开发新型风险控制模式。第一，要以信用为基础构建科学的风
控体系。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最需要考虑的就是信用
和风险，因为通常贷款企业难以提供充足的抵押资产，所以商业银
行必须要注重风险管理，应当将“信用”和“抵押”作为风控重点，对
其进行统筹，构建符合自身情况的风险管控体系；第二，要构建内外
相融合的信用评分或者评级体系。一方面商业银行要自主开发对应
的评分体系、选择评分方法，另一方面还要与央行征信中心进行合
作，促进征信评分更为科学。还要积极与新型互联网资信审核企业
加强交流与沟通，双方共同开发将用户行为、企业资金流为基础的
评级办法，以对现有的评级模式提供辅助。

2.1.2 加强对新型风险的管理和控制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商业银行与互联网的结合更为紧密，

一系列新型的风险不断涌现出来，为了更好地发展必须要对这些新
型风险进行管理和控制。第一，做好技术风险和系统风险的管控。当
今黑客的攻击能力不断提升，对商业银行系统安全带来了较大的威
胁，原有情况下金融中心技术风险通常只可以引发局部损失，其范
围是有限的，而在互联网背景下技术风险则可以引起系列损失，影
响范围甚至会波及商业银行的各个方面，而且还会产生连锁反应，
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商业银行必须要注重技术风险以及系统风险的
管理，要提升与行业机构的联系以及沟通等，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制
定技术风险管控的统一标准，与国际接轨。第二，要做好互联网金融
业务风险的管理。要对网络支付、网络信贷、网络理财等业务流程进
行梳理，对不同业务的风险点进行汇总，提升对重点风险的防控力
度。为了提升风险防控水平，还可以借鉴其它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经
验，比如，平安公司所开发的“P2P平台陆金所”、“平安付智能”等。
还要跟踪对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成果进行分析和探究，并加强联
系，参考其经验制作与自身情况相符合的风险风范方案。比如与移
动通信商、中国银联等进行合作，探索二维码等新型融资模式风险
管理的措施。

2.2 构建“大平台”提升规划布局水平
2.2.1 做好系统平台的构建和开发
商业银行可以借鉴阿里金融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构

建系统平台。当前阿里金融的核心板块有四个，即支付宝、阿里小
贷、众安在线、商城融资，其将电商平台作为核心来构建系统平台，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商业银行可以结合其这一做法对大型电商进行
并购，将资管平台和差异化电商平台列入自身的发展战略规划中，

以提升发展的整体效果。
2.2.2 构建银行领域的电商平台，提升竞争优势
当前京东、淘宝等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客户

群体日益扩大，但是商业银行在其中仅仅是发挥了支付通道的作
用，并没有参与其它的业务，海量信息也被屏蔽，对于其发展难以带
来有利作用。对此，商业银行应当通过多种措施打破信息垄断，科学
对市场信息以及客户信息进行把控。这就需要加入到 B2C、B2B交
易全程中，搭建自身的电商平台。在搭建平台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
自身的比较优势，推动银行卡业务、支付结算业务以及贷款业务等
的联动，并通过对各种客户资源的整合提升自身在电商行业中的地
位，真正成为信息枢纽。

2.2.3 推进“大平台”战略
首先，商业银行要借助于多种合作和并购形式构建功能齐全的

网络平台，并从人才运用、组织构架建设以及战略思想等多个层面
进行创新，搭建科学的“商务+金融”业务平台。这就应当摒弃自我
发展、单打独斗的思想，寻找合作和并购伙伴，以开放的思想对平台
产业链进行完善。在金融方面要将自身各个子公司、网点等的产品
纳入到自身构建的统一产品库中，还要探索并加强与小贷、保险、基
金、P2P平台等的合作，对自身的金融产品序列进行完善。在商务方
面，要在加强线上网络平台构建的同时，提升与龙头企业的合作，形
成特色化和差异化明显的电商平台。其次，要借助于开放平台开展
交互式营销。商业银行要利用“大平台”走入企业客户的各个发展环
节，促进产融的全面整合，为其提供一站式服务，并且还要对客户的
信息进行详细整理，为不同的客户量身定制金融服务、金融产品，达
到交互式营销的效果。最后，商业银行还可以进行移动金融平台的
建设。要将客户体验视为开发移动平台的核心，并提升平台建设与
物理网点的融合，将 NFC、LBS等技术纳入到开发中，使移动平台为
客户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

3 结束语
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也不断

增加，为了更好地应对竞争，商业银行必须要做好全面性分析，对自
身的业务类型、运行模式等进行创新。同时，还要加强风险管控，增
强规划布局的能力，只有如此才能够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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