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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环境下的银行经营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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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应用使得传统产业迸发新的活力。银行金融业在互联网技术影响下逐渐蜕变。金融产品创

新不断发展，互联网技术冲击拓宽了传统银行业务领域。我国互联网金融发端于互联网企业利用技术优势从事金融业务，新兴金融模式

具有高效率、信息透明等特点，开放共享的互联网精神使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本文介绍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特点，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

倒逼商行创新改革，本文从打造电子银行、创立银行系 P2P平台等方面阐述商行在互联网金融下的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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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催生互联网+的概念。
P2P网贷等新名词层出不穷，使传统金融机构找到创新路径。近几
年电商市场呈现蓬勃发展态势，电商催生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促使商
行对传统经营模式反思，商行经营模式转型引发金融领域多米诺骨
牌效应。互联网金融下新型金融势力依靠其掌握技术优势，在金融
领域积极布局。新金融模式短期不会对传统银行业造成致命冲击，
但随着电商市场规模扩大，新兴金融将谋求金融牌照，使其具备信
用创造的商行核心金融功能。商行要积极寻求互联网企业合作，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 互联网金融概述
1.1 互联网金融概念
自 2012年互联网金融元年后，第三方支付日渐成熟，众筹模式

悄然生根发芽。互联网金融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如移动支付等实
现资金融通的新型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将互联网精神渗透到传统
金融模式中，不断催生新型金融服务形态[1]。其特点是普惠性，为客
户提供更加便利的差异服务，互联网金融创新为客户打造服务阳光
化的网络平台。

1.2 互联网金融特点
互联网金融自 2012年见诸于媒体，已成为我国金融界使用高

频词汇。互联网金融以互联网代替传统金融模式银行中介角色，为
客户提供服务更加便利，实体金融中介作用消失。互联网金融将实
体中介换成网络虚拟中介，本质与传统金融相同。互联网金融使更
多大众可以享受巨大经济效益。普通大众可以利用闲置资金进行金
融交易，互联网金融相比传统金融具有低成本化、去中介化、大众化
等特点。

1.3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我国互联网发展经历 2005年前的起步期，2006-2012 年发展

期，2013年至今腾飞期阶段。2005年前人们将互联网与传统金融业
结合，实现网上查询等业务。发展期阶段第三方支付平台迅速兴起，
凭借其快捷特性赢得众多企业的青睐[2]。第二阶段平稳发展为互联
网金融发展奠定有力基础。2012年后互联网金融得到空前发展，互
联网金融理财等众多互联网金融模式兴起，凭借其高效率等优势迅
速占据金融市场。互联网金融在金融市场占据一定份额。2015年，
新兴互联网金融产品进入金融市场，同时出现不合规经营方式，政
府针对出现问题出台各项政策。

2 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商行的影响
我国商行经营范围可分为资产负债与中间业务，银行资金大多

来自负债业务，资产业务是银行利用吸收资金放贷取得收益业务，
中间业务不构成商行表内资产。互联网金融具有操作便捷等特点，
对传统商行负债资产业务造成巨大冲击。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为商
行发展敲响警钟，同时为商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要全面认识互联
网金融为商行发展带来的影响，把握互联网金融下商行发展机遇，
更好地应对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挑战。

2.1 互联网金融对商行带来的机遇

互联网金融发展为商业带来机遇体现在大充分利用庞大的客
户资源，为商行创新带来不竭动力。传统电商涉水金融服务启发商
行搭建电商平台，2012年建行推出电商平台，随后，交行等银行系
统电商平台相继亮相[3]。商行拥有庞大基础客户群，遍布社会的经济
脉络。互联网金融目标是吸引商行长尾客户，目前不能触动商行根
基。目光投向小利润的蛋糕是商行发展的新出路。商行对风险把控
能力超出互联网公司，可以在市场信息透明度等方面借鉴互联网金
融模式补充短板。商行贷款倚重实地调查，某些客户无法提供证明
资料无法获得贷款，加强数据分析能力，为客户精准提供融资服务
是商行发展经营改变的目标。

2.2 互联网金融下商行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金融发展为商行带来的挑战体现在冲击商行资金中介

地位，减少商行利润来源，影响商行传统服务模式等方面。互联网金
融下，成交价格由双方商议决定，商行交易价格由银行决定，互联网
借贷平台方便等特点吸引商行部分客户。第三方支付降低了商行中
间业务收入，互联网借贷受小微企业推崇，使得商行利润受到削减。
商行金融信息资金与支付中介地位受到冲击。商行传统金融融资中
起到中介作用，资金供求双方不依靠银行中介物色交易对象。互联
网金融平台利用信息科技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客户可以快速匹配
交易对象。互联网金融平台供求双方能及时沟通，商行信息中介地
位被取代。

互联网金融逐步侵蚀商行核心业务，由于互联网金融交易便捷
度具有优势，使商行发展面临危机[4]。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市场影
响体现在提升货币流通速度，增强支付流动性。互联网金融环境下
商行发展面临经营模式变革，中介角色弱化的挑战。商行作为宏观
调控的重要部分，在新的竞争环境中具有资金量大、系统稳定、安全
性强等独特优势。互联网金融公司优势是关注用户体验，创新限制
较少，传统商行受制于内外制度约束，服务效率不具备优势。互联网
金融下商行的劣势体现在集成度低，监管不严等。

3 互联网金融下银行经营模式创新策略
互联网金融崛起下，商行感受到变革的迫切性，促使商行积极

探索新型经营模式。目前五大国有商行将互联网金融提高到战略地
位，银监会将互联网金融纳入普惠金融渠道。互联网金融在商行发
展中刺激商行转型，互联网金融以强劲势头抢占商行市场，倒逼商
行创新改革。商行应通过改变经营理念、改善服务模式，加大产品创
新等途径提高核心竞争力。

3.1 转变商行发展思路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使得传统商行依靠借贷利差维持运

营模式不能保持竞争力，新兴互联网金融展现差异性优势促使商行
转型经营模式，商行要想保持竞争优势表现加快经营模式转型[5]。商
行要注重内外部资源整合，从提高服务质量，数据资源应用等多方
面设计，为在新型金融生态下竞争做好准备。互联网金融下商业经
营模式创新通过构建基于大数据技术服务系统，用互联网精神变革
经营理念，不断推出个性化产品服务，大力打造上下联动研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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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措施提升商行发展竞争力。商行应直面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重审
商行业务，认识到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业发展趋势，互联网技术核心
业务与银行融合。

3.2 构建基于大数据的服务系统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传统金融格局被录用大数据的互联网

企业打破。商行与客户对接更加精准，完善银行信息系统建设是完
成经营模式转型的重要手段。商行要推进经营模式向科技化发展。
商行在现有业务基础上积极探索网贷等方式。利用现有银行电商网
络平台革新营销模式。商行可以利用数据挖掘技术 CRM系统对客
户信用度分析，商行即时经营资金企业是经营信息的企业，有效利
用商行信息能在开发客户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商行要从现存海量信
息中获取信息价值，为客户提供适合的投资推荐。

3.3 推出个性化产品服务
互联网金融为金融市场注入强劲动力，互联网金融发展原因是

更为民主的普惠金融模式。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快速发展，商行理应
对互联网金融发展高度重视，新型网络产品服务可以使人们生活更
方便。客户个性化需求是互联网技术的重要方向，银行应考虑客户
多样化需求设计金融产品。如客户登录网银希望系统反馈符合需求
的信息。商行在经营转型中应关注完善网络交易服务体系，尝试网
络小额信贷业务，积极尝试资金流转平台产品创新。

3.4 积极培养引入跨界高端人才
现代企业竞争本质是人才竞争，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需要高端

人才贡献，互联网金融兴起对商行经营模式提出挑战，商行经营模
式转型是复杂工程。目前商行员工知识结构以经济学为代表的前台
员工及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后台人员结构不能兼顾互联网金融复合

知识结构要求。商行要想在互联网环境下进行金融创新，必须组成
专业研发组织，组件深谙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等知识技能的专业
团队，对商行互联网经营模式转型规划。在选拔入职员工时选择具
有互联网知识与金融行业工作经验的人才，在日常经营中通过定期
培训优化员工知识结构，培养深入了解金融业务的复合型人才。

4 结束语
互联网金融出现对传统商行模式与利润收入产生巨大影响。互

联网金融发展刺激商行不断改革创新，互联网金融门户等互联网金
融发展为小微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融资平台，互联网将平等协作互
联网精神融入金融服务中，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服务。面对激烈
的竞争市场，为避免被互联网浪潮吞噬金融市场，商行应依靠自身
庞大客户资源及谨慎的经营理念，做到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
个性化服务。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的合作，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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