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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科技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重视，但是在研究中，其研究热点大多围绕实践中的特定技术领域展开，导致理论探讨

远远不够，实证研究匮乏。首次将认识论上一致的定量可视化分析与定性价值空间分类分析这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对同一主

题进行综述。借助可视化软件对国内金融科技研究进行了梳理，给出了初步的比较研究。同时，引入了“价值空间分类框架”，

对已有的研究按照概念化研究、分析研究、设计导向研究和影响研究进行了分类和述评，最后得出目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以

及后续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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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科技词汇最早由 Bettinger（1972）62所提出，原意是指“将银行的专业知识与现代管理科技及计算机

相结合”，代表金融与技术（financial + technology）的融合。但普遍认为，到 2010年左右，金融科技才得到初步

发展，标志是英美的互联网公司开始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传统金融进行颠

覆和改造。自 2016年开始，金融稳定理事会①（FS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②（IMF）等机构开始高度关注金融

科技，并发布了一系列报告，金融科技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从当前的表达语境来看，金融科技也已经有了新

的含义，也可以认为是新词汇，而且据统计，绝大部分文献也都是自 2016年后才出现的（Milian et al，2019）。

在金融实践中，与业务相关的各种科技创新都被视作金融科技，这导致金融科技词汇变得模糊且广义

（Puschmann，2017），一度陷入至“瞎子摸象式的变动枚举”模式中。这导致在研究领域，其研究热点大多围

绕特定的技术领域展开，例如，众包（crowdfunding）与金融科技（Ma 和 Liu，2017），区块链在金融科技中的应

用（Xu et al，2019）等。整体而言，围绕金融科技的理论探讨远远不够，实证研究匮乏。

Milian et al（2019）对 1980年 1月至 2018年 2月之间的国外研究通过可视化软件进行了系统化的综述。

在此基础上，本文也通过可视化软件对国内研究进行了对应的梳理，并引入了运用Malhotra et al（2013）提出

的研究价值空间（the value space of research）分类框架，对所有的重要研究进行了分类和评述。

价值空间分类是一个依据研究价值对文献进行分类的综述框架，依次为，概念化研究（conceptualize）、分

析研究（analyze）、设计导向研究（design oriented）和影响导向研究（impact oriented）。Malhotra et al（2013）按

照该框架对信息技术可持续性进行了综述，谢宗晓和王兴起（2016）也是依据该框架对信息安全管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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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综述。价值空间分类框架的优点在于，其中的价值本身就含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概念化、分析、设计和

影响与研究的发展脉络在认识上也是统一的。或说，借助于可视化软件的梳理与价值空间分类只是定量与

定性的区别。

本文首次将认识论上本质是统一的定量可视化分析与定性价值空间分类，这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主要

目的为：①分析国内金融科技词汇的演变过程，梳理其脉络；②探讨国内外金融科技的研究热点及其在价值

空间中的定位；③得出目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以及后续的研究热点；④对比Milian et al（2019）的综述，初步

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下文中，首先，借助 CipteSpace软件对该研究领域的国内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然后，按照研究价值

空间的分类方法和框架，对筛选出的文献进行述评，为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一个金融科技文献的基本脉络，

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对比；最后，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展望了未来金融科技的研究方向。

二、国内金融科技研究定量分析

（一）数据获取
本文的数据收集来源为中文全文数据库

（CNKI）。国内金融科技于 2015年前后开始快速

发展，以“金融科技”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也呈现出

爆发式增长的趋势（杨东，2018）。因此，本文将

数据样本检索时间设定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这样选取的目的，还在于排

除相关词汇的干扰，如互联网金融等。事实上，

根据统计结果（图 1）回顾，时间段的选择也是合

理的。

以上述时间段设定“金融科技”为主题，选择

不含“科技金融”，并且关键词为“金融科技”，其

他条件均不限制，通过删除报纸、学位论文数据

源等筛选，共查询到 1070篇文献。同时，为进一

步聚焦更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期刊，再次筛选，限定“核心期刊”，共查询到 265篇文献。其时间分布如图 1
所示。

由此可见，国内金融科技的研究自 2015年起步，2016—2017年呈现较快发展，2018—2019年表现出强劲

的发展势头。

（二）分析方法

将上述两份样本经过数据转换后导入 CiteSpace软件。运用科学计量研究科学知识结构体现了科学计

量学服务于科学知识管理的重要方面，研究科学文献的作者、关键词等特征项可以更加精确地进行科学知识

的结构化研究。CiteSpace依据共引分析理论、寻径网络算法等开展文献计量分析（陈悦等，2015）。本文的

数据定量分析部分重点运用作者分析、关键词共现作为基本分析方法，并运用知识图谱绘制，对金融科技研

究的作者、关键词共现网络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及图谱化呈现。

（三）研究热点主题分析
关键词能够反映学术论文的研究热点和趋势，中心度是节点重要性的判断指标，当关键词的中心度值≥

0.1时，说明该关键词的中心性较强，在网络中有枢纽的作用。对全部期刊和核心期刊两份文献样本进行

“Node Type‐Keyword”进行聚类分析，获得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通过“Export‐Network Summary Table”选项，

得到全部期刊论文样本和核心期刊论文样本频次（freq）与中心度（centrality）排名前 10的关键词。再进一

步，对全部期刊样本中 2016—2019年的关键词分别分析，得到每年度高频关键词③。综上，金融科技研究关

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2所示。

③ 限于篇幅，文中没有给出关键词频次和中心度的列表，若读者需要，可联系本文的通讯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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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19年金融科技研究全部期刊、核心期刊数量时间

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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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可知，在研究初期，研究主题主要关注金融科技带来的创新、对以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为代表的金

融技术的探析等；2017—2018年，一方面，关注于金融技术带来的创新，金融科技在借贷、供应链、消费金融

等领域的应用，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小微企业发展等；另一方面，对监管科技的研究开始逐步深入；2019
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金融科技涉及的技术应用层面研究更

加深入透彻，金融创新、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三方面的相关研究齐头并进。

2015—2019年全部期刊样本关键词共现时区图，如图 3所示。

图 2 2015—2019年金融科技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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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5—2019年金融科技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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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价值空间分类的定性分析

（一）框架及文献筛选
如上文所述，价值空间分类框架在认识论

上与可视化软件是一致的，其中的研究价值描

述，概念化、分析、设计和影响本身就是一个定

性的脉络，也表征了认识上的层层深入的过程。

表 1中给出了研究价值空间与研究类型的对应

关系。

通过 Citespace软件分析之后，筛选出其中

的中文文献，然后在 Milian et al（2019）基础上，

继续人工筛选英文文献。英文文献检索由于是

建立在已有综述的基础上。因此，检索时间限

定为 2018年 1月 31日至 2020年 1月 31日④。检

索 数 据 库 主 要 包 括 ScienceDirect；Emerald；
Springer；Taylor & Francis；Wiley和 EBSCO BSP，
关键词主要包括：Fintech、Regtech、Suptech和

Insurtech。大致过程，如图 5所示。

值得指出的是，之前绝大部分综述，并没有

考虑，以“金融科技”为主题的论文，相当一部分

属于计算机和通信等工科领域，所以在有些文

章的统计中，存在明显的谬误。本文的第二作

者专业为计算机科学，并有 10年以上的相关从业经历，通过考虑这部分因素，用“粗读全文”的人工筛选办法

防止“弃真”或“取伪”。经过上述步骤，最后列入本文综述范围的文章共 33篇。

（二）概念化研究

概念化主要包括文献综述和概念框架等。在金融科技领域，存在诸多相关的概念，除了对金融科技概念

本身的定义，还包括了一些细分领域，如监管科技、监督科技和保险科技等，除“金融科技”这个自我指向性的

关键词外，上述词汇也是金融科技概念化的重点。

1. 关于综述的文献

国内外学者围绕金融科技的发展阶段、金融科技研究重点、监管科技和监督科技发展等进行了综述，由

于金融科技处于发展初期，有关文献相对匮乏，比较全面的特别是文献计量方面的综述相对匮乏。Milian
et al（2019）对 2018年 2月之前的英文文献进行了分析文献计量分析，但是统计有余，述评不足。更多的综述

则偏重某一领域或某个方面，例如，Gai et al（2018）实际是挖掘金融科技中的技术方向，忽略了其最本质的

“金融”属性；Anagnostopoulos（2018）则主要关注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对监管者和银行的影响。

2. 金融科技的概念

目前尚未有对金融科技的一致的定义，绝大部分文献所沿用的金融科技定义都是来自国际权威组织的

报告，这些定义主要从业务或技术等方面定义金融科技。例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⑤（BCBS）（2018a）从

金融科技的业态角度进行了定义，认为金融科技包括支付结算、存贷款和资本筹集、投资管理和市场基础设

施等业务模式；金融稳定委员会⑥（FSB）（2020）的定义则更为广义，认为金融科技是指通过技术手段推动金

融创新，形成对金融市场、机构及金融服务产生重大影响的业务模式、技术应用及流程和产品。这个定义被

④ Milian et al（2019）的综述，检索时间段为 1980年 1月—2018年 2月。

⑤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BCBS）是银行审慎监管的全球主要标准制定者，并为银行监管事务的定

期合作提供了论坛。

⑥ 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是协调跨国金融监管、制定并执行全球金融标准的国际组织。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对

全球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影响日益显著的背景下，2009年 4月 2日在伦敦举行的 20国集团（G20）金融峰会决定，将 FSB成员扩展至包括中

国在内的所有 G20成员国。

表 1 研究价值空间及研究类型对应

研究价值分类

概念化研究

分析研究

设计导向研究

影响研究

研究类型

文献综述、概念框架等

实证分析、案例研究、阐释学分析等

设计科学

利用行动研究等实施或参与方法研究部署与持续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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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文献检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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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银发〔2019〕209号）沿用。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由此还衍生出金融科技生态圈（fintech ecosystem）的概念。Diemers 和 Lamaa
（2020）认为金融科技生态圈指的是政府、金融机构、科技公司运用科技创新促使金融市场、金融体系更加有

效，提升消费者体验的生态系统，包括商业生态环境、政府监管和支持、资金获取和金融专业性等四大要素。

进一步，孙国峰（2017）还提出了“金融科技新生态”的概念。

3. 监管科技和监督科技

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⑦（GOS）（2015）提出监管科技的概念，即，金融科技应用中的网络技术、大数据、机

器学习等技术可运用于监管和合规，促使金融监管和合规报告更加透明、高效、有效，将为金融业的变革提供

重大机遇；监管机构应参与技术在监管自动化和合规自动化的运用，建设以技术为中心的监管基础设施，提

高合规效率，提升监管能力，称为“监管科技”。这个概念在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⑧（FCA）（2015）中进行了详

细的阐述。当然，监管科技的思想早已经出现，只是没有被高度概念化，例如，Brummer 和 Gorfine（2018）提

出了利用金融科技构建监管机构工具包，只是没有明确的提出该词汇而已。可能也正源于此，在后续诸多文

献中都认为监管科技是“金融科技的子集”（FCA，2016）。

BCBS（2018b）与国际清算银行⑨（BIS）（2018）对监管科技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监管者视角，在该视

角下，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词汇：监督科技（SupTech）。前者将其定义为技术促进监管当局的创新，后者将其定

义为技术的应用支撑监管。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三）分析研究

分析研究包括了民族志分析和阐释学分析等质的研究，也包括了最常见的定量实证分析、案例研究等。

金融科技之产生发展过程即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的过程，其深刻改变金融业态、重塑金融商业模式、促进

金融产品创新。无论是针对全部期刊样本还是核心期刊样本的统计分析，“金融创新”的频次（分别为 59次
和 23次）和中心度（分别为 0.12和 0.39）均较高。在这其中，金融中介理论、金融功能理论和金融创新理论常

被用来分析金融科技产生与发展的逻辑。

1. 基于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

金融中介理论是阐述金融机构存在合法性的最重要理论之一（Boyd 和 Smith，1992），其主要贡献在于从

中介角度解释了金融机构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按照金融中介理论，金融科技能够加强或拓展金融机构的中

介效用，而不是与分流传统的借贷市场。Fuster et al（2019）发现，与全能银行或专业抵押贷款银行相比，金融

科技贷款机构在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份额从 2010年的 2%增加到 2016年的 8%。 Jagtiania 和 Lemieuxb
（2018）做了与之类似的研究，发现在高度集中的市场和人均银行分行较少的地区。而且，经济表现不佳的地

区，互联网金融的贷款占比越高。Howell et al（2019）研究了基于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的筹资机制市场，

2017—2018年之间迅速增长，成为初创融资的充满活力的替代渠道。

这一系列研究都表明，基于金融科技的贷款已经渗透到传统银行可能无法满足的领域。这也就是说，金

融科技贷款不是与传统抵押贷款机构竞争，而是拓宽融资渠道。类似的基于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还有

Haddad和Hornuf（2019）和 Drasch和 Schweizer（2018）。

2. 基于金融功能理论的研究

Merton et al（1995）提出了金融功能理论，认为机构和组织形式是多变的，而系统的功能是稳定的，金融

功能较之金融组织机构更加重要，金融机构的创新及竞争使得金融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功能，机构的形

式随着功能的变化而变化。金融功能理论非常符合高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以支付功能拓展为例，Iman（2018）
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时代，移动支付系统运行在共享公共基础设施的复杂多维网络中，其在产业和网络结构

中以更精细地切割垂直供应链。通过增强移动支付的部分属性，为客户提供更大价值，这些属性包括鼓励大

型企业扩大其支配地位、继续由跨国运营商管理基本平台和实施模块化策略等。

⑦ 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GOS）是英国政府的机构，该机构以科学证据和长期思考决策来建议英国政府政策。

⑧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负责英国的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业务的监管。

⑨ 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是为促进各国中央银行合作的国际金融机构，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金融组

织，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刚建立时只有 7个成员国，现成员国已发展至 60家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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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金融创新理论的研究

金融创新理论认为，金融科技的应用为金融业提供了新的技术和服务，以更加直接和有价值的方式满足

客户的需求。BCBS（2018a）认为尽管传统的金融机构并不是首次应对技术创新带来的挑战，但本轮金融科

技创新浪潮从创新速度、应用规模上都高于历史水平，而由此带来的消费者行为的改变、需求的增加成为金

融科技发展的主要推动力。Chen et al（2019）应用文本分析，以专利数据作为创新的替代变量，发现金融科技

与上市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随着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额的增长，逐步形成了区域性的创新中心。王栋和赵志宏（2019）结合创新价

值链的理论，从金融创新理论的角度，构建了金融科技发展对区域创新作用的研究模型，经实证分析认为，金

融科技促进了区域创新的绩效，也提升了创新研发的效率和成果转化的效率。金融科技发展对区域生态金

融和区域开放度，直至区域性创新中心的形成都存在正向影响。

（四）设计导向研究
在全部期刊样本分析中，排名前 10位关键词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频次及排序分别为 93（第 2位）、

72（第 6位）、49（第 10位），中心度分别为 0.57、0.13、0.21，云计算、人工智能的中心度高达 0.48和 0.46，这表明

技术是金融科技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对金融科技底层技术的研究在研究领域具有基础支撑作用。在金融科

技研究领域，现有的设计导向研究重点关注金融科技技术应用和如何加强金融监管方面的研究成果。

1. 金融技术应用

技术应用是金融科技的研究热点。据 Goldstein et al（2019）报告，《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的 2019年金融科技特刊中，一共收到 156篇文章，其中 27篇是关于大数据的，28篇是关于区块链的，

还有 11篇是关于众包的。在最后刊出的 10篇论文中，就有 4篇是讨论区块链的机制。例如，Chiu和 Koeppl
（2019）论证了用于证券结算的无许可区块链的可行性并开展了设计。Cong（2019）探讨了智能契约领域中区

块链的协作，研究区块链的典型特征如何重塑机构行为和竞争格局。

更广义的技术，如 D’Acunto et al（2019）使用个人经纪账户样本实证分析、评估智能顾投工具（基于人工

智能技术的投资组合优化程序）的使用效果，提出了针对不同投资需求设计智能顾投的干预措施。除此之

外，面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风险，对金融科技体系中起到支撑作用的网络安全技术及网络攻击防范的研究

得到重视。Noor et al（2019）针对金融科技应用的特点，使用自然语言处理的分布式语义技术，提出了一个基

于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自动化网络威胁归因框架，可以根据从网络威胁情报报告中提取的攻击模式分析网

络威胁行为者。

2. 监管设计

在核心期刊的样本分析中，关键词金融监管、监管科技的频次及排序分别为 41（第 1位）、34（第 2位），这

表明，协调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平衡促进创新和风险防范是金融科技时代金融领域研究的重点。金融科技

一方面因其分布式和多样化、信息透明高效、便捷性等特点促进金融稳定，但是，也带来影响金融稳定的风

险。金融科技企业也需纳入监管框架，Palladino（2019）通过讨论金融科技企业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提出

了对非银行金融科技贷款监管的必要性，构建了国家对金融机构贷款机构管理和将小企业贷款人纳入联邦

消费者保护法规相结合的监管框架。

金融机构层面要整合、优化内外部资源，加强监管科技协同创新，监管机构层面要强化监管科技顶层设

计；强化基于人工智能的数据识别与分析应用、基于加密和安全技术的数据存储与流通应用、基于区块链技

术的数据记录与管理应用、基于云计算的数据处理与共享应用等的监管科技技术应用（蔺鹏等，2017）。监管

沙盒是实现监管科技的有效手段，可实现监管者、金融科技企业、消费者等各方的多元共治，实现支持创新和

监管的有效统一（朱太辉，2018）。

（五）影响导向研究
在金融科技研究领域，影响导向的研究一般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案例研究、调查研究、对比分析等方法

也被广泛采用，目前已有研究重点关注的是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传统银行影响、对行为金融的影响及对金

融稳定和风险防范方面的研究成果。

1.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和实体经济的影响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业务的影响，与分析研究存在一定的交叉。金融科技与银行业的融合不断加深，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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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改变了传统银行的商业模式、经营方式及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式。邱晗等（2018）使用 263家银行的数据

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

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Tang（2019）开发了一个概念框架，利

用监管变化作为对银行信贷供应的外部冲击，发现 P2P贷款在服务于银行超边际借款人方面替代了银行贷

款，但在小额贷款方面补充了银行贷款，P2P借贷导致的信贷扩张只发生在已经获得银行信贷的借款人

之间。

金融科技会对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环境产生影响，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刘园等（2018）利用

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数，采用投资效率模型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在发展初期会降

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再加以金融监管配合后将有助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庄雷和王烨

（2019）分析了金融科技带来的消费方式改变导致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及带来的投资多元化与快速化从而提

高投资效率，剖析了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抑制和促进作用。朱俊杰等（2019）实证研究了金融科技发

展对我国产业机构升级的影响，认为金融科技与我国产业间、产业内部结构升级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金融

科技对产业间结构升级起促进作用，对产业内部影响效力存在差异。李杨和程斌琪（2018）研究提出金融科

技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即投资资本积累、储蓄‐投资转化、长尾消费需求、外贸中的可贸易范围。

2. 金融科技对金融行为的影响

金融科技和大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发展使得许多金融行为的研究成为可能，促进了此方面研究的多元化。

例如，王靖一和黄益平（2018）基于超过 1700万条新闻文本数据，使用主题模型、词向量模型等方法构建了金

融科技情绪指数，分析了其对网贷市场的影响。田婧倩和刘晓星（2019）分析羊群效应在社交网络中的实现

机制，构建金融科技关注指数，研究发现中国社交网络对金融科技话题的关注实际是对金融科技公司的关

注，金融科技公司的社交网络关注是产生金融话题搜索变化的主要原因。Berg et al（2019）运用金融科技技

术分析数字足迹的信息内容（人们仅通过访问或在网站上注册即可在线留下的信息轨迹）预测消费者的违约

行为。如果数字足迹被广泛用于贷款决策，消费者可能会合理地改变其在线行为，从而对未来的金融中介机

构的业务模型、无银行账户的信贷及数字领域的消费者、公司和监管机构的行为产生广泛的影响。

3. 金融科技对金融稳定和风险防范的影响

基于 CipteSpace定量分析显示，金融稳定、风险、风险防范是近 3年来金融科技研究的关键词，在全部期

刊样本分析中，“风险”的中心度达 0.39。这说明，金融科技一方面因其分布式和多样化、信息透明高效、便捷

性等特点促进金融稳定，但是，也带来影响金融稳定的风险，这也成为研究重点。Foley et al（2019）研究了比

特币交易为非法活动提供服务的程度，研究者开发了一种网络聚类分析的新应用，用于识别参与非法活动的

用户和与非法社区进行交易的用户，研究发现，大约 46%的比特币交易与非法活动有关，但随着主流对比特

币的兴趣和更不透明的加密货币的出现，比特币活动的非法份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邱兆祥和刘永元

（2019）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实质上在金融行业内构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极有可能对现存的金融业态和

金融稳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汪可和吴青（2018）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审视金融科技，总结出其对我国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影响程度大小，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我国银行

业系统性风险。

四、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及贡献
本文在 Milian et al（2019）的基础上，借助可视化软件对国内金融科技研究进行了梳理。同时，引入了

“价值空间分类框架”，对已有的研究按照概念化研究、分析研究、设计导向研究和影响研究进行了分类和述

评。分析发现，目前的研究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有待深化。

（1）多数研究集中于概念阶段，实证研究相对匮乏，这种现象在中文文献领域尤其严重。已有研究中大

部分都是关于金融科技概念解析的，仅有少数列入本文综述范围的论文属于实证研究。当然，概念清晰本身

也是必要的，例如，Junger 和 Mietzner（2019）就把传统的电子银行服务定义为金融科技。国内关于金融科技

的文献，虽然已经开始出现大样本实证研究，如王栋和赵志宏（2019），但数量较少。

（2）研究热点大多围绕实践中的特定技术领域展开，导致理论探讨远远不够。由于到目前为止，金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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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仍然缺乏准确的定义，导致大部分的研究可能只是采纳了其中某一个很小的子域，例如，讨论区块链机制

的研究（Goldstein et al，2019）。这导致关于金融科技本身的理论探讨不够，只是应用了其概念而已。还有诸

多研究，其本意并不是为了探讨金融科技，例如，Buchak et al（2018）是为了研究影子银行（shadow bank），金

融科技只是其中一个自变量。

（3）已有的有限的实证研究，大多样本单一，且选题扎堆。可能受限于数据难以获取，目前的实证研究数

据来源大多为欧美股市，例如，Dranev et al（2019）以美国股市为样本探讨了金融科技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M&A）的股市回报问题，Chen et al（2019）等研究也同样是以美国股市为样本。以金融科技为视

角研究创新的选题，比较集中，如 Gozman et al（2018）是以 SWIFT⑩为案例探讨创新，而且其立足点是信息系

统研究（IS Research）。金融科技本身就是创新行为，以此为案例研究创新的文献并不鲜见，王栋和赵志宏

（2019）也属于此类。在后续研究中，安全问题也应该重点考虑，如个人信息保护。

（4）分析层次割裂，金融宏观层次的研究、基于金融组织的研究和基于个体金融行为研究三者互不交叉。

Micheler 和 Whaley（2019）提出金融科技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在于，通过微观层次的金融监管预测系统性的

金融风险成为可能。巴塞尔协议Ⅱ之所以失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监管总是面对一个一个的金融机构，

这使得“合成风险”依然难以预判。Heijmans 和 Zhou（2019）就尝试通过对 TARGET2异常数据点进行识别

和分析，为欧盟整体金融稳定提供决策依据。但目前的金融科技研究中，缺乏这类跨层次的研究。

（二）未来研究方向
根据现有研究的脉络梳理和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如下几个方面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该关注或深入。

（1）发展中国化的金融科技。金融制度及其监管，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与整体的制度环境休戚相关，中国

的金融有其独特的制度环境，目前中文文献中，更多的是跟随研究，少有文献致力于挖掘国内的独特性，或者

加强比较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不仅要借鉴，更重要的是突破与创新。这其中应该包括利用中国的上市公

司作为样本金融科技的价值，例如，关于金融科技的信息披露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价值。

（2）监管科技的框架及其自动化。审慎监管的本质是通过事前的约束来降低事后风险的概率，这意味着

这些原则本身就是低效的。合规成本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沉重负担之一。设计自动化的监管科技框架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Micheler 和 Whaley（2019）、Hale 和 Gamble（2019）对监管文件如何从自然语言转换为机器可

识别码都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在中文领域中，如何将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应用于

监管科技以实现自动化仍需深入。

（3）通过微观层次的监控，预测系统化金融风险。监管机构需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2008年爆

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说明传统的监管手段不能满足当前的要求。在尽量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通过微观

层次的监控预测系统化的金融风险是全球面临的难题。如上文所述，Heijmans 和 Zhou（2019）已经提供了一

个可行的途径。金融科技的出现，尤其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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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 Research Review，，Carding and Future Prospect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Value Space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Dong Zhenliang1，2，Xie Zongxiao3，An Baiwan4，Lin Runhui5
（1.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Financial Information Center，Beijing 100800，China；2.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Beijing 100028，China；3. China Financial Certification Authority，Beijing 100054，China；4.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Zhenjiang Sub‐Branch，Zhenjiang 212004，Jiangsu，China；5. Nankai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FinTech has been widely valued in practice，but in the research field，most of the researches focus on specific technical
areas in practice，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Milian’s research，the
domestic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s reviewed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software as the tool to draw the visualization
of knowledge literate and a preliminary comparative study. At the same time，it introduces the“value space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classifies and reviews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research，analysis research，design oriented research and
impact research，and finally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es，as well as the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are concluded. For the
first time，the same topic by combining quantitativ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value space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which are
consistent in epistemology is summarized.
Keywords：FinTech；RegTech；bibliometric；value space

蓝管秀锋等：

市场潜能与地区收入差距
——基于空间视角

蓝管秀锋 1，吴亚婷 2，匡贤明 1

（1.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沈阳 110819；2.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口 571158）
摘 要：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构建两类空间面板模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市场潜能对地区间整体及地区内城乡结构性收入

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潜能对地区间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市场潜能较高的地区将获得更强的经济

发展动力，从而该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也就更高；收入水平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不同地区之间市场潜能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

著异质性，且这一差距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尤其是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市场潜能与城乡结构性收入差

距之间表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 U型影响，其拐点在 7.02处，对于尚未超过该拐点的地区而言提高市场潜能仍然是改善地区内

城乡结构性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市场潜能；收入不平衡；新经济地理分析；空间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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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凭借人口、资源红利及制度优势等表现出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GDP年均增长

率达 9.08%，生产总值更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 3678.7亿元上升到 90.03万亿元，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

从 2.3%提升至 16%，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堪称“中国经济奇迹”。另

外，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分别由 1978年的 171.2元和 184元增加到 2018年的 28228元和

19853元，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是中国跨越“贫困陷阱”的突出表现。然而，从整体基尼系数的不断上升和城

乡收入比的扩大中可以看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带动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步提高，中国正面临着地区间整体

及地区内城乡结构性收入差距过大的现实难题。例如，2018年全国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达到 0.474，较上年

提高了 0.007个百分点，尽管 2010—2014年全国基尼系数出现小幅缩小的良好态势，但随后的几年收入差距

又进一步扩大。同时，中国城乡收入比自 200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中 2007年更是以 3.14的收入

差距比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高值，虽然从 2010年开始有所回落，但尚未回到合理区间。因此，面对中

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从空间视角探求市场潜能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内在机制成

为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分析两者的内在作用机制对改善地区发展差距、缩小地区间整体及地区内城乡结构

性收入差距等问题都具有一定边际贡献。

二、文献回顾

有关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的经济学理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空间经济学理论、索洛构

建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和城市经济学等。空间经济学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中空间不相关的假设前提，将

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运输费用等联系起来，基于对经济活动的区位分析，为研究收入差距的产生和发展提

供了重要理论框架。外生经济增长模型主要通过对“增长效应”改进，基于技术进步因素外生的基本假设，分

析平衡增长路径上收入差距的收敛与发散机制（Blanchard和 Katz，1992；Mankiw，1992），而城市经济学对收

入差距问题的分析则重点从城镇化视角进行探究，分析资本投入、人才流动、科技创新等空间集聚对收入差

距的影响（Glaeser和 Mare，2001；Ciccone，2002）。Krugman（1991）利用 D‐S模型并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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