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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科技 (RegTech)的理论基础、
实践应用与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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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金融产品和金融供给创新层出不穷,在有效提升

金融服务便利性和可得性的同时,金融风险也出现了一些新特征,这些新型金融风险倒逼监管改

革,因此监管科技适时地被引入讨论和应用。监管科技应被视作在整个金融系统中,帮助企业处

理监管合规和风险控制等相关问题的各种信息技术应用和解决方案。监管科技的潜在价值远大于

降低金融机构合规成本,它将有助于建立一套金融运营实时监测,风险识别、评估及处置的监管

体制。我国监管科技起步晚,基础较为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进步空间,因此应从顶层设

计角度及早谋划我国的监管科技产业布局,制定监管科技发展长期规划,提高金融监管的质量和

效益,增强我国金融业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监管科技 金融科技 金融监管

一、监管科技 (RegTech)兴起的背景和意义

(一)从金融科技 (FinTech)到监管科技 (RegTech)

近年来,金融科技 (FinTech)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业界、

学界高度关注的焦点。金融科技通常被界定为金融和科技的融合,把科技应用到金融领域,通过

技术工具的变革推动金融体系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金融生态,增加了新的金融服务

和金融产品供给,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得性。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 (FinancialSta-

bilityBoard,FSB)的最新定义指出,金融科技是指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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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流程和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提供的服务和模式造成较大影响,既包括前端产业也包含后

台技术。金融科技发展历经三个阶段:FinTech1.0的标志是金融机构内设IT部门,用于压缩成

本,提高经营效率;FinTech2.0是指互联网金融和移动互联网,本质上是金融渠道的变革;Fin-

Tech3.0的特点是新兴技术与金融机构的紧密结合,金融服务向长尾客户普及,大幅提升传统金

融的效率。〔1〕根据毕马威 (KPMG)发布的 《2018全球金融科技脉动》报告,2018年,全球

金融科技投资金额达到1118亿美元,涉及2196次交易,主要的金融科技企业和金融科技独角

兽募集了大量资金,在全球建立合作关系,通过收购兼并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从业务领域

看,目前对金融市场影响较大的金融科技已经形成四大领域:一是支付清算,包括手机和网络等

第三方支付、电子货币和区块链;二是囊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融资模式,以众筹和P2P网贷

为主;三是以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合约、电子身份认证为代表的重要性基础设施;四是包含机

器人智能投顾和电子自动交易在内的投资管理。

金融科技具备的四大核心要素,极大地改变了当前金融生态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现有

金融监管体系改革。〔2〕第一个核心要素是跨界化。跨界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科技

至少跨越了技术和金融两个部门,二是金融科技中的金融业务可能跨越了多个金融子部门。金融

科技的跨界化是行业层面甚至是体系层面的跨界,比金融领域的综合化经营更加复杂。随着金融

与科技的融合发展,金融市场与金融产品的跨界化会导致监管边界的模糊与重叠,从而产生监管

真空和监管漏洞,给金融监管体系带来较为深远的负面影响。第二个核心要素是去中介。随着金

融科技的快速发展,金融脱媒日益深化,金融中介机构的基础性作用被弱化,技术的普及使用削

弱了机构监管和人员追责监管的有效性,给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带来新的挑战。第三个核心要素是

分布式。目前大多数金融服务及其基础设施都是以中心化为核心框架,但是金融科技范畴下的金

融产品和服务的运营是以去中心化或分布式进行的,因此会导致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监管体制的

制度性错配,引发更复杂、更易传染的金融风险。第四个核心要素是智能化。以人工智能为支撑

的科技参与金融体系的要素整合,强调技术对金融的赋能和推动作用,有利于促使金融机构或金

融服务公司更加公平有效地服务于长尾客户,但是传统的金融监管,其有效性依赖于微观审慎监

管规则,很难做到技术监管、数据监管、算法监管、反洗钱监管和虚拟化监管,因此金融科技会

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造成冲击,倒逼监管进行两阶段长短分期的系统化改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推动金融监管体系变革,注重宏观审慎监管、

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但是金融科技的出现使得金融监管的重点和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发生了较

大变化,监管机构必须采取更加有效、便捷的技术方式才能适应金融市场瞬息万变的业务和风险

形势。〔3〕根据Christensen (1997)提出的破坏性创新理论 (DisruptiveInnovation),金融科技

因其技术非竞争性、低端破坏创新和新市场破坏创新三个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 “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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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邢会强:《人工智能时代的金融监管变革》,载 《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参见胡滨、郑联盛: 《金融科技的发展与监管》,载 《中国金融监管报告 (2017)》主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第10 15页。
参见张锐:《从FinTech到RegTech:金融新革命》,载 《银行家》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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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4〕“破坏性创新”要求监管者必须善于识别金融科技带来的新风险和新挑战,准确评估

和预测金融科技创造的 “新产品”或 “新价值”的风险替代和结构性冲击,因此监管科技

(RegTech)由于其技术中性、智能自动化、大数据处理等优势脱颖而出,旨在提高监管部门的

监管效能,降低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应对全球范围内监管和法律业务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和紧迫

性。金融科技 (FinTech)和监管科技 (RegTech)是同类技术在不同需求场景下的应用,其兴

起动因具有同源性。〔5〕

(二)促使监管科技发展的宏观趋势和驱动力

1.从资本参与视角看,金融科技投资持续升温,监管科技稳步前行

近年来,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投资金额的快速增长、投资区域的全球化布局和细

分领域的强劲发展三个方面。2018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资总额达到1118亿美元,相较2017年增

长了一倍多。〔6〕2018年创投机构向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金额达231亿美元,比2016年的116
亿美元增长近100%,科技头部企业参与的投资案例连续八年增加,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外的

一系列公司也积极通过投资和并购参与进来。2018年,美洲金融科技投资总额达到535亿美元,

其中美国占到525亿美元,欧洲金融科技投资总额达到342亿美元,亚洲金融科技投资金额达到

227亿美元,其中蚂蚁金服融资140亿美元领衔亚洲。〔7〕监管科技解决方案虽然不像金融科技

领域成果丰硕,但是随着全球范围内监管改革和协调压力愈发增大,监管科技业务场景逐渐清

晰,2018年监管科技领域投资金额达到37亿美元,相较2017年增长了208%,预计未来监管科

技领域的投资增长率会趋于平稳增长。

2.从金融机构视角看,合规监管的费用和成本增长过快

在金融科技应用市场逐渐饱和的同时,新兴技术提供商逐步拓展至合规自动化和智能化领

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政策调控引起了金融监管改革的热潮,近

十年来监管改革实践中所面临的监管复杂性和较大合规成本,将金融机构乃至金融行业推至前所

未有的压力边缘。〔8〕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机构每天大约收到10条法律

法规修正提示,但到2016年,每天收到的法规修正提示已经超过200条,金融机构不得不耗费

较大的合规费用和聘用更多的合规人员来追踪监管政策变动,从而判断合规策略和流程是否需要

做出改变。根据国际金融协会 (IIF)的评估,全球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合规成本大概占其经营成

本的3%—5%,而且日益增长的监管复杂性也加剧了不合规风险,金融机构所承受的巨额罚金便

是佐证。目前全球范围内金融行业需要耗费800亿美元满足合规要求,预计这一数据将在五年内

上升至1200亿美元。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需向监管机构提供的数据种类和数量急剧增长,金融

机构也需要借助新兴技术整合提升合规程序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从而提高合规效率和降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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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许多奇:《金融科技的 “破坏性创新”本质与监管科技新思路》,载 《东方法学》2018年第3期。
参见费方域:《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生态的视角》,载 《新金融》2018年第5期。

SeeTheevolutionofRegTechandthefutureofregulatorycompliance,inCBINSIGHTSresearchpaper,availableat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regtech-four-phases-expert-intelligence/,lastvisitedonJan.10,2019.

SeeDeloitte,TheRegTechuniverseontherise,2017,p.9,availableat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

Deloitte/lu/Documents/technology/lu_inside-regtech-universe-on-rise.pdf,lastvisitedonJan,28,2019.
参见王静:《全球金融科技发展动因及监管科技发展趋势》,载 《证券市场导报》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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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成本。同时,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全球范围内金融业务的关联度迅速提高,各国金融监管

框架的差异也增加了跨国性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以监管科技为新兴技术框架的统一化和标准化

原则有助于解决国别间的金融监管差异和冲突。〔9〕因此监管科技的迅速崛起是满足新兴市场需

求和应对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的理性反应。

3.从监管层视角看,监管科技是利用科技手段履行监管职责的内在需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开始了不同程度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截至2018年,世界各

主要经济体国家已基本完成以宏观审慎监管为核心框架,兼顾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监管体系改

革,强调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以及金融业信息综合统计和全面

的数据整合处理。全新的监管体系对于风险数据、建模分析、评估预测、交易监控和用户识别等

的需求越来越高,这一内在需求在金融科技的影响下不断演化深化。近年来,金融行业的数字化

程度大幅提升,传统的事后、人工、基于冗杂结构性数据的监管范式已不能满足金融科技新业态

的监管需要。〔10〕借助新的监管科技手段,监管机构可以采用基于风险和数据的监管方式,直接

获取被监管者数据避免了以往依赖于金融机构提供数据的局限,降低了 “监管俘获”风险,可以

更加充分利用和分析金融数据,更有效地监管各类金融市场参与者,调控市场结构。〔11〕

(三)监管科技有助于拓展金融监管体系的 “生产可能性空间”

依据宏观经济学中的 “生产可能性边界理论”和 “内生增长模型”,我们可知现有的金融监

管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既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所能发挥的最大监管效益。面对金融科技

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混业经营的日益深化,监管体系的制度性错配和效益边界已经难以有效管控金

融生态环境,导致金融风险事件频发,系统性风险逐渐累积传染。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制度性变

革和技术进步作为两项重要的内生变量,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长期且持久的。在拓展金融监管

体系的 “生产可能性空间”上,制度性变革和技术进步同样至关重要,国际金融危机十年来世界

各国推行的金融监管改革属于 “制度性变革”,有利于有效监管金融市场行为和维护金融体系稳

定。而监管科技作为技术进步内生变量的代表,是在制度性变革基础上继续提升金融监管有效边

界的必要手段和必由之路。运用监管科技,实现远程智能化、实时化市场分析监控,及时监测创

新产品和业务的风险点和违规点,覆盖市场多层次主体的风险识别,有助于把握安全性和创新性

的有效平衡,稳步拓展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的 “生产可能性空间”。

二、监管科技的理论基础:内涵与外延

(一)监管科技的定义

监管科技的英文缩写 “RegTech”是RegulationTechnology的缩写,包括监管和合规双层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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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TheriseofRegTechandwhatitmeansforyourbusiness,inForbesExpertPanel,availableathttps://

www.forbes.com/sites/forbesfinancecouncil/2016/12/14/the-rise-of-regtech-and-what-it-means-for-your-business/#
f77fda85935a,lastvisitedonFeb.18,2019.

参见京东金 融 研 究 院:《金 融 危 机 十 周 年:监 管 科 技 能 应 对 危 机 吗》,载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

3432993,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月30日。
参见尹振涛、郑联盛:《金融科技对金融监管体系提出新挑战》,载 《中国财经报》2017年9月5日,第0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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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其本质是通过科技赋能金融监管改革,助力监管机构优化监管方式,帮助金融机构降低合规

成本,平衡监管与创新,最终实现金融业平稳健康发展的目标。近年来,国际国内学界对于监管

科技的定义即已兴起,但因侧重点不同,尚未形成统一口径的官方定义。

从国际上看,2014年,原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AndyHaldane在伯明翰大学的主题演

讲中首次提出通过技术推动监管的新型监管系统,将该系统比喻为全球天气系统和全球互联网

流量监测系统,核心是全球金融流动图,追踪全球的资金流,描述金融市场的所有溢出效应和

相关性。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 (UKGovernmentOfficeforScience)对监管科技的定义为,被应

用于监管或被监管使用的科技。2015年3月,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MarkWalport(2015)

指出,金融科技可以被用于合规和监管领域,推动金融监管报告体系更加透明高效。2015年

11月,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提出,监管科技是金融科技的 “子集”,采用大数据、合规

报告生成等新技术有效提升监管合规度和透明度,比现有监管手段更加高效。〔12〕国际金融协会

(IIF)认为,监管科技是能够有效解决监管和合规性要求的新技术。〔13〕2016年,美 国 的

RegTechLab指出,监管科技的内涵是帮助企业处理与监管合规相关逻辑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

的统称。RegTech从此以后频繁出现在各国监管机构和国际组织发布的不同文件中,在全球监

管范畴的讨论中被普遍接受。综合而言,上述定义普遍较为简要中性,定性于科技赋能监管效

率提升。

聚焦国内,201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其工作职责之一是强化监管科

技 (RegTech)应用实践,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丰富监管手段,提升跨行

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2017年6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

所所长的孙国峰将RegTech定义为 “科技与监管的有机结合,主要作用是利用技术帮助金融机

构满足监管合规要求”,〔14〕同时指出 “由于中国金融监管的包容性,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缺

乏研究和开发RegTech的动力,因此中国监管科技的发展需要由监管机构来推动”。中国社会科

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研究员提出,监管科技致力于新兴技术在金融体系特别是微观领域的

运用,以更好地符合监管标准和合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利用新技术实现监管要求,甚

至有一定的监管规避倾向。〔15〕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东教授则将监管科技 (RegTech)定义为

“科技驱动型监管”的手段,而 “科技驱动型监管”指的是在去中介、去中心化的金融交易现状

下在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传统金融监管维度外增之以科技维度,形成双维监管体系。〔16〕中国

金融四十人论坛 (CF40)常任理事张家林从两个层面描述监管科技,一是被监管机构利用监管

科技是为了实现监管要求的持续合规,二是监管机构通过利用监管科技不断挖掘确定新的监管规

则,提升宏微观监管的水平和效率。

本文将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定义监管科技范畴。从狭义上看,可将监管科技视作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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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参见何海锋、银丹妮、刘元兴:《监管科技 (Suptech):内涵、运用与发展趋势研究》,载 《金融监管研究》2018年第

10期。
参见孙国峰:《发展监管科技构筑金融新生态》,载 《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3期。
孙国峰:《从FinTech到RegTech》,载 《清华金融评论》2017年第5期。
参见胡滨:《监管科技 渐行渐近》,载 《当代金融家》2017年第11期。
参见杨东:《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重构》,载 《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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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分支,专注于监测、识别、防控金融科技带来的金融风险问题,通过技术构建金融科技生

态体系,促进金融科技的稳步健康发展。比如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首创的 “监管沙盒”

(RegulatorySandbox),允许金融科技企业在获得监管授权后,在有限可控的测试环境中对金融

科技产品或创新服务进行全链条测试。2019年1月,由29个不同国家的监管当局和组织共同组

成的全球金融创新网络 (GFIN)正式启动,致力于在多个辖区内同时测试创新产品、服务或商

业模式,旨在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在金融科技创新方面建立合作新框架,分享不同的经验方法,

实现创新发展、规范发展和跨境合作的平衡。从广义上看,监管科技应被视作在整个金融系统

中,帮助企业处理监管合规和风险控制等相关问题的各种信息技术应用和解决方案。监管科技的

潜在价值远大于降低金融机构合规成本,它将有助于建立一套金融运营实时监测,风险识别、评

估及处置的监管体制。

(二)监管科技的相关概念辨析

1.监管科技与科技监管

监管科技与科技监管的关系类似于金融科技同科技金融。科技金融通常是指为支持科技的进

步发展所开展的相关金融服务,侧重于金融为科技服务;金融科技则强调现代新兴技术对现代金

融体系的深化和提升,落脚于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科技监管和监管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延续

性和阶段性特征。2012年,原中国银监会成立信息科技监管部,主要负责银行业信息科技系统

的安全、稳健运行,进一步加强信息科技风险的监测和预警,深入开展信息科技现场检查,督促

提高信息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科技监管由此正式步入中国历史舞台。而监管科技不局限于金融

业信息科技的监管,其注重利用新兴技术,并培育出贴合监管的技术和制度,其监管领域既包括

科技监管的传统负责领域,也包括对新兴的金融科技业态的监管,因此监管科技可谓科技监管的

深化和升级。2018年8月,证监会正式印发 《中国证监会监管科技总体建设方案》,标志着监管

科技建设工作顶层设计完成并进入了全面实施的阶段。

2.监管科技与合规科技

监管科技有两大分支———运用于监管端的监管科技和运用于金融机构合规端的监管科技,前

者可称为SupTech (SupervisionTechnology),后者即为合规科技,其英文是ComplianceTech-

nology,简称CompTech。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金融监管不断升级,各类监管处罚不断加码,

全球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节节攀高,由此催生合规科技。合规科技通过数字化方式联结金融机构

和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可以从监管端获取数字化电子化的监管要求并准确内化为自我约束,确保

机构和业务的实时合规,而且金融机构也可以利用合规科技向监管端报送数字化合规监管报告,

减少人工干预,提升原始数据的精准度。

3.监管科技与治理科技

当前国内外已基本形成共识,监管科技走的是一条 “自上而下”的监管层推动发展路径,依

然遵循着 “命令—服从”的中心化逻辑。监管科技因其数字化、智能化优点而备受推崇,但并没

有改变静态规则在迅速更迭的金融创新服务面前的时滞问题,因此国内学者提出治理科技概念,

英文是Governance+Technology,简称GovernTech。从监管向治理的转变,意味着由单一监管

机构向多方利益共同体转变,社会多方联合采取行动治理,以大数据为资源,立足监管科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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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打造事前预测体系和 “事中-事后”协调治理体系,创造出新的体系、制度、组织和观念。诚

然,治理科技的学理依据尚不明晰,此处提及主要用于学术探讨。

(三)监管科技的主要特征及优势

随着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的深入应用,个人和企业的各类活动都会有强大的数字留痕和科技

渗透,包括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机器学习、加密算法等,这使得拥有数字科技

整合能力的科技头部企业、布局金融科技的传统金融机构以及通过兼并收购进入金融科技行业的

大型央企国企,有能力对客户和消费者提供全方位、便捷式服务,这不仅有助于金融市场微观主

体活力和素质的提高,还有利于加强现代金融体系建设。2018年5月,央行等九部委出台了

《“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重点提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发挥金融基础设施数据监控

功能,实现金融业务全覆盖、穿透式监管。新时代下,监管科技的意义不言而喻,充分体现在推

动监管治理精准化、宏观决策科学化、金融服务高效化等方面。本文将监管科技的主要特征及优

势归纳为:数字化、智能化、实时性、预测性、共享性。

第一是数字化。新时代下,大数据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资本和生

产要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有利于实现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数字化监管。基于

数据分析、数据预测、数据决策、数据可视化等全方位数字化应用,监管科技进一步弱化了监管

机构的人工审核评估机制,有效提升了监管水平和沟通效率。第二是智能化。监管科技的智能化

主要体现在运用技术的能力重构监管机制,减少人工监管的环节和流程,运用智能算法和智能程

序自动执行监管提示、提交合规报告,尤其表现于审查金融风险、提高反洗钱/反欺诈的效率、

异常交易检测、征信和支付等传统监管效率低的领域。第三是实时性。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

速应用,科技驱动的各类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活动的实时性越发明显,同时金融风险构成的交叉

性和复杂度也日益提高,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及时对金融业务的合规和金融创新的风险做出反应。

监管科技是解决监管实时性的必由之路,通过降低流程化时间成本,实现监管原则、准则的实时

提示和反馈,灵活调整合规分析评估模型及参数,快速生成合规评估报告和监管解决方案,弥补

监管漏洞,平衡金融创新和风险。第四是预测性。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新兴技

术,掌握历史数据及规律,将人类特有的学习模式、行为模式与大数据处理能力相结合,实现趋

势性预测分析。第五是共享性。传统金融监管机制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是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

同性不足,监管科技可以通过统一的API接口、规范化的数据标准来实现不同监管系统间的数据

共享、案例共享,有效提升综合监管能力和监管协同度。

三、监管科技发展的技术支撑、场景分类和实践应用

(一)监管科技的技术支撑

近年来,新兴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全球行业格局,其中新兴技术同金融、监管的

结合受到广泛关注。从技术支撑层面讲,金融科技 (FinTech)和监管科技 (RegTech)是一对

“孪生兄弟”,是新兴技术在不同场景的应用解决方案。从国际学界发布的研究报告看,监管科技

的技术支撑主要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加密技术、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生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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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区块链和物联网等。〔17〕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赋能金融监管体系,助力金融机构降低合

规成本、提高合规效率,辅助监管机构识别监管套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监管科技的技术描述

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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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监管科技的技术描述

  来源:作者整理

(二)监管科技的场景分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趋严,面对不断上升的合规成本,以美国、

英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应用场景,利用新兴技术降低监管合规成本、提高金

融监管效率。国外监管科技发展已经步入起步期,众多监管科技初创公司已经获得不菲融资,逐

渐探索可被实现和复制的应用场景,而我国监管科技发展仍处于萌芽状态,多集中于学术学理研

究。综合而言,监管科技的应用场景可分为以下六类:合规数据报送/数字化合规报告、法律法

规追踪、内部行为监控、客户身份识别、金融机构系统评估、金融创新实验。〔18〕监管科技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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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杜宁:《监管科技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应用之大道》,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版,第68页。
参见亿欧智库:《监管科技五大应用场景———2018年中国监管科技发展研究报告》,载https://www.iyiou.com/in-

telligence/report577.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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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场景分类参见表1。

 表1 监管科技的应用场景分类

应用场景 技术支撑 具体描述

合规数据报送/
数字化合规报告

大数据、

API应用程序接口

利用大数据技术帮助金融机构清洗加工数据。API是监管机构

向金融机构提供的接口,将监管规定和合规要求数字化,方便

金融机构重新编程,通过统一协议交换数据和自动生成合规报

告,提高监管效率,降低人力监管成本。

法律法规追踪
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利用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对全球范围内海量的监

管法律法规进行跟踪处理,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转变人工合规方

式,及时报送监管提示,提高合规效率。

内部行为监控
大数据、云计算、

可视化技术

为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和金融体系稳定,加强内部行为监控是

必要的,通过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可以进行反欺诈、反

洗钱和反内部交易的监控,实时识别交易异常行为,及时发现

内控制度、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漏洞和风险点,覆盖前中后

全流程,最后以可视化呈现方式提供参考改进意见。

客户身份识别/
客户尽职调查

大数据、区块链、
生物识别技术

KYC是金融监管体系中识别风险、规避风险的重要环节。传统

的人工识别繁琐低效,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现在可以基于大数

据分析客户的主客观数据、基于生物识别技术精准刻画用户、
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信任机制,预警一切可疑客户和可疑交易

行为。

金融机构系统评估 人工智能技术

FinancialInstitutionOperatingSystem是金融机构内部文化、业

务、行为、制度等系统的总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金

融机构操控系统智能化成为愿景之一,根据监管要求的变化自

动实现补充、修改或系统版本升级,建立以数据为支撑的智能

化指令系统。〔19〕

金融创新实验
人工智能技术、

大数据

类似于 “监管沙盒” (RegulatorySandbox)、 “全球金融创新网

络”(GFIN)和 “金融风洞”(FinancialWindTunnel),借助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更加精准地模拟产品创新实验,是监管机构

主动迎合金融科技发展的主要举措,提前预知风险和突发极端

状况,是平衡创新和监管的良方。

  来源:作者整理

(三)国内外监管科技的实践应用

监管科技作为新兴技术的可落地应用场景,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监

管科技投资及项目数在不断攀升,监管科技初创企业数量也渐成燎原之势。〔20〕根据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安永 (EY)发布的 《全球监管科技创新概览》报告,截至2018年6月,全球范围内的监

管科技企业数目已逾200家,其中EMEIA (欧洲、中东、印度及非洲的缩写)占比45%,A-

mericas(美洲)占比35%,AisaPacific(亚洲太平洋地区)占比20%。监管科技在国际上起步

较早,应用更为成熟且投研热度更高,不少发达经济体国家专设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科技产业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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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参见李欣怡:《人工智能在国内科技金融监管中的应用思考》,载 《现代金融》2018年第9期。
参见胡章灿、傅佳伟:《监管科技的发展、前景与应对》,载 《金融市场研究》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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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统筹规划产业布局,扶持监管科技初创企业的健康发展。〔21〕纵观全球典型监管科技公司,

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新加坡、瑞士等国作为海外先行者,其具体应用解决方案可分为

四类:合规数据采集与监管报告、身份认证和反欺诈、交易及内部行为监控、风险预测和分析。

国外监管科技的实践应用参见表2。

 表2 国外监管科技的实践应用

典型应用场景 代表企业

合规数据采集和监管报告

1.AQMetrics:是一家专注于金融监管合规领域的软件提供商,为基金管理人、
资产管理机构和证券公司提供数据管理、风险监测、自动化监管合规等服务,
融资额为325万美元;

2.Corlytics:利用人工智能和情报搜索技术提供全球合规和监管报告解决方案,
帮助用户根据要求识别监管信息,该公司已经为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智能监管手册,融资额为330万美元;

3.FixNix:是一家基于SaaS的平台,通过治理、合规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实现信息

安全流程自动化,并且提供数字可视化服务,融资额未披露。

身份认证和反欺诈

1.BehavioSec:是一家基于人工智能的认证平台,公司旗舰产品BehavioSense利

用生物识别技术,通过持续分析用户行为,创建动态变化的用户特征。此外还

提供识别异常的欺诈预防平台,融资额为2500万美元;

2.Ayasdi:为金融业和其他行业提供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反洗钱、反欺诈和风险

管理解决方案,其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专家团,融资额为1.06亿美元;

3.ComplyAdvantage:是一家提供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结构化风险刻画和自动

化客户监控等服务的科技公司,融资额未披露。

交易及内部行为监控

1.Jocata:使用先进分析技术提供包括交易监控、尽职调查、端到端客户登录和

反洗钱等在内的一系列服务,目前已为超过40家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服务。

2.ClauseMatch:在智能文档管理领域为金融机构提供SaaS解决方案,支持财务、
法律、风险、审计和运营文档的自动化处理,使得用户能够动态适应监管要求

变化;

3.AIDATechonologies:是新加坡 MAS全球金融科技加速器的获胜企业,专注

于人工智能分析,其解决方案涵盖了交易监控、交易欺诈、财务监控、信用风

险管理等方面,为金融机构带来了较高的效率提升。

风险预测和分析

 AlgoDynamix:主营业务为向投行、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提供金融

风险预测分析解决方案,采用无监督机器学习算法实时扫描分析金融市场微观

主体动态行为。

  来源:作者根据 《全球监管科技创新概览》报告 (EY)和 《监管科技—人工智能与区块链应用之大道》整理

我国的监管科技起步晚,基础较为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进步空间。国内监管科技的

先行者多为头部科技企业、大型互联网金融公司和金融机构,在此我们简要介绍腾讯金融和京东

金融推出的监管科技服务业务。2017年底,腾讯金融先后与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北京市金融监

督管理局)和深圳市金融办等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地区性的金融安全大数据监管平台,实现

金融风险识别和监测预警,防范互联网黑产风险,为金融创新保驾护航。灵鲲金融风险监管平台

目前已经服务于国家工商总局等多个国家和省市政府机构,基于腾讯自有数据和监管机构本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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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靳燕:《监管科技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及启示》,载 《金融科技时代》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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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互联互通,深度挖掘金融黑产数据和金融风险数据,主要应用于风险分析、模型拟定、欺诈

定型和实时监测。2018年12月,腾讯大金融安全、腾讯金融科技智库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

“2018中国金融安全与科技创新论坛”上联合发布了 《数字金融反欺诈———洞察与攻略》白皮

书,力争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构筑一道维护金融安全、杜绝金融欺诈的防线。京东金融监

管科技实践聚焦于反洗钱和反欺诈,着力打造新型数据模型,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服务。京东

金融反洗钱模型通过构建一套量化的洗钱犯罪行为特征体系,利用循环神经网络 (RNN)等深

度学习方法建立预测模型,引入图计算技术,建立关系图谱,利用黑名单作为种子节点,传播感

染生成灰名单,同时模型还利用无监督机器学习方法发现潜在的洗钱行为;京东金融反欺诈模型

产品—安全魔方,包括登录身份认证、设备识别技术、行为分析、反欺诈数据服务和反营销作弊

方案,能够提供一整套有效防范申请欺诈、信用欺诈、虚假交易等行为的解决方案,已经过京东

旗下多个业务场景得到实践验证。〔22〕

四、监管科技发展面临的挑战、制约和风险

(一)监管科技无法完全替代人工监管和现场监管

随着科技与金融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数据处理、合规自

动化和流程智能化方面有天然优势,因此有专家学者提出 “未来可基于监管科技实施全自动监

管”的观点。前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研究员在 “2017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上发言指出,“随

着科技的进步,所有的金融监管可以由人工智能进行,监管技术是主要的,而监管体制的更迭不

重要”。当前,监管科技在机构合规监管方面的解决方案日臻成熟,后续也将陆续在各个监管应

用场景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从长期来看,监管科技仍然无法完全替代人工监管和现场监管。首

先,监管法律法规本身具有的争议和分歧无法由人工智能技术解释并解决,需要监管专家团对争

议之处给出最终的官方解读和判定;其次,监管科技做出的预测分析无法完全落实为监管措施,

仍然需要人工监管基于智能化监管报告商讨监管对策;再次,监管科技本身需要人工不断进行监

管、检测、完善和升级,如何保证算法和代码的有效性和可信度是监管效率提升的关键,避免人

工智能或机器学习系统本身陷入自我逻辑循环;最后,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阶段无法完全学习和模

拟人性,经济金融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考验人性的产业,面对金融业突发风险事件时,仍然需

要现场监管去弥补监管科技系统的不足和时滞问题,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现场沟通交流,识别金融

风险和问题所在,及时做出应对预案,这也是监管态度和监管权威的现实体现。

(二)监管科技的标准化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

目前虽然已有一些关于数据的标准化协议,但是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展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监

管定义、数据范畴和风险重点的差异仍然存在,尚未形成全面、完整的标准化体系,影响监管数

据和风险指标的精确性和同维度对比,分类体系和统计口径未统一,可比较性、可计算性和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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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京东金融研究院:《数字金融反欺诈白皮书》,载https://www.weiyangx.com/author/jdjrInstitute,最后访问

时间:2019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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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性较低,影响不同业务之间的联通和数据流动,导致监管科技公司短时间内难以做到跨行业、

跨国和全球化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健全,对于其官

方释义、法律界定、法定用途、技术分类、技术应用的 “BlackList”和责任追究机制未做出明

确规定,参考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行业近年来的发展脉络和轨迹 (由于法律法规缺位导致金融

风险事件频发),因此由政府 “自上而下”推动的监管科技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 “监管+
科技”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金融业信息综合统计,着力完善监管科技的标准化体系和相关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监管科技行业稳步前行。

(三)监管科技具有较大的技术风险,存在羊群效应和合成谬误

监管科技通过科技赋能金融监管改革,降低金融机构合规成本,提高政府机构监管效率,推

动监管科技初创公司的快速发展,但不能忽视的是监管科技内生的技术风险,尤其是技术风险出

现在金融监管领域时,将对金融市场造成全面性和系统性扰动影响。〔23〕监管科技的最大弱点,

是 “只有在系统本身是正确的情况下才能得到预期结果”(Colaert,2017)。技术风险主要体现在监

管科技公司提供的软件或App上,要发现和修复软件中存在的技术漏洞和技术风险绝非易事,需要

数以万计的大量实验测试,充分考虑到周期性缺陷,而且监管科技所用算法或模型无法学习并预测

“黑天鹅”和 “灰犀牛”事件,从而难以对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大型扰动事件所产生的金融传染效应

给予中肯的监管建议和监管提示。此外,随着监管科技愈发成熟,应用场景更加明确,市场中可能

会出现羊群效应和合成谬误问题。一是监管科技行业作为一片新蓝海,其市场需求体量尚未可知,

如果众多创业企业一同进入该市场,可能会存在发展目标不明确或较多无差异的同质化公司,基于

“羊群效应”的跟风行为和潜在的恶性竞争不利于整个监管科技行业发展;二是由于监管科技的技

术中性,科技赋能监管成为趋势,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可提前预知监管重点进而采取 “规避监

管”的市场行为,一旦产生技术套利空间,同质化市场操作有可能席卷传染至整个金融行业,由单

个机构的微观主体行为扩展为整个宏观金融市场行为,从而出现 “合成谬误”;三是与金融科技

“自下而上”发展模式不同,监管科技采取 “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因此监管科技公司需要同政

府机构和监管机构合作,此时会产生头部科技公司因其 “先进科技、知名度和巨大体量”的优势和

政府层或监管层达成长期合作,蚕食小型监管科技公司的市场占有率,最终出现 “头部驱逐尾部”

的现象,从而使得长期跟风的小型公司被迫退出监管科技市场。因此监管科技公司的 “竞争优势”

和 “创新基因”必不可少,这是推动监管科技行业健康发展的一剂良方。

(四)监管科技的高昂成本和监管弹性边界值得高度关注

基于应用场景的监管科技面临着高昂的研发成本,从前期研发到后期投入应用的相对简单的

监管科技解决方案,其全流程成本可能高达数百万甚至千万元,而且监管科技的个性化定制需求

明显,解决方案的开发成本、系统复杂性和技术风险还会急剧上升。前期高昂的研发成本和后期

基于技术扩散的低费用收缴形成鲜明对比,监管科技公司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将变得尤为重

要。监管科技面临较高的合作和协调成本,所有利益相关团体 (政府机关、监管机构、金融机

构、监管科技企业、相关法务公司和咨询公司)的定期信息交互非常重要,通过举办Reg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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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傅强:《监管科技理论与实践发展研究》,载 《金融监管研究》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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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高层研讨会和圆桌会议等形成高密度高频次的交流合作网络,以解决不同监管系统间的兼

容问题,确定标准化的监管流程,提高监管效率。监管科技行业的风险水平是弹性监管和刚性监

管的边界所在,纵观几十年来国际金融监管的动态演变,一旦潜在风险过度累积和暴露,会迫使

监管部门降低监管容忍度和强化监管刚性,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措施。监管科技作为

新兴行业,需要较宽松的监管环境,而且监管本身的技术替代也是一个连续且复杂的问题,即使

新兴科技对传统金融业的变革持续推进,仍可能因成本、文化、地域、基础设施建设等原因保留

相当一部分传统金融服务形态,因此需要保持监管的弹性,高度关注监管科技行业存在的技术风

险和应用风险,建立平衡创新与风险的监管框架和监管方案,探索发展监管科技的弹性边界。

五、构筑监管科技生态长效机制

(一)从顶层设计视角制定监管科技发展长期规划

中国的金融科技产业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监管科技的发展落后于金融科技,由于监管科

技属于 “自上而下”推动的产业类型,因此应从顶层设计角度及早谋划我国的监管科技产业布

局,制定监管科技发展长期规划。重视规划引领,建立健全整体发展纲要、总体发展框架、基本

指导思想和原则;明确监管需求,监管部门根据自身的监管需求去寻求或实现相关监管科技的帮

助;鼓励市场供给,鼓励成熟的技术提供商或者头部科技公司来为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提供技术

服务或监管科技系统外包;行业自律,为了避免过去互联网金融发展乱象的覆辙,从事RegTech

的企业必须要共同维护行业环境,建立较为统一的市场规则,对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有所制约。

(二)健全监管科技政策管理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

监管科技作为新型监管手段和传统金融监管方式的有益补充,目前尚未确定立法原则和相关

法律法规。要加快出台监管科技管理办法,对数据安全、采集、报送和风险智能评估等方面提供

法律保障,做好监管科技新规和传统金融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和有益融合。〔24〕随着金融科技的

快速发展,金融行业中存在大量有价值的交易数据、支付数据和用户数据,如何高效利用数据便

成为监管机构的关注所在。积极健全监管科技技术标准体系,主要是推进监管规则数字化共性标

准和统一数据元,使得监管数据的采集、分析、交互、报送、自动化处理等流程变得更加畅通,

具备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三)培育监管科技产业生态圈,有序推进试点应用

产业生态圈是全方位培育新兴产业或行业的优质之选。政产学研共同发力,助力监管科技的

快速崛起,形成良性循环。〔25〕探索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设一个 “创新中心”,专门负

责监管科技产业生态圈的顶层构建和先期试验,后续可选择在国内金融科技发展先进的地区,比

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针对监管合规报告、身份识别认证、反欺诈反洗钱、风险识别监控等

领域开展试点,探索适合监管科技应用的工作协调机制,尤其是协调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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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企业 (技术提供商)之间的作用链条,通过实践寻找金融监管的弹性边界,平衡创新和风

险,将监管科技工作机制完美融合到传统金融监管体系之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

监管科技产业发展探索新路。

(四)推进监管科技各维度主体协同合作,实现耦合共赢

一是监管机构应加强与新科技企业的合作。人才和技术是监管科技落地的两大关键要素,监

管科技人才需要具备专业化的金融知识,才能对金融行业中的难点和风险点有所了解。对于技术

问题,监管机构可以选择第三方外包,但是考虑到监管工作的长效性和动态调整等特点,监管机

构需要高度重视后续服务的迭代和运维问题。二是监管机构应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通过合作

可以更好发掘监管科技的应用场景,更好解决运营落地问题,或者监管机构可以与金融机构一起

组建监管科技公司,将科技投入成本外部化,优化金融机构的监管科技生态。三是监管机构应加

强国际合作。中国的金融科技产业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监管科技

行业也应加强跨国交流和合作,实现国内外监管理念、监管步调和监管标准的协调统一,防止出

现跨境监管套利。

(五)加强技术应用风险防控

树立监管科技安全发展观,做好技术应用风险防控,是监管科技产业稳步健康发展的首要保

障。要加快构建新兴技术在金融监管应用领域的适应度、匹配度和成熟度的评估检测系统,强化

技术的自身优化和合理规避,结合实际监管场景做出研判。建立健全监管科技系统应用的更新更

正机制,加强预期目标和实际结果的双向比对验证,持续优化应用模型,提升监管科技的可信度

和可靠性。

Abstract:Inrecentyears,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FinTech,innovationsoffinancialproducts

andsuppliesemergeoneafteranother.Whenfinancialserviceisgreatlyupgradedwithitsconven-

ienceandavailability,financialriskscomeupwithnewfeatures.Allthesenewlyemergedfinancial

risksrequireregulatoryreform.Therefore,RegTechisintroducedtodiscussionandapplication.

RegTechshouldbeseenasallkindsofinformationtechnologyapplicationsandsolutionstoassist

companieswiththeirregulatorycomplianceandriskcontrolwithinthefinancialsystem.Thepotential

valueofRegTechismorethanjustreducingcostsofregulatorycomplianceforfinancialinstitutions.

Ithelpstoestablisharegulatoryregimeforreal-timemonitoring,riskidentification,assessment

anddispositionoffinancialoperation.AsChinastartslateinRegTech,thereisalongwaytogo

comparedwithotherdevelopedcountries.Soweshouldmakeanoverallarrangementandalong-

termdevelopmentplanforRegTechinChinaassoonaspossible,soastoimprovetheefficiency

offinancialregulationandstrengthenthecorecompetitivenessofChinasfinancial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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