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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随着互联网等信息科技与金融业的跨界融合，“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产业在中国

迅速扎根发展。2014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更是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说，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

资本流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1。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

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随着互联网金融在我国获得快速发展，第

三方支付、P2P 网络借贷、众筹以及大数据金融等互联网金融模式不断涌现，创新模式

层出不穷。在 2015 年，李克强总理再次把互联网金融纳入国家五年规划建议。 

商业银行是现代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不同于金融活动高度发达的国外，

中国的商业银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者更重要的角色。面对这以淘宝、京东为代表的电商、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宝宝跨界金融产品、以阿里小贷和京东白条为代表消费金融以及以支

付宝、财付通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商业银行在经济活动的地位岌岌可危，运营模式和

盈利模式受到极大冲击。因此，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深入研究互联网金融行业以及如何

抵御来自互联网金融行业冲击显得尤为重要。 

本次论文首先阐述互联网金融起源和发展现状，以及目前存在的主要运作模式，主

要有第三方支付、P2P 网络借贷、众筹、比特币以及大数据金融等。之后则分析互联网

金融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巨大影响，包括对商业运营模式、业务模式、盈利模式的冲击，

尤其在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改革加速的大前提下，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息差收入

受到巨大影响。通过对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对比，分析得出商业银行存在的比

较优势，如严格的制度优势、庞大的用户基础优势以及专业的风险控制优势。因此我们

可以分析出商业银行在通过何种方式抵御来自互联网金融这种跨界冲击，就商业银行在

该环境下如何调整自身提出针对性建议，如转变经营理念，引入互联网思维、加快自身

运营模式转型、引入自营电商模式、加强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双赢合作、发挥商业银行

O2O 优势、加强风险控制以及加强数据收集分析能力。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商业银行、冲击和对策 

 

                                                        
1 摘自央视网 http://news.cntv.cn/2014/03/05/ARTI1393984691824737.shtml 



Abstrac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financial industry, the 

emerging industry of "Internet Finance" has quickly rooted and developed in China. On 

March 5, 2014,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in his report at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twel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at priorities shall be given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closely 

monitor the flow of cross-border capital and keep the bottom line of systemic and regional 

financial risks. Making finance a pool of living water, to better feed small micro enterprises, 

"three rural" and other real economic secto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in China, the third party payment, P2P online lending, public financing and big data finance 

and other Internet financial modes continue to emerge, as well as the innovation modes. In 

2015, Premier Li Keqiang once again put Internet finance into the national five-year plan 

proposal. 

Commercial bank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modern economic 

activities. Different from the highly developed financial activities abroad,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face of Taobao, Jingdo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businesses，yuebao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ross-border 

financial products, Ali small loan and Jingdong baitiao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onsumer 

finance and Alipay, Tenpay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ird party payment, the Commercial 

banks are under precarious situation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ir operating modes and 

profit modes have been greatly affected. Therefore, for commercial banks, in-depth study of 

the Internet financial industry and how to withstand the impact from the Internet financial 

industr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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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以及意义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随着互联网等信息科技的发展及其与金融业的融合，并在这

基础上形成“互联网金融”，基于相应技术等的支撑下，互联网金融在我国获得快速发

展，相应模式较为丰富，其中就包括第三方支付、P2P 网络借贷以及众筹，此外还有大

数据金融等等。随着互联网新经济业态影响面的不断扩大，已经引起国家层面上的高度

重视，李克强总理在对“互联网+”的界定上更是把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个层面上，

互联网金融首次被纳入国家五年规划建议。互联网金融获得快速发展与多方面的因素有

关，其中就包括与多个组织、机构参与其中有关，这些组织与机构包括民营企业、传统

金融机构以及电商等等。与此同时，传统金融机构如保险、证券以及银行等也积极入驻

互联网金融领域。金融中介存在的前提是交易成本和交易时的信息不对称，而互联网金

融本身就具有金融属性的特点，为此，其也能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并能有效替代银行

等金融中介。基于此，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深入探究互联网金融行业，同时还结合自身

优势开展业务就显得非常重要且关键。 

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与发展速度都非常快，为此，其在影响面方面也非常广，本

文选择先阐述全球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同时还介绍其发展情况，之后则分析互联网金

融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巨大影响方面，并介绍互联网金融在当前所处的地位情况。在论文

的最后部分，主要结合工商银行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对我国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金

融时代面临的影响进行总结，就商业银行在该环境下如何调整自身提出针对性建议。与

此同时，在本文所进行的阐述中，针对国内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我国金融

活动的实际情形，有针对性的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基于此，从这个

层面上来说，对本领域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文献综述 

Greenbaum & Haywood（1986）在其所进行的研究中，就认为随着社会资产量的不

断增长，人们对金融方面的需求势必也会不断增长，存在该增长会刺激金融机构并会成

为出现新业务的催生器，诸如互联网金融就是其中的一种金融新业务。Gurley Shaw

（1960）对此也进行相应的研究，在其看来，一旦金融中介数量出现增加之后，就会给

金融行业带来重大刺激，并促使其积极进行创新。在宽松的金融管制环境下，金融机构

数量更是容易出现激增，并促使金融机构实现创新，如在当前互联网金融获得飞速发展，

实际上就与监管有疏漏存在重大关系，并因此导致所存在的监管问题越来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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