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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务的冲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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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融科技加快了银行“金融脱媒”的进程,研究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务影响作用机理对商业银行的转型至关重

要。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vemodel,VAR)模型分析了2017—2022年商业银行贷款、存款、手续

费及佣金净收入及对应市场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等季度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来分析金融科技对商业银

行资产、负债、中间业务的冲击程度和相应解释贡献度。研究发现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对商业银行的资产业

务在前五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反向作用;此外余额宝的货币市场基金以及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两者的联合依次

对商业银行的负债、中间业务产生正向、反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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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科技是指利用科技手段改进金融服务、提
高金融效率、降低金融成本的一种新兴产业。它结

合了互联网的便捷性、高效性和开放性,以及金融

业务的创新和普惠性。因此,互联网金融可以视为

金融科技的一部分,是金融科技的一种应用场景。
金融科技的出现,推动了原有的金融秩序结构的

优化重组,在金融脱媒和市场利率化的大背景下,作
为金融秩序中重要主体的商业银行也面临着一系列

的冲击,商业银行依靠传统借贷业务谋求高利润的时

代逐渐消失,金融科技促进了商业银行业务完成效率

的提升,而这也对商业银行产生了双重影响。
从现有的部分学者研究来看,国外 Muthaura

等[1]通过对肯尼亚商业银行季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从而研究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冲击。此外,也
有学者利用VAR模型验证了银行业务的成本效率与

市场力量的因果关系[2],Rachmawaty等[3]也通过

VAR模型来分析商业银行通过实施相应反周期政策

来研究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从国内学者研究来

看,王超[4]通过构建时变参数随即波动率向量自回归

模型(timevaryingparamer-stochasticvolatility-vector
autoregression,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子银

行与金融科技和金融稳定性的关系,研究发现由于金

融科技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

而进一步减少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该研究结合了

影子银行非保理财业务,研究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业

务的影响冲击,但是业务的类型仅局限在理财业务。
李志辉等[5]通过对117家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和

普惠金融业务的数据分析发现,金融科技通过促进商

业银行技术水平的进步和应用效率提升技术的这两

条路径来缓解普惠金融业务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

冲击;有关金融科技促进商业银行技术提升效率的研

究,在王小梅等[6]的研究中也能印证;而董晓林等[7]

从市场竞争和技术赋能两个角度通过对171家商业

银行数据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创新分地区对商业银行

的信贷供给产生促进作用,并且此作用在经济发达地

区更为显著。
李慧明[8]认为金融科技会帮助商业银行更好地

应对经济形势并做出更迅速的反应,如经济下行时

会缩紧信贷规模,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经济

波动;龚晓叶和李颖[9]认为金融科技在利基市场上

针对长尾客户提供更加便捷服务,但此类客户信用

等级较低违约风险较大,商业银行服务成本较高,
将进一步加重风险承担水平。此外,从互联网金融

这一应用场景下来看,谢平和邹专伟[10]认为互联网

金融模式可以从支付方式、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三

个角度区分。依据金融科技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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