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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FinTech生态系统建设及其启示 

□钟鸣长  
[黎明职业大学  泉州  362000] 

 

[摘  要]  金融危机以来，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股新潮流和趋势，成为政、商、

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新加坡从资金支持、搭建创业加速平台、推行监管沙盒等方面推出了打造FinTech
生态系统的组合拳，旨在改造现有金融体系、建设FinTech枢纽中心，立志成为世界智慧科技大国和智

慧金融中心。中国互联网金融目前总体上还处于FinTech1.0阶段，呈现一种“快、偏、乱”的现象，亟

需转型与升级。因此，我们不仅要充分意识到FinTech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厘清互联网金融与

FinTech的关系，而且要学习和借鉴新加坡的先进做法和思路，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确定明晰的发展

目标，提供资金支持，推行“监管沙盒”，调动国内和国际市场资源，发挥政府、市场和企业的作用，

全方位地打造FinTech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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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是一个由金融（ Financial）和科技

（Technology）合成的时髦名词，中文被译成“金融

科技”。FinTech虽然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但

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和趋势。维基百科中

将FinTech定义为由金融科技公司形成的一种经济

产业，这些公司创立的目标就是瓦解当前那些不够

科技化的大型金融企业和体系，运用科技手段使得

金融服务变得更有效率[1]。FinTech和互联网金融具

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一种新型的解决方案，这种方

案对于金融服务业的业务模式、产品、流程和应用

系统的开发具有强烈颠覆性创新的特性[2]。FinTech

近年来如火如荼地发展，根据麦肯锡统计，2015年

全球投入“金融科技”领域的资金高达191亿美元，

是2011年的近8倍，全球已有超过2000家的金融科技

公司[3]。伦敦、纽约等城市凭借传统的国际金融中

心优势以及先知先觉的智慧逐渐确立了在欧美乃至

全球的FinTech中心，但悉尼、新加坡、香港、台湾、

东京等在亚太地区展开激烈的竞争，以期在FinTech

领域迎头赶上、有所建树，建成区域FinTech枢纽。

新加坡当局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确定了全力发展

FinTech产业、努力打造FinTech枢纽的新战略，推出

了一整套激励、协助和吸引全球科创企业、银行、

保险等组织积极参与、合作共赢的新举措。新加坡

逐渐成为亚太地区FinTech初创企业培育的首选，并

有望成为全球FinTech枢纽和中心之一。 

一、新加坡FinTech生态系统发展的基础
和优势 

（一）领先的区域金融中心是FinTech生态系统

发展的优势 

目前，新加坡是全球1200家银行、保险等金融

机构的总部所在地，金融业占其总产值的13%，就

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5%，是国内第四大产业[4]。根

据《日经亚洲观察》的数据，大约总资产超过2万亿

美元的200家银行都将运营总部设在了新加坡，这些

银行2015年的IT采购预算高达4850亿美元[5]。随着

Fintech产业的发展，这些银行和高科技产业会进一

步加强合作与创新。根据英国Z/Yen公司编制的2016

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在全球86个金融中

心中新加坡获得755分，排名第三，仅次于伦敦（800

分）与纽约（792分），较上一次调查结果增加了5

分，而伦敦和纽约都下降4分。GFCI指数反映了这

些金融中心在人力资本、营商环境、市场发展和基

础设施等指标方面的先进性和总体竞争力。同时，

根据该报告的“未来数年将成为更重要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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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发现在亚洲地区，最多受访者选择的是新

加坡，上海排第二位，而香港只排在第五位[6]。 

（二）优越的营商环境是FinTech生态系统发展

的土壤 

新加坡具备一切培育Fintech企业发展的元素：

高效和“权威”的政府、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及法

治环境、低税率、资本自由流动、高素质人力资本、

透明度高、通往东南亚的窗口和门户、基础设施完

备、通晓多国语言的人才聚集等。据Cushman & 

Wakefield在2016年4月发布的数据，新加坡是跨国公

司在亚太地区设立区域总部最多的城市，目前共有

4200家亚太区域总部，远远超过了位居第二和第三

的香港和上海，而它们分别只有1389家和470家区域

总部[7]。2015年美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BERI）研

究机构将新加坡评为“全球50个主要投资胜地”之

首。世界银行《2016营商环境报告》综合开办企业、

办理许可、财产注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等10

个方面的评估，新加坡已经连续10年占据榜首[7]。

商业元素的荟萃为新加坡打造FinTech生态体系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三）先进的信息技术是FinTech生态系统发展

的条件 

新加坡在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发展也长期居于

亚洲前列。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于

2006年和2015年先后推出了“智慧国2015”“2025

年资讯通信媒体发展总蓝图”，致力于国家信息化、

智能化、数字化建设。根据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

（GII）排名，新加坡排全球第六，亚洲之首，韩国

位居世界第十一位，亚洲第二，香港则降至世界第

十四位[8]。这充分反映了新加坡在创新制度、人力

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

出等方面不俗的表现。在世界经济论坛（WEF）发

表的《2015～2016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新加坡

“全球竞争力指数”位居第二，仅次于瑞士，日本排

第六、香港第七[9]。根据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16年4

月发布的全球联接指数（GCI），新加坡排名第二，

仅次于美国[10]。GCI指数覆盖了四大经济要素、五

大关键使能技术，用以持续量化全球数字经济发展

进程。从创新路径阶段来看，新加坡已经处于领先

的数据创新阶段。 

（四）日趋成熟的科创生态体系是FinTech生态

系统发展的基础 

在科创领域，新加坡近年来也同样取得不菲的

成绩。根据Compass发布的2015全球科创生态体系排

名（表1），美国不愧是FinTech创业的摇篮和国际中

心，10个入选城市中占据了6个，尤其是加利福尼亚

的硅谷，其绩效、融资、人才和经验等排名均居所

有城市首位，2013和2014年硅谷占有了全球近半的

投资、退出数额。新加坡排在第10位，较2012年上

升了7位，但它是亚洲唯一进入10强的国家，也是全

球上升速度最快的国家。新加坡除了人才供给指标

外在创业经验、融资规模、市场容量、经营绩效等

指标方面都取得较好的分数。另外，班加罗尔、悉

尼、香港分别位于15、16、23位，反映了亚太地区

的科创生态体系在快速发展。 

表1  2015全球科创生态体系排名 

 排名 绩效 融资规模 市场容量 人才 创办经验 增长指数

硅谷 1 1 1 4 1 1 2.1 

纽约 2 2 2 1 9 4 1.8 

洛杉矶 3 4 4 2 10 5 1.8 

波士顿 4 3 3 7 12 7 2.7 

特拉维夫 5 6 5 13 3 6 2.9 

伦敦 6 5 10 3 7 13 3.3 

芝加哥 7 8 12 5 11 14 2.8 

西雅图 8 12 11 12 4 3 2.1 

柏林 9 7 8 19 8 8 10 

新加坡 10 11 9 9 20 9 1.9 

资料来源：The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anking 2015, 

https://www.compass.com. 

（五）巨大的潜在市场是FinTech生态系统发展

的动力 

新加坡本身虽是一个仅有520多万人口的岛国，

但它位于东南亚的战略中心，是东南亚最发达、最

开放、最先进、最成熟的国家，直接面对一个人口

规模超过6.25亿、GDP产值达到2.6万亿美元的东盟

大市场。如果FinTech公司能借助新加坡金融中心的

地位，将业务范围扩大到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

这一市场将更值得憧憬。同时，据麦肯锡统计数据，

亚洲有8.76亿人口目前没有使用银行账户服务，但

亚洲互联网用户占世界的近一半，手机银行使用率

将非常高，电子银行消费者的数量在2020年之前将

达到17亿[11]。可见，这一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面

临着金融服务不健全的缺憾，而FinTech的发展正好

可以弥补市场的失衡。 

二、新加坡推动FinTech生态系统发展的
政策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 伴随互联网、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信息科技的变革和应用，FinTech公

司雨后春笋般出现，FinTech产业蓬勃发展。据

Accenture顾问公司统计，亚太地区FinTech投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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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1.03亿美元攀升至2015年的43亿美元，其

投资额约占全球总额的19.3%[12]。但作为亚太区域金

融中心的新加坡，基于金融资产安全和金融体系稳

健的考量，并未积极推进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但2015

年下半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实时调整和转变发展的

战略和思路，决心将FinTech作为建设“智慧国家”

的首要发展任务，不遗余力推动FinTech企业、行业

和生态圈的发展，立志成为世界智能科技大国和智

能金融中心。 

（一）推动FinTech发展的机构设置 

2015年8月新加坡金管局（MAS）设立金融科技

和创新团队（FinTech & Innovation Group，FTIG），

将FTIG分为支付与技术方案、技术基础建设和技术

创新实验室三个办公室，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引

进花旗银行的高管Sopnendu Mohanty先生，投入2.25

亿新元推动《金融领域科技和创新计划（Financial 

Sector Technology & Innovation Scheme, FSTI）》，鼓

励全球金融业在新加坡设立创新和研发中心，支持

金融科技项目的开发与应用。2016年5月专门成立金

融科技署（FinTech Office），管理金融科技相关业务，

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提升新加坡金融科技枢纽

地位。该署由负责推动新加坡未来各项关键领域创

业活动的新加坡创新机构（SG-Innovate）和新加坡

金融管理局（MAS）共同指挥。SG-Innovate是新加

坡国立研究基金会（NRF）下属公司之一，而依据

新加坡政府通过的2020年《科研、创新和企业计划

（Research，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RIE）》，NRF

将在未来五年将陆续拨款190亿新元用于推动研究、

创新和企业活动。可见，SG-Innovate的主要任务就

是协助新创企业和科研机构将科研成果商品化，具

体涵盖了智能能源、数据制造、金融科技、数据医

药以及物联网等领域。新加坡的金融科技署主要负

责三项事情：第一项是审查、对应并提高跨政府机

构的FinTech相关补助计划；第二项是关注产业基础

设施、人才培养与人力需求之间的断层，并提出目

标战略、政策和方案，以提升产业与企业组织竞争

力；第三项是通过FinTech活动与相关倡议推动，管

理新加坡FinTech的品牌及行销战略，致力成为全球

金融科技枢纽中心。  

可见，新加坡金融科技署最主要的做法就是由

新加坡FinTech联盟打造出一个立足新加坡、面向东

南亚和亚太地区，连接全球的金融科技生态圈平台。

该生态圈充分发挥新加坡创业加速器（Startup-boot- 

camp，SBC）的作用，汇聚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

主要参与者是全球金融机构、高科技公司、FinTech

创业公司、科研院所、VC公司等。通过这一开放的

平台和合作机制，将平台空间的内外资源上下串通，

为参与者提供多样化的线上线下服务，传递FinTech

产业双方的供需信息，促进参与者之间的交流、沟

通和协调，促成合作、就业、创新、创业等机会，

共享这种分享经济带来的效益。同时，该平台还全

力推广合作伙伴的创新成果、培育计划和全球知名

度。加强与伦敦、悉尼、香港、台湾等地的金融中

心的交流与合作，立足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吸引更

多更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参与，不断加速整合资源，

打造充满活力、具有强大竞争力的FinTech生态圈。 

（二）确定FinTech产业发展的五大计划、六大

技术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基于全球FinTech发展趋势

和新加坡FinTech产业发展现状，首先确定推进新加

坡FinTech发展的五大计划。同时，结合信息科技发

展趋势和FinTech发展的五大计划，新加坡MAS还明

确制定了六大FinTech关键技术即行动支付、身分验

证及生物识别、区块链、云端运算、大数据及机器

学习。 

表2  新加坡FinTech发展的五大计划 

计划项目 主要内容 

计划一：推动“金融创新

推动”计划（FSTI） 

MAS投资2.25亿新币用于支持FinTech生态系

统建设；成立了金融科技署专门管理FinTech
相关业务；FSTI计划有三大目标：吸引金融机

构在新加坡设置自己的立研发中心或创新实

验室、促进金融机构提出创新解决方案、打造

支持跨产业技术应用的IT基础架构。如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系统。 

计划二：搭建电子支付基

础架构 

MAS大力推动电子支付领域发展，改变整个新

加坡的支付环境。2014年3月制定了快速且安

全的交易计划（FAST），以搭建一个电子支付

的基础架构，以便客户通过移动装置或计算机

实时进行基金转移。另外，打造一套统一的

POS系统，降低现金与支票的使用。 

计划三：建立智慧化监管

通报系统 

MAS计划通过数据标准化和自动化方式降低

金融系统持续通报的成本，设置金融监管回报

系统，提供匿名信息给产业或学术机构做进一

步的金融系统与风险分析研究。 

计划四：打造FinTech生
态圈 

MAS计划提供一个协同平台，希望汇聚

FinTech新创，帮助他们设计出适用于金融产

业且具法规与风险评估考虑的解决方案。 

计划五：推广FinTech技
术与技能培育计划 

MAS计划与金融机构、培训机构以及大学等学

术单位合作顺应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发展趋势，

促进金融业的创新文化，提供打造智慧金融中

心所需的技能训练，并将设置金融基金，提供

更多培训机会。 

 
（三）营造FinTech发展环境的“监管沙盒”机制 

为了引导和促进FinTech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新 加 坡 MAS 于 2016 年 6 月 推 出 “ 监 管 沙 盒 ”

（Regulatory Sandbox），为FinTech产业创造一个友好

的制度环境。“监管沙盒”实质上是MAS为FinTech

产业的各种新模式、新业态、新理念等提供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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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让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初创企业在这个既

定的“安全区域”内试验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

等，适当放松参与试验的产品和服务的约束和管制，

甚至在必要时适度修改现行法例提高弹性让初创公

司试验。新加坡MAS旨在通过“沙盒监管”这种机

制，一方面顺应时代、激励科技创新，不错过和贻

误科技创新发展的大好时机；另一方面又让这种尝

试和失败的风险置于政府的可控制范围内，保障了

创业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不至于酿成系统性风险，

维持金融系统稳定。正如新加坡MAS常务董事拉维•

梅农（Ravi Menon）强调“FinTech公司只有在它们

发展壮大到足以威胁传统金融系统的时候才会受到

监管”[13]。新加坡“监管沙盒”的主要内容： 

1．“沙盒”评估标准 

从理论上看，在“监管沙盒”中进行了登记注

册的金融科技公司，只要在事先报备的情况下，都

可以允许其开展和现行的金融法律法规有所冲突的

FinTech业务。但在实践中，新加坡MAS建议采用以

下标准评估申请人的申请：（1）申请人在进入“沙

盒”后必须有意愿和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实施

FinTech解决方案；（2）FinTech解决方案必须是技术

创新，能解决重大问题或是为消费者或行业带来益

处；（3）界定了“沙盒”的测试场景和结果，申请

人需要基于时间表向新加坡MAS汇报测试进程；

（4）界定了适当的边界条件，FinTech解决方案所衍

生的可预见性风险会被评估弱化；（5）界定了可被

接受的退出和过渡战略，前提是如果解决方案不得

不中止，或是在退出“沙盒”后这一战略可以在更

大范围内实施[14]。为此，新加坡MAS规定了四种不

适合“监管沙盒”的情况。 

表3  新加坡“监管沙盒”的不适合情况 

项目 内容 

类似旧的技术 新技术与现行国内的其他技术类似 

尚未测试 
申请人尚未对新技术进行审慎测试，以

确认其可行性 

可另外试验 

申请人可另外在试验室或其他试验场测

试该技术，不一定非得在监管沙盒内才

能测试 

没有推广的意图 
申请人在“监管沙盒”试验结束后，没

有将该技术在国内推广的意图 

 
2．“沙盒”退出机制 

一旦到了先前规定好的“沙盒”测试时间，MAS

所规定的任何相关法律及监管规则就会同步到期，

意味着申请人应该退出“沙盒”。但如果因为特定原

因“沙盒”测试时间需延长，申请人应该在“沙盒”

截止日期前至少一个月向MAS提出申请，并提供延

期测试的理由。另外，如果MAS和申请人双方都对

“沙盒”的测试结果感到满意，且申请人完全遵守了

相关法律和监管要求，申请人在退出之后可继续在

更大范围内部署相关技术的解决方案。 

3．“沙盒”申请流程 

在申请阶段，申请人需要填写相关的表格并向

MAS提交意向书；MAS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资料进行

审核，努力在收到申请后的21个工作日内完成，并

通知申请人其与“沙盒”制度的潜在匹配度，不合

适的将被放弃。接下来进入评估阶段，此时，需要

通知顾客金融科技解决方案正进行“沙盒”测试，

运行评估意见所需时间长短会因每个申请人的情况

不同而异。“沙盒”运行评估情况分为赞成和拒绝。

通过的进入测试进展阶段，继续部署更大范围的解

决方案。 

三、新加坡FinTech生态体系发展现状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加坡FinTech企业雨后

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并吸引了众多来自亚太、

欧美的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等的参与。相关的初创

企业、科创实验室、共享空间、培育机构和创业加

速计划的数目均有增长。据毕马威统计，新加坡

FinTech企业有200多家，2015年新加坡的FinTech企

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190亿美元的投资，相比于

2014年增加了一倍；东南亚地区融资额最高的15家

金融科技初创企业中有10家来自新加坡[15]。新加坡

的FinTech企业都是来自不同FinTech领域的创新团

队，提供的金融服务非常广泛，涉及的领域和主题

具有创新性和多样性，如移动支付、加密货币、征

信、财富管理、个人理财、跨境汇兑、身份识别、

智能顾投等创新服务主题。表4罗列了新加坡近年来

主要的FinTech公司及其特点。 

表4  新加坡目前主要的FinTech公司及其特点 

类型 代表企业 特点 

支 

付 

清 

算 

类 

Fastacash 成立于2012年，提供基于社交网络的汇款服务。

Numoni 
成立于2012年，专为没有银行账户的用户提供

网上银行服务。 

MatchMove pay
成立于2009年，专注于在线支付和移动支付技

术服务。 

其他 

Coda Payments（数字和移动支付平台）；GoSwiff 

Kashmi，2c2p，Xfers（简化银行转帐程序）；

BillPay（自由统一的结算和支付服务）； TOAST

（允许在新加坡没有银行账户的菲律宾劳工将

现金寄回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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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P2P

网 

贷 

SilverBullion 
成立于2009年，以金银为抵押的P2P东南亚借

贷平台。 

Funding Societies 

成立于2015年8月，由一家众筹平台转型为中

小企业提供借贷服务的公司，是目前东南亚

市场上规模最大的小贷平台。 

众 

募 

Capital March 2015年4月推出，为中小企业提供短期融资。

Fundnel 

成立于2010年，初创企业可以依靠股权、可

转换债券、债务和收入分成模式取代传统的

风投或银行贷款途径。 

ApexPeak 
2013年成立，采用发票贴现的模式提供应收

账款早期支付。 

FundedHere 
2016年成立，专门从事股票和债券众筹平台，

企业可通过发股权给投资者融资。 

CoAssets 

2013年成立，上市集资平台，专注于房地产

投资；2016年9月5日在澳洲证券交易所

（ASX）上市。 

财 

富 

管 

理 

和 

个 

人 

理 

财 

创 

新 

Tradehero 使用虚拟货币进行股票、期货等跟踪投资。

Dragon Wealth 
全球第一个可以让投资者将自己的投资经理

组合与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展开对比的产品。

Call Levels 

2014年成立，适时财务监控和云端提醒，目

前覆盖了超过5000种资产类型，包括股权、

外汇、期货、比特币等等。 

M-DAQ 
是一家跨境证劵交易服务商，专为跨境交易

提供动态的多币种转换服务。 

PolicyPal 

运用手机APP和脸谱识别技术，确认投保人

的身份，并能自动搜集保险人的各项活动数

据计算合理的保费。 

Invoice Interchange 
是一种点对点发票交易市场,允许企业拍卖

他们未尝付的发票。 

ShereIt 
帮助非专业投资者识别专家交易者，跟随他

们的交易动作。 

MoneySmart 

为用户提供了管理工具对于个人理财,金融

产品的咨询和比较服务，包括贷款、保险、

信用卡。 

其他 

Mobikon（客户管理和营销平台）；Mesitis Pte 

Ltd（提供三种私人财富市场开发解决方案，

高科技私人机器人顾问）；Ripple Singapore

（使用Ripple的网络获取、存储、兑换并将贵

金属转化为国家货币）等。 

区 

块 

链 

技 

术 

创 

新 

OTDocs 

通过私有区块链降低欺诈风险，将纸质单据

通过独一无二的数字备份，第三方可以使用

但是不能更改，而且全程可监控使用。 

Otonomos 

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blockchain-chartered

公司，股东持有股票以电子钱包中拥有比特

币的形式。 

OnePay 

在区块链上的全球支付和会员专属平台，将

电子货币扩展到零售店。任何接受NFC信用

卡协议的零售商店都可以使用。 

CoinPip 使用blockchain技术的国际转账服务。 

QuoineExchange 
提供比特币支付和存储，并提供比特币的远

期交易和融资交易。 

Digix Global 
通过使用标记和blockchain技术促进购买、销

售和贵金属的交换。 

                                         （续表） 

其 

他 

创 

新 

Creditseva 

帮助使用者们迅速分析信用报告以及追溯信

用等级，对不良贷款提供的优惠额度进行回

收，对于新贷款提供定制服务。 

Bankguard 

提供了革命性的双因素认证法（2FA），解决

了银行系统中现存的技术缺陷。现存的技术

缺陷会使系统很容易受到中间人攻击。 

TradeGecko 
为企业提供库存管理软件企业，通过整合电

子商务网站和财务管理软件取代ERP。 

Jewel Paymentech

向银行提供智能风险解决方案，用以提醒银

行线上交易潜在的不合规因素，银行借此能

够做出及时的应对。 

 
从表4可以看出，近年来新加坡各类创新的

FinTech公司如火如荼发展，覆盖了支付清算类、融

资类、投资管理类和基础设施几个类。其中，目前

在金融市场中影响较大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支

付清算类的电子货币、区块链技术等；融资类的P2P、

众筹等；基础设施的大数据、云计算、电子身份认

证等；投资管理类的机器人顾投等。 

除了本土的FinTech公司之外，一些国际性金融

机构、高科技公司也都纷纷看好新加坡及东盟市场

的FinTech市场潜力和机会，纷纷抢滩新加坡的金融

科技领域。花旗银行、瑞士银行、美国运通、摩根

大通、大都会人寿、汇丰银行等全球金融巨头都在

新加坡推出了FinTech创新实验室，打造一个创新输

送系统，期望利用新加坡作为亚太金融中心的据点

来控制和扩张自己的市场与业务，以确保他们在全

球金融市场中的领先地位。如英国渣打银行在新加

坡成立了FinTech创新实验室，探索将大数据、云计

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用于改造传统金融服务并为

客户提供新的整套业务解决方案。日本日立公司和

东京三菱UFJ银行（BTMU）在新加坡进行区块链技

术测试，旨在实现新加坡的支票等数字化。全球支

付公司维萨在新加坡成立了新的创新中心为Visa的

合作方提供Visa APIs以及软件开发工具包（SDK）。

苹果支付、三星支付、阿里支付等相继在新加坡展

开布局，让用户可以更便捷、高效的完成交易。总

部位于伦敦和纽约的 FinTech初创企业加速器

（SBC）也选择新加坡作为进入亚洲市场的桥梁和门

户，将500多个来自全球的天使投资人和风投机构与

新加坡的初创公司进行接洽。 

新加坡最大的本地银行星展银行（DBS Bank）

积极参与创业加速器计划，如与NEST合作的创业加

速器DBS Accelerator BC、DBS HotSpot，更与多家

合作在DBS平台采用新加坡本地FinTech公司产品

为客户服务，如Call Levels为DBS客户提供股价提示



 互联网金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6年（第18卷）  第6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Dec.2016,Vol.18,No.6 

 

35.

服务。2016年4月，星展银行与Funding Societies和

Moolah Sense等P2P借贷平台进行对接与合作，星展

银行向这两家网贷平台推荐那些由于缺乏个人收入

证明等原因而无法从其获得贷款的小企业主；而借

贷平台则向星展银行推荐已在其平台上完成两轮贷

款的小企业主，以帮助他们从银行获取更大金额的

贷款和现金管理等金融解决方案。华侨银行也组建

了一个叫Open Vault的FinTech单元，开展为期3个月

的FinTech初创公司加速器计划。2016年3月大华银

行（UOB）成为亚洲首家与以色列股权众筹合作银

行，为该地区的创业企业提供资金。另外，大华银

行设立FinLab创新实验室，组织黑客马拉松和启动

加速器程序。8月7日，大华银行首次保留了一个专

注于为金融部门和智能合同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加

速器项目，吸引了Attores、CardUp、FinMitra、FinReg、

Nickel、SsinoConnect、Stock2Day、Tuple和Turnkey 

Lender等全球9家初创公司的参与。 

为了打造持续发展的FinTech生态圈，新加坡

MAS还组织了大量与FinTech主题有关的论坛、马拉

松活动、联谊活动等，宣传相关知识和理念，推动

银行、新创企业与投资者的互动与交流。MAS组织

展开全球外展活动，通过路演，吸引全球金融科技

社群关注新加坡，探讨与本国的创新和合作机会。

新加坡将于11月举办为期一周的首届新加坡金融科

技节，活动包含了正在进行的“FinTech加速赛、相

关的FinTech展会和FinTech颁奖活动”三个环节。 

FinTech浪潮不仅吸引了政界、商界和智囊的高

度重视，教育界、学界对此也投入了极大的关注。

新加坡管理大学（SMU）早在2013年就联合MAS和

IDA成立了金融IT学院SMU（FITA），其目的是培

养更多的金融科技人才，提升新加坡金融IT领域的

人才储备。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新加坡国立

大学等因市场需求从2011年开始均开设了商业数据

分析等相关课程。 

四、新加坡FinTech生态系统建设的启示 

（一）充分认识FinTech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 

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复苏缓慢、失

业增加、银行收益下降、股票交易下滑。英国、美

国等发达国家期盼通过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改

造金融系统，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和风险，同时促进经济复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全球FinTech产业因应而生，在金融领域风生水起、

如火如荼。201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体纷纷加

入FinTech发展热潮，尤其在亚洲FinTech呈现爆炸性

增长的趋势。 

从中国FinTech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历了2014年

和2015年遍地开花、野蛮成长的过程，FinTech覆盖

了移动支付、信贷、财富管理、人工智能、安全防

护、大数据风控等领域。但总体上处于FinTech1.0

阶段，科创公司主要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第三方

支付、移动支付、P2P支付、群募、P2P 网贷等），

深层次的技术层面创新较少（人工智能、身份识别、

区块链、分布式等）。2015年全球投入 FinTech 领

域的资金高达191亿美元，而中国金融科技融资额达

到历史性的27亿美元[15]。其中网贷是FinTech业态的

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6月底全

国正常运营的网贷机构共2349家，借贷余额6212.61

亿元，两项数据比2014年末分别增长了49.1%、

499.7%[16]。FinTech悄悄地改变和颠覆着人们的生

产、消费模式。一方面，人们迫切需要金融机构提

供高效、安全、便捷、经济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另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运用移动支付、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和手段探索创新的金融

服务，在支付、借贷、财富管理、征信、网络安全

等各个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多样化、

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这就对传统金融机构在

一定程度上威胁和挑战。如百度、腾讯、阿里（BAT）

和京东等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巨头利用手中的用户、

数据、渠道等优势高调宣布进入FinTech领域，并以

惊人的速度在成长。 

（二）正确处理传统金融机构与FinTech之间的

关系 

FinTech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互联网和信息技

术应用为手段为金融业提供产品和服务，进而提升

金融业效率，降低成本。在工业4.0时代，新加坡MAS

认为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与FinTech之间是相互补

充、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威胁和挑战，因而鼓

励传统金融机构顺应数字化潮流进行积极的科技创

新，包括与高科技公司合作创新，强强联合。目前

我国的银行业虽然规模庞大，但盈利能力、创新能

力欠缺，尤其在近年经济复苏乏力和自动化的背景

下不得不不断裁员、降薪、收缩门店。同时，我国

的金融科技不仅处于互联网金融即FinTech1.0版本，

并呈现一种 “快、偏、乱”的现象，亟需升级与转

型。因此，传统金融机构需要居安思危，充分意识

到科技改变金融。据估计，欧洲十大银行因FinTech

的影响在2015年下半年裁员30万，超过2013与2014

年的总和。花旗银行预计2015-2025这十年间欧美银

行将裁员30%，减少170万之众[17]。埃森哲（Acc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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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预测，到2020年全美有25%的传统银行将会

消失，《失控》的作者凯文·凯利认为“二十年内，

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会消失”[18]。在FinTech发展过程

中，传统金融机构应尽早与高科技公司加强合作，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IT系统等开发和

创新金融解决方案。 

（三）全力支持FinTech生态系统的建设 

1. FinTech产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过程 

首先要厘清FinTech的性质、范畴和发展阶段。

FinTech是金融与技术的耦合，是相互融合与共生，

它是以金融为本质、风控为核心、大数据为基础、

技术为手段的新兴产业。FinTech涵盖的领域和范围

很广，而国内以支付、信贷、财富管理等为主的互

联网金融是FinTech的初级阶段。其次，FinTech的建

设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涉及到的主体具有多样

性，有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高科技企业、风

投资本、创新创业者等等，并有国内外的参与者；

覆盖的创新内容和领域非常广，涉及到传统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也有人工智能、区块链、分布式等创

新金融服务等。新加坡MAS定位于全球金融科技枢

纽和中心地位，将主要精力投放在区块链、虚拟货

币、分布式账户等方面的法律和资金资助，明确规

划了FinTech发展的五大计划、六大关键技术。反观

中国，在国家层面虽然将发展互联网金融写进了“十

三五规划”，上海、深圳等城市FinTech产业的发展

规模和速度大有超过新加坡之势，但尚未旗帜鲜明

地提出打造“国际科技金融中心”等的皇冠，也没

有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发展目标和方向。 

2.创造友好的监管环境 

FinTech产业的迅猛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

提升金融业效率、促进金融业升级的同时，也可能

带来风险、破坏金融系统。新加坡在FinTech领域推

行“监管沙盒”的做法值得借鉴，既鼓励了创新，

又维持了金融稳定。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尤其是P2P

网贷平台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经历了遍地开花、野

蛮生长的发展后，2015年下半年后风险不断聚集和

爆发，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6月底全国累计问

题平台1778家，约占全国机构总数的43.1%[19]。这充

分暴露出中国FinTech领域由于缺乏法律规范和金

融监管而出现自融资、资金池、庞氏骗局等乱象。

2016年8月银监会分别先后发布《存管征求意见稿》、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两

个文件，旨在通过加强网贷资金的托管和借款金额

等的监管，引导网贷平台回归“小额、普惠”本质。

可以预测，这之后的P2P平台的发展和创新将受到极

大的抑制。相反，新加坡、英国、悉尼等“监管沙

盒”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这种试验区和试错的“沙

盒”机制不仅可以促进创新、控制风险，也为我国

现行的机构监管体制转向功能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

合提供了试验机会，有利于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管能

力。当然，考虑到FinTech覆盖了众多领域，在具体

实施“沙盒监管”时应该灵活考量，不是所有的类

型都适合“沙盒监管”的，通时也应该考虑参与“沙

盒”测试的参与人的资格和条件。 

3. FinTech生态系统的建设需要国际视野 

FinTech生态系统的打造不仅需要国内政策、资

金、法律等支持，也需要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要

具有国际化。FinTech生态系统中包含了不同的参与

者、不同的内容，具有跨界、跨区域、数字化、创

新性、开放性等特征。新加坡FinTech产业立足于新

加坡、面向东南亚和亚太地区、连接全球，将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贯通与整合，具有开阔的

国际视野，如2015年入选新加坡SBC FinTech的11个

FinTech新创项目中，有10个是国外的团队；新加坡

SBC FinTech通常也不会只选择一家银行作为签约

方，而是与多家跨国银行来签约合作，希望借此将

团队引入欧美、亚太市场，拓展国际网络。近年中

国国内FinTech领域具有大量的创新创业项目、高科

技企业、风投资本等元素，但因互联网金融无序发

展导致国内监管政策相对偏严，也缺少类似于硅谷、

伦敦等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金融科技中心。因此，

FinTech发展应国际化，在引进来的同时，也要大胆

走出去，不宜太偏重本地的创新。 

4.注重FinTech人才的培养与招募 

FinTech是一个轻资产、高创新的行业，既需要

大量年轻的科技创业者，也需要大量在金融市场身

经百战、驾轻就熟的金融人才。在Compass发布的

2015年全球科创生态体系排名中新加坡位列全球第

10（表1），影响这一排名的最差指标是的科技创新

人才供给相对不足，新加坡科技从业者只有7000人，

而硅谷有74000人、伦敦有61000人、香港也有8000

人[20]。这不仅仅因为新加坡人口规模小，更主要的

新加坡采取了对移民数量和质量的控制。因此新加

坡要打造成FinTech亚太枢纽和智慧金融中心，必须

充分意识到人的重要作用，要培养、吸引一批有能

力指挥、调度、统筹运用全球资金的跨界金融人才。

长期以来，中国高校在培养金融专业的学生时，强

调的是金融专业相关的理论和知识，对学生的数字

思维、数据分析能力培养和锻炼较少，忽视了产学

合作、校企合作的重要性。相应地，金融机构在招

募员工时注重的是求职者的金融基础知识、背景和

学历。然而，FinTech领域需要的是熟悉大数据、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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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通讯、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相关知识的跨

学科金融人才。很显然，当前中国FinTech领域的高

科技人才、具有大数据分析能力的高端金融人才都

很奇缺。这就要求我国高校在制定金融人才培养计

划时充分考虑到FinTech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传统

模式下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模式，重构基于FinTech发

展需要的多元化、交叉性课程体系，强调异业结合、

产学合作，培养具备良好数字思维的跨界金融人才。 

FinTech一方面作为新兴产业，其迅猛发展顺应

时代潮流，推动了互联网、信息技术等产业的发展，

也促进了科技进步与创新；但另一方面对传统金融

体系提出了挑战、产生了冲击，迫使传统金融机构

创新经营理念和模式，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降低

成本，加快转型升级。新加坡MAS认为FinTech是对

传统金融体系的全面改造，是创造性的破坏。新加

坡政府企盼借助FinTech产业的发展，扭转近年来的

经济疲软、失业率上升的颓势，确保其亚太金融中

心的地位，助力实现“智慧科技大国”。因此，新加

坡MAS从组织成立专门FinTech管理机构、投入

FinTech专项发展资金、制定明确的发展计划和目

标、发布“监管沙盒”、组织FinTech论坛、展会等

方面系统性的打造FinTech生态系统，这些充分体现

了新加坡政府的真知灼见，也为火爆的中国互联网

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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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s FinTech Ecolog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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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integration of fina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new trend in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ecome a hot issue in the political, business, and academic attention. Singapore 
government maps out a strategy and introduces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build FinTech ecosystem, such as financial 
support, establishing FinTech SUB, and implementing regulatory sandbox. Thus, Singapore will transform the 
existing financial system, construct the FinTech hub, and become an intelligent country of S&T and intelligent 
financial center. However, Internet finance in China is still at the stage of FinTech1.0 currently, which appears to 
be fast, slant, and disordered. So it is urgent to be transformed and upgraded. Meanwhile, we should not only be 
fully aware of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FinTech ecosystem development, clarify the relation between Internet 
financial and FinTech, but also we should learn from Singapore’s advanced experience to develop the FinTech 
ecosystem in all aspects, for example, setting up specialized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determining specific 
development goals,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promoting “Regulatory Sandbox”, mobiliz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resources, and exerting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market, and enterprises. 

Key words  FinTech; Internet finance; Singapore; ecosystem; regulatory sand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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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ocial Organiza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Cloud Plat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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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blems of current social organization supervision system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s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cloud plat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studied. We put forwar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mechanism from the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 and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three levels, and each level of content is discussed 
and designed in detail. Then we analyze the linkage supervision mechanism from four modules, namely registration 
linkage, supervision linkage, credit linkage, and government purchase. 

Key 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 supervision; cloud platform; social governance 
 

编辑  刘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