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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

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

国家，都有普惠金融的发展需求。近

十年来，各国政府和很多国际组织，

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

G20、经合组织OECD等，都在大力推

广普惠金融。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曾经描绘过金

融在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一个

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平等，是

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和欣赏。当前，全

球人口不断增长，各类资源配置不合理

和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对美好富足生活追

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而普惠金融有

可能是解决这个矛盾、实现美好社会目

标的最佳推动因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就提到要“发展普惠金融”。

会后，党中央更把普惠金融作为国家

战略，提出制定《推进普惠金融发展

规划（2016—2020 年）》，并由银监会、

人民银行牵头，证监会、保监会等有

关监管部门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国家部委，共同制定了这项规划。

在该项规划中，对于普惠金融的

界定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

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

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

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从中可知，

第一，我们认为普惠金融不是为所有

人，而是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

种群体提供服务。第二，普惠金融不

是政策性金融，它一定要商业可持续。

第三，普惠金融追求的是要有机会的

平等，给予这些有金融需求的人获得

金融服务的机会。从政策制定和学术

研究的领域来看，普惠金融包括很多

方面。比如，农村金融、银行业务转型、

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金融基础设

施构建等。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习近平

总书记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其中有几个方面都与普惠金

融密切相关，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提

供了一个重要的、崭新的政策和理论

对接。

第一，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从发展普惠金融的角度来看，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要让金

融服务更加充分、更加平衡，让有金

融服务需求的群体和组织得到金融服

务。第二，习总书记提到一切要以人

民为中心，所有的发展都要以人为本，

要朝着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迈进，保

障和改善民生，抓住人民最关心、最

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而普惠金

融恰恰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第

三，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更多应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的信息科技手段，

这可以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也为我国普惠金融的深入发展

提供了重大的背景和理论支持。

在新时代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指引下，普惠金融发展也要有新的

思维和模式。

首先，正规金融机构要稳妥有序

进军普惠金融领域，扭转过往主要依

靠农村小微金融机构和民营互联网金

融机构的态势。其中，加快推进大中

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尤为

重要，要弥补银行业服务小微企业和

弱势群体的短板，并且实施差异化的

普惠金融业务考评办法和监管规则。

其次，要积极发挥资本市场在普

惠金融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完善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升新三

板市场、区域性股权市场、债券市场、

期货市场等交易所市场对中小微企业

的服务力度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保护水平。

再次，要正确理解并运用金融科

技和监管科技，促进普惠金融和现代

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进而高效扩展

普惠金融的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

究所副所长，本文为作者在“发展中

的普惠金融：实践、创新与国际借鉴”

研讨会暨“普惠金融理论探讨与实践

应用”课题启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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