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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
应让金融回归服务业实质

吴晓灵

吴晓灵，清华大学五道口
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于 3 月 22 日至 25 日
在海南博鳌召开。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
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主持了普惠金融：金
融的“平民化”为主题的分论坛。她表示，普惠金融就
是让每一个人在有金融服务需求的时候能够及时地、有
尊严地以合适的价格获得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相聚在这个高朋满座的会堂当

中，来谈一谈我对普惠金融的看法。本次会议的主题是

“好金融、好社会”，什么样的金融是好金融呢？我认

为好金融就是让信用成为财富，给人带来改变命运机会

的金融。也就是说这个金融制度能够让信用变成财富，

能够给每一个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普惠金融的定义与内涵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理念是 2005 年世界银行的国

际小额信贷年，那时候也正是我们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准

备在中国推出小额信贷的那年。世界银行是这样说的，

让每一个人在有金融需求时都能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

及时的、有尊严的、方便的、高质 量的金融服务。我想，

应该有这么几层意思：

以合格的价格提供金融服务，是要维持金融服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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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财务上的可持续性。
其实对低收入人群进行金融服务，多年以来

世界上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以后的实践，逐渐让大家感到，如果要想做好这

项工作，必须是做这个工作的机构自己本身在财

务上是可持续发展的，完全靠捐赠和施舍是难以

持续下去的。

普惠金融是要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客户。
普惠金融不仅仅是面对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

务，而它的真实含义是要对所有的客户进行金融

服务，而这些金融服务应该是在每一个人有金融

需求时，能够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的、有尊

严的、方便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这是对每一

个人，而不仅是对生活贫困、低收入人群。

客户的金融需求不限于贷款，还应该包括存

款、支付结算、保险、投资等等各类需求。
普惠金融中服务的难点是有劳动能力的低收

入人群，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应该是政府和社会
救济的对象。

为什么大家一提到普惠金融，马上想到的就

是扶贫？这就是因为，当我们贯彻普惠金融理念

的时候，当我们要向每一个人提供及时的、有尊

严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的时候，难点恰恰是在

这些低收入人群，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生

活环境不好地区的人群，因而大家就把普惠金融

往往狭隘的理解为扶贫金融。

让信用成为财富是普惠金融的根基

出于这样一个定义，我认为要让信用成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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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是普惠金融的根基。金融就是经营信用的，让

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尊严的、及时的获得高质量的

金融服务，它的基础在于信用。因为信用积累的

缺乏和抵押物的缺失，是许多人难以获得及时方

便的金融服务的主要原因，而金融机构缺乏服务

意识，是许多人不能够公平的、及时的获得金融

服务的客观原因。

我们都知道，在西方，金融业是在为财富富

裕的人储存货币逐渐发展起来的，是人们在做生

意的过程当中，有融资的需求、结算的需要、财

产保险的需要，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因而，金

融从它刚一开始发展就是向着高收入的富裕的人

群服务的。

而在中国，当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

引入金融的时候，我们把金融看成是国家宏观经

济管理的工具，我们认为银行是社会部际的机关，

是财富分配的一个机构。

因而，从这两个金融的渊源来看，大家都没

有把低收入人群放在自己服务范围之内，中国不

但没有把低收入人群放在自己的服务范围之内，

除了国家和国有企业，其它的私营企业、个人都

不在我们的主流视野范围之内。

而改革开放才让我们的金融从为政府和国有

企业服务，逐渐走向了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居

民个人服务。但是，我们的金融业管理的意识远远

大于服务的意识，这也就是互联网在西方发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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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互联网金融并没有在西方发展，而且刚才多广说

别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互联网金融。而我们因为存在

着长期的金融压抑和管制，因而当有 了一个新的

技术，让人们可以便捷地接触到金融服务的时候，

那么它就风生水起的在中国掀起了波浪。

珍惜自己的信用，给低收入人群一个积累信

用的机会是实现普惠金融的基本道路。网络社会

中和社交活动中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道德是大

数据时代建立信用，为获取金融服务创造条件的

基础。从支付宝到余额宝，到现在的芝麻信用，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链

条，就是刚开始是为你的商品经营活动服务，当

你的商品经营活动当中了解了你一定的信誉的时

候，阿里就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阿里小贷。当它

的客户的钱有了一定剩余的时候，他又会为客户

剩余的钱获得更多的收入来服务。这样就出现了

余额宝，也就是在支付宝的基础上销售货币基金。

刚开始是提供结算服务，以后提供信贷服务，最

后提供理财服务，而这一切基于在互联网上，互

联网的平台了解这个客户的信誉。

现在为了要给客户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他

们开展了芝麻征信，通过你在社交活动当中的活

动的积累、行为的积累来给你打信用的分。芝麻

信用是用信用历史、行为偏好、履约能力、身份

特质、人脉关系五个维度来评价一个人的信用。

而腾讯的征信是用财富、安全、守约、消费、社

交五个维度来评定一个人的信誉。也就是说，我

们每一个人只要珍惜我们自己的信用，我们能够

用我们自己的符合社会道德的行为就可以为我们

自己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信用，就可以提高我们获

得金融服务的可能性。

让金融从业人员重新认识自身的社会价值和价
值追求

作为从事金融机构的人来说，用小额信用放

款，让低收入人群积累信用，给他们改变自己命

运的机会，是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和良心。这么

多年以来，所有从事小额信贷的人，他们为这些

低收入人群提供信贷的时候，一定是小额的信用

服务、信用贷款。因为这些人过去没有信用记录，

因为他们没有可以抵押的财产，但是他们有能力，

他们的能力一旦获得了金融的支持就能够变成改

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刚开始怎么让他建立信用呢？给他的贷款很

可能就是 100 块钱、1000 块钱，但是这 100 块钱、

1000 块钱，当他能够很好地运用它，能够按时还

本付息，他就积累了信用。随着信用的积累，他

的额度会逐渐放大，他获取贷款的利息会逐渐降

低，这就是一个人在金融机构当中积累自己信用

的机会。

因而，所有的要想介入到普惠金融当中来的

人，不要一开始就要抵押、要担保，小额金融的贷

款是普惠金融的门槛，不能放弃这个基础。如果我

们能够秉承这个理念，让更多的人能够积累自己的

信用，凭自己的信用获得更多的贷款，来改变自己

的命运，这是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和良心。

网络时代让信用成为财富已成为可能，信息

不对称是传统金融过分注重抵押的重要原因。在

网络时代让人变得透明，极大地提高了失信的成

本，使基于信用的金融服务更加便捷高效。现在

大家都知道，在互联网上你敢有一个不太好的行

动，一旦人肉搜索起来是非常厉害的，我并不赞

成那种无谓的人肉搜索，但是当一个人留下记录

的时候，人的好坏是自己书写起来的。所以，互

联网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良好的信用、良好

的责任心、良好的愿望表达出来的时候，我想你

就应该能够通过这些 获得别人的信任，能够获得

更好的金融服务。

融资服务是让人力资本得以实现价值，改变

一个人命运的重要的外部条件。如果没有硅谷的

天使投资就没有今天的比尔·盖茨，如果没有我

们那些小额信贷对一些贫穷人的扶持，很多的人

难以改变他贫穷的命运。每一年都有小额信贷促

进联盟，就是杜晓山和白澄宇，他们是 90 年代

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钱做公益信贷的，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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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可持续的，而完全是用捐赠做信贷的，这个

协会和花旗银行已经进行了几年，对利用小额信

贷、小微金融创业的人，对他们进行表彰。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很感人的故事，一些

人就是因为有一笔 1000 块钱、2000 块钱的信用

贷款，就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他周围

人的命运，成为了当地的致富的带头人。我想，

无论是从高科技公司的发展，还是脱贫、扶贫，

我们都需要金融的倾心的资助。只要有了金融的

资助，人力成本就可以变成现实的生产力，成就

他人的梦想应是一个金融工作者最大的精神追

求，也应该是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最好的尺度。

尽管金融是在经济的高高的宝塔尖上，但是我想，

事到今天，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做金融的人更

应该把自己的理想奠定在成就他人梦想的基础之

上，我想这才是一个好金融、好社会。

为了实现这一切，要加强教育，提高人们对

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通过教育，让人们看到自

身的潜能，通过金融教育，破除金融的神秘，让

人们珍惜自己的信用，金融并不复杂，金融并不

高深，金融就是要有一个好的信用，就是要凭借

着你的好信用，当你从别人那里得到了钱之后，

应该珍惜它，应该创造更多的财富回馈借给你的

人，也让自己有更大的发展余地。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金

融偏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向，自娱自乐创造

出来了那么多的让金融从业人员都很难理解的一

些金融工具。当投资者不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些产

品风险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很好地控制风险。所

以，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帮助实体经济

的发展融资，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来控制一定程

度的风险，这才是金融服务的本质。要是了解了

这些，金融一点都不神秘，只要珍惜自己的信用，

好好地用自己的劳动争取更好的回报，回报自己、

回馈社会，这就是好的金融。通过金融教育，让

金融从业人员重新认识自身的社会价值和价值追

求，就是用自己的劳动去帮助别人，实现每一个

人的梦想，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一切都为了钱，

为了自己的利润，不顾客户的需求，误导客户的

需求，我认为这是坏的金融。

这就是我对好金融、好社会和普惠金融的一

些看法，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普惠金融推广那么难，难在
哪里？

提问：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普惠金融推广那么

难，难在哪里？

吴晓灵：我认为难在两个方面。

第一，我刚才为什么一上来就讲普惠金融的

涵义是什么。大家现在把普惠金融基本上狭隘的

放在了扶贫，或者说不能仅仅局限于小额信贷，

这是普惠金融，但是我个人认为普惠金融按照刚

才的意思来说，就是当每一个人当有需求的时候，

都能够及时、有尊严地获得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第二，我认为我们的金融业发展到了现在，

失去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和自己的定位，金融本身

就是一个服务业，很多时候金融业忘了自己是个

服务业，自己总是高高在上地俯视普罗大众，觉

得自己是非常高尚的，其实金融就是一个服务业。

在中国，从我们金融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国家机

器组成的一部分，就是国家宏观管理的一个工具，

对老百姓来说，就是积极参加储蓄，支援国家建

设，从来没有把金融作为服务工商业和服务老百

姓的一个工具。改革开放，我们在金融业上也应

该让金融回归金融的本质，为企业服务、为居民

个人服务，帮助大家把有闲钱人的钱送到有需要

用钱人的手里，搭建好这个桥梁，就是我们金融

业服务的宗旨。在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凭自己

的劳动获得大家的认可，赚取自己该赚的那一份

利润。如果我们从政府到企业都能够回归这样一

个理念，我想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发展普惠金融

比别人更强。谢谢。

提问：吴老师您好，刚才我听到您在演讲当

中提到，普惠金融不仅仅是贷款。但是我今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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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我是安

邦保险，我觉得风险的管理和

转移是我们给予很多人享受普

惠金融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方

式，但是在我们国家一直以来

推动得不是很好。我想提问一

下，站在保险的角度，如何能

够更好地在推动中国的普惠金

融事业的 进程当中发挥自己的

作用？谢谢。

吴晓灵：我还有一个身份

叫做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名誉

理事长，我在 2008 年离开人民

银行岗位以后，曾经是这个教

育基金会的理事长，我在中国

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平台上，

我当年推出了一个计划，叫做

金惠工程，就是金融惠民工程。

那个工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全

国各地贫困县进行金融知识教

育，提高居民金融知识水平，

提高他们获得金融服务的可能

性，从而改变他们的命运。

而 在 金 惠 工 程 当 中， 小

额 保 险 是 重 要 的 内 容 之 一。

我们有一个农民的教科书，教

科书里也推广农民的小额人身

保险，这样的小额人身保险配

上小额信贷，对农民来说，一

旦他家里人身上出了一些事情

以后就可以给一些补偿，这样

提高信贷的保险度，保险和信

贷同时并行，也有利于他们生

产活动的开展。所以，我认为

保险在中国还是大有发展余地

的，包括互联网，我们现在在

互联网上做的都是互联网的保

险产品销售，其实真正的互联

网保险应该是在互联网经济当中会出现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而

互联网的商业活动更大的特点是，它要能够迅速地积累更大的人

群，更适合保险的大树法则的原理。

在人数众多的互联网上的商业活动当中创造更多的替大家

分担风险的商业保险产品才是保险业发展的正途，而不要弄出很

多奇葩的险种，比如赏月险、离婚险，这对社会来说都是没有什

么太大积极意义的，也不要单纯在互联网上销售保险产品。谢谢

大家。

（本文转载自《清华金融评论》

2016年 3月 23 日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