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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士泮：投资者保护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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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新加坡频道 3 月 16 日电（记者吴婷婷）互联网金融产品、平台、模式的快速创新，在为投

资者提供更多投资渠道的同时，也为监管带来的新的挑战。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计量金融

学副教授白士泮在接受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专访时表示，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要在“控制系统性风

险和抑制创新之间做出平衡”，做好投资者保护并监控中长期互联网金融对信用体系的影响。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提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并提出要制定“互

联网+”行动计划，面对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应如何跟进？ 

 

    白士泮：从整体趋势来看，中国正在通过互联网金融来倒逼传统行业改革，这是很好的现象。包

括“互联网+”在内，我们看到，发展互联网金融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从监管角度来

看，目前金融业的监管体系是大萧条之后发展起来的，其发展是一种反应模式，即当市场存在创新

或压力时，新的监管方式会被创造出来。 

 

    我认为，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主要应关注三点。一是网络安全性和信息科技风险。目前金融市

场呈现网络化发展特征，风险更容易扩散、放大，从而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目前信

息科技风险已经成为互联网金融业主要的风险之一。 第二是消费者保护，没有好的保护机制，会破

坏互联网金融的信任基础，扼杀金融创新。第三，中长期内互联网金融对信用体系的影响。如果互

联网金融规模过大的话，将会挑战传统的信用创造机制，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一定冲击。 

 

    所以，设置最低的谨慎性标准，对一些快速扩张的领域，例如 P2P 平台进行监管是十分必要的。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在新加坡的发展速度也较快，对待这一网络化金融创

新，相应的监管模式是什么？ 

 

    白士泮：目前新加坡的互联网金融业还在积极发展，出于审慎原则，监管部门还没有出台具体针

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条例。主要原因是目前互联网金融还在创新的高峰期，监管需要时间细致观

察，不希望草草出台细节的方案，抑制创新。但是基本的监管还是非常必要的。目前针对众筹，

P2P 等平台，新加坡监管部门已经出台了一些征求意见稿。 

 

    意见稿的主要框架是：对于平台的操作者，若不涉及推荐和买卖金融产品，需要满足的条件就是

操作者本身的财务实力，还有确保平台没有违规推销。监管希望把条例做的很简单，主要目的是在

发展的初期，保持创新的动力；对于涉及在平台推销金融产品的机构，则必须满足现有证券与期货

法律的要求。从全球范围来看，很多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主要有两大手段，一是牌照，二是

资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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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方面，新加坡监管部门的方法是限定投资者资格。只有受认证的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才能

参与投资互联网金融产品。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从投资者主体来看，中国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主要持有者是普通的投资者，风

险和相应的监管框架应该如何定义？ 

 

    白士泮：在中国，由于小微企业、三农等群体从传统银行体系融资非常困难，互联网金融成为了

普惠金融的重要形式之一。所以在投资者层面，和其他国家不同，互联网金融产品在中国是面向广

大的普通投资者开放的。 

 

    我认为，在没有发生太多、太大的问题前，各类平台的基本管理要加强。例如，平台的操作者要

了解在平台上运行的项目或借款人的资质和信用水平。这要求平台有一套合理的信用管理系统。在

传统银行系统，有专业的评估人员和指标来评定，我担心，一些平台缺乏这样的系统，另一方面为

了盲目扩大规模，忽视信用风险。 

 

    另外，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根基。否则，违约事件的发生很

容易造成信用的崩塌，将这一有效服务大众的普惠金融创新扼杀在襁褓之中。在新加坡，即便我们

拥有相对严格的管理体系、准入标准以及投资者的限制，投资者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也曾经历过惨

痛的教训，例如 2008 年的雷曼迷你债风波。 

 

    总体来说，针对互联网这一创新的形式，监管应该与时俱进，审慎操作，在不扼杀、抑制创新的

同时，确保风险可控，保护投资者利益，才能进一步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关于加强金融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您有什么看法？ 

 

    白士泮：经济规模、国际贸易、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这些方面目前中国

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如果有某种原因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从我个人来看，很可能是金融市

场的规模受限，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足。 

 

    现代金融体系具有多元化的市场参与者，具有创新、复杂的金融工具，收敛性的金融中介机构与

交易平台。当前中国的金融结构距此还有一定距离。IPO 注册制是很好的开始，但是制度的改变只

是开始，还需要大量其他的措施配合，包括投资者教育、企业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央企效率、竞

争力提高等，是一项系统工程。没有这些条件，单纯鼓励企业发债、上市，还是会有很多问题。 

 

    另外，汇率和利率的改革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目前中国正在逐步推动改革的进

程，我认为汇率的开放会走的稍快一些，利率市场化则是牵一发动全身，要格外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