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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聚焦网商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重点梳理了网商银行通过“大山雀”“大雁”

“百灵”三只科技鸟共同构成的AI智能服务器进行金融科技创新的举措，介绍了网商银行与传统金融机

构金融服务的异同，并提出网商银行在数据共享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关建议，试图为其他互联

网银行参与乡村振兴提供参考范例，也为相关研究与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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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actice of MYbank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financial 
technology. It mainly sorts out the measures of MYbank’s financ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rough 
the AI intelligent server composed of three technological “birds”, “Dashanque”, “Dayan” and “Bail-
ing”, and introduc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Ybank’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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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n, it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in MYbank’s data sharing. Fi-
nally,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example for other Internet bank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 basis for related research and policy-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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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部署。在这一进程中，金融支持不可或缺。金融科技

助力乡村振兴是破解农村金融服务难题、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内学者普遍认为，金融科

技通过数字化手段显著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效率。龙文军指出，金融科技借助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实现产品创新，缓解了农村金融供需矛盾。曾刚进一步强调，金融科技的

应用降低了物理网点依赖，为偏远地区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1]。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网商银行等互联网金融机构开始在乡村金融领域崭露头角。浙江网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正式开业，是由蚂蚁集团发起的民营银行，也是全国第一家将云计算运

用于核心系统、第一家将人工智能全面运用于小微风控、第一家将卫星遥感运用于农村金融、第一家将

图计算运用于供应链金融的银行。其成立之初，就把小微经营者和三农客群作为核心服务对象，借助无

接触贷款“310”模式(3 分钟申请、1 秒钟放款、0 人工干预)，为小微企业、个体户、经营性农户等小微

群体提供纯线上的金融服务，不设线下网点。截至 2023 年末，网商银行已为超 5300 万小微企业及个人

经营者提供信贷服务，其中有一半来自于县域及农村地区。在服务小微客户方面成绩显著，2023 年户均

贷款余额达 7.2 万元，新增贷款客户中 74.5%都是经营贷上的白户，单个用户平均每年用款次数有 8 次，

平均贷款周期约 3 个月[2]。然而夏梦颖(2023)通过网商银行案例发现尽管金融科技实现全流程数字化风

控，但技术依赖带来系统稳定性风险，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凸显，且农村用户金融素养较低、对新

技术接受度有限，加剧了“数字鸿沟”[3]。 

2. 网商银行“三只科技鸟”助力乡村振兴 

在农村金融领域，网商银行通过“大山雀”卫星遥感风控系统、产业链金融解决系统“大雁”、智能

交互式风控系统“百灵”等一系列金融科技手段，积极助力乡村振兴，在提升金融服务覆盖度、解决小

微企业融资服务及识别和精准服务客户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 

2.1. “大山雀”：创新农村信贷评估体系 

“大山雀”主要应用于农村金融领域，借助卫星遥感技术与大数据风控系统，构建起独特的农村信

贷评估体系[5]。截至 2024 年 8 月底，“大山雀”已覆盖 31 个省市，使 178 万种植户便捷获得信用贷款，

目前可识别 15 种农作物[6]。 
2023 年，网商银行与农业农村部大数据发展中心合作推出“农户秒贷”服务。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

提下，利用隐私计算技术，将农户数据引入金融风控。双方通过密码学技术让数据在机房内可用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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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大山雀”系统为农户提供手机贷款服务。截至 2024 年 5 月，超 606 万农户通过该服务获得贷款额

度，累计授信 964 亿元，其中 410 万农户首次获得银行经营性贷款，近 8 成是种植面积 10 亩以下小农

户，众多农户从中受益[7]。 

2.2. “大雁”：推动农业供应链金融创新 

“大雁系统”是网商银行农业供应链金融的核心创新成果。它基于数字化技术开发，以核心企业和

上下游小微企业的供应链关系为依托，构建一套数字化产品矩阵，满足小微企业在生产经营全链路信贷

需求及综合资金管理需求。其特色在于创新性地应用 AI 大模型来辅助刻画企业信用画像。在汽车和医疗

产业链，网商银行已经将其与金融风控系统结合，使小微客户的信用画像效率提升 10 倍，识别超 2100
万产业链上下游的小微企业。目前已有超过 500 家的品牌首批接入。据蒙牛供应链融资平台数据显示，

未使用过融资的经销商，销售额同比增长 10%，使用网商银行贷款服务的经销商，销售额增长达到了 22% 
[8]。通过这种供应链金融模式，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 

2.3. “百灵”：开启农村金融精准服务新时代 

“百灵”作为一款创新的智能风控系统，为农村金融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它打破了传统信贷

服务的局限性，7 × 24 小时不间断值守，不仅能够快速处理客户上传的经营流水、账单这类规整的结构

化资料，还凭借先进的多模态分析技术，对合同文本、店铺照片、卡车照片等复杂多样的非结构化信息

进行深度解析。百灵系统目前已可以支持包括账单、发票、合同等 70 多种自证材料的识别，融合感知智

能、认知智能、交互智能和决策智能，实现高效便捷的线上审核， 
通过对各类信息的综合分析，“百灵”能够精准洞察客户真实的经营状况与资金需求，进而给予恰

到好处的贷款额度，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与客户需求的适配程度，有效提升了客户满意度。目前，“百

灵”已具备强大的功能支持，涵盖 70 多种自证任务，为网商银行的 800 多万小微用户提供准确率达到

95%以上的“310”优质体验，成功将客户的平均额度提升至 4.5 万元[2]。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百灵”

让农户贷款不再困难，能轻松获取契合自身经营情况的贷款额度，同时，“百灵智能交互式风控系统”

获得 2023 金鼎奖“优秀金融服务奖”，有力推动了金融服务的普及与深化。 

3. 网商银行与传统金融机构金融服务对比 

3.1. 网商银行与传统金融机构均积极拥抱金融科技提升金融创新 

网商银行小微信贷需求的特点主要“短、小、频、急”，通常贷款户均金额小，平均是 5 万元；贷

款周期短，每笔贷款基本上平均周期是三个月；用户使用资金通常比较紧急且频率高，每位客户年均使

用 8 次。网商银行通过“大山雀”“大雁”“百灵”三只科技鸟，共同构成了 AI 智能服务器，网商银行

把 AI 和大模型应用于小微金融实践，专注于服务现有金融体系没有服务或者服务非常不充分的小微经营

者，帮助“信贷白户”建立起信用记录，通过几乎纯线上的流程即可提供完整的放贷业务和金融支持，

不断拓宽金融政策的宽度和广度[9]。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传统金融机构也积极拥抱数字经济、布局金融科技。以河南商水农村商

业银行为例，该银行积极抢抓数字金融发展浪潮，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步伐，坚持以“数据信息”和“信

息技术”双要素驱动，不断加快融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和风控管理“四位一体”的创新和重

塑。以贷款业务来看，主要以大数据应用为核心，采用“线上申请、线下核实、自动授信、自助用信”的

贷款管理模式，为客户提供更方便、快捷的微型金融服务，其具体额度可以根据客户实际需要的资金的

规模，不局限于 10 万元以内，通常贷款金融在 10 万元至 30 万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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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网商银行和传统金融机构在服务覆盖范围方面具有典型的区域特点 

在乡村振兴的金融服务格局中，网商银行与传统金融机构在服务覆盖范围方面不同，通常传统金融

机构仍然会受其所在区域的影响，业务范围围绕地理位置拓展为主，辅助线上业务拓宽。比如农村商业

银行，虽然其客户定位于三农客户及小微客户，但受其物理网点分布的特点影响，农村地区的网点分布

往往聚焦于乡镇中心地带，这种布局模式使得其金融服务范围具有明显的区域局限性，使得众多地处偏

远区域的农户以及小微企业或非本地域范围内的小微客户被排除在金融服务的可及范围之外，难以获得

必要的资金支持与金融服务资源。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网商银行充分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强大优势，只要所在区域具备网络信号且用户

持有智能手机，便能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将金融服务触角延伸至偏远农村地区的每一个角落，极大地

拓展了乡村金融服务的地理版图，让更多被传统金融服务边缘化的群体有机会接触并享受到金融服务带

来的发展机遇。虽然网商银行凭借技术优势可以超越地理位置的物理局限，但是却主要以县域和西部地

区为主要客户，在推进普惠金融方面发挥着传统金融的重要的示范和补充作用。网商银行 2021 年年报表

明，网商银行的县域及西部地区业务增速显著高于城市和东部地区。截至 2021 年末，网商银行累计服务

超2000万县域小微经营者和农户，县域客户数增幅较城市客户增幅高出7.4%，当年贷款金额增幅高17.4%；

西部客户增幅也比东部高 14%，当年贷款金额增幅高出 32% [10]。网商银行 2023 年 ESG 报告显示，网

商银行服务客户中近一半来自县域及农村地区，发放贷款增速前 10 的省份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11]。作

为中国金融系统的补充者，网商银行一直关注普惠金融的“空白地带”和“薄弱地带”。 

4. 网商银行数据共享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网商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源于阿里和蚂蚁集团积累的海量长尾群体数据(如交易记录、信用信息等)，这

些数据形成独特的风控模型和客户触达能力。若数据共享(如行业数据互通、第三方平台获取同类数据)，
其他机构可复制其数据驱动的业务模式，导致网商银行原有的数据垄断性优势消失。竞争机构凭借类似

数据可开发相似产品，分流客户，最终使其在普惠金融市场中的差异化竞争力下降。 
其核心因果链为：数据共享→网商银行数据壁垒降低→其他金融机构获取类似数据→市场竞争/流动

性风险/数据安全风险加剧→削弱网商银行竞争优势。 

4.1. 竞争优势削弱风险 

数据共享后，竞争壁垒降低，众多金融机构可获取类似数据，加剧市场竞争。从供应成本看，网商

银行吸储成本高，依赖自有存款与同行拆借，为揽储支付高利率且额度受限，资金成本高；技术优势也

因新兴技术发展快、竞争激烈而难以持久。在需求方面，客户对金融机构忠诚度低，贷款选择注重利率、

效率和抵押条件，数字信贷转换成本低，网商银行难以凭借数据优势锁定客户。规模经济层面，其他金

融科技公司和传统银行可复制其模式，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参与竞争，压缩网商银行市场份额与利润空间

[12]。 

4.2. 流动性风险加剧 

数据共享会使网商银行本就严峻的流动性风险雪上加霜。一方面，其吸收存款受限且成本高昂，数

据共享下竞争加剧，客户更易流失，资金来源稳定性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客户忠诚度低和业务不受

时空限制的特点，在数据共享后，客户受其他机构竞争影响，资金转移更频繁。一旦市场出现波动或其

他机构推出更具吸引力的产品，大量客户可能迅速提款，网商银行难以快速筹集资金应对，流动性压力

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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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据安全与合规风险 

随着数据共享，数据在不同机构间流动环节增多，安全风险显著提升。数据泄露的可能性增大，一

旦发生，不仅会损害客户隐私和权益，导致客户对网商银行信任度下降，还可能引发法律诉讼，使网商

银行面临巨额赔偿和声誉损失。在合规方面，数据共享涉及复杂的法律法规，不同地区和机构的合规要

求存在差异，网商银行可能因难以完全满足所有要求而面临合规风险，影响业务正常开展。 

5. 相关建议 

5.1. 推动合作式竞争 

积极与其他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在金融科技领域共同研发数据共享安全技术和规范，实现互利共赢。

与传统银行合作，利用其线下渠道和客户资源，结合自身数字技术优势，共同拓展业务，如联合推出创

新金融产品，共享客户资源和风险管控经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在数据挖掘、分析和应用方面开展

深度合作，提升数据价值，共同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和盈利增长点。通过合作，增强自身在数据共享环境

下的竞争力，降低竞争压力。 

5.2. 强化流动性风险协同监管 

对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附加监管规定》[13]，建立“央行宏观审慎监管 + 行业协会自律 + 机构

内控”三级流动性管理框架。扩大同业存单发行额度，参与央行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通过再贷款资

金降低负债成本。与存款保险机构合作开发流动性互助协议，在极端情况下启动紧急资金拆借机制。按

季度披露流动性覆盖率(LCR)、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等核心指标，提升市场透明度。 

5.3. 强化数据安全与合规管理 

加大在数据加密、访问控制、数据备份等安全技术上的投入，采用先进的加密算法保护数据传输与

存储安全，设置严格的访问权限，确保只有授权人员能访问敏感数据。严格遵循《数据安全法》与《个人

信息保护法》，建立“数据分类分级 + 全生命周期监控”机制，对客户隐私数据实施区块链存证与动态

脱敏处理。接入国家金融数据监测平台，定期报送数据共享合规报告。联合行业协会制定《互联网银行

数据共享自律公约》，推动形成安全评估前置、风险责任共担的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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