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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1日，埃及沙姆沙伊赫 

关于包容性数字金融业务的协作指导措施 
 

由于移动电话迅速普及，为向缺乏银行业务人群提供正规金融服务采用移动设备等新技

术而催生的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建立包容性数字金融服务的监管环境势在必行。数字和移

动银行模式使金融服务的价值链不断延伸，这其中的复杂性要求金融界与电信/ICT 行业在公

共和机构层面加强对话与合作。  

参与 2016 年数字金融普惠全球对话的各利益攸关方一致认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合作促

进可靠、安全和可承受的数字金融服务的发展、普及和推广任重而道远。因此，为加强国家、

区域和全球协同努力推进数字金融普惠议程，我们认为需要以下采取政策、监管和企业合作

指导措施。 

1 发展数字金融业务的包容性生态系统  

电信/ICT 和金融业务监管部门需要合作建立统一和适度的监管框架，发展有竞争力的新

型数字金融生态系统，不同提供商可以利用其独特资产和能力为金字塔底层大众提供服

务。生态系统的构成包括对数字和互操作金融产品和服务有需求的用户（消费者、企业、

政府机构和非盈利团体）；通过数字途径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商（银行、其他许可经

营的金融机构和非银行）；可实现数字金融服务的金融、技术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及规

范金融服务可获取、可承受和安全性的政府政策、法律和法规。  

数字金融服务生态体系的目的是为国内的全体国民和企业提供服务，支持实现国家金融

普惠、经济健康和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健全的目标。 

发展数字金融生态系统的一个首要问题是要同时投资和对生态系统双方进行管理。实际

上，这就意味着支持通过批量或 G2P 支付方式向消费者交易账户充值电子货币，支持消

费者通过商户电子支付受理系统用电子货币进行支付。 

2 鼓励互操作性 

世界各地的用户可通过一个单一的交易账户与任何其他用户以合理的费用方便、快捷、

顺畅、安全进行电子支付交易不仅可以提高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同时还将进一步促进金

融普惠的发展。 

电信/ICT 和金融监管部门和市场参与者为推动互联互通，鼓励数字平台共享，实现金融

普惠，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我们鼓励不同层次平台、接入点、代理和客户端实现互

联互通。 
 



 

 

3 鼓励公共私营建立伙伴关系  

由于价值链的不断延伸，银行、电信/ICT 运营商、代理、处理机构、集中机构和商户等

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加入到数字金融生态系统，因此，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我们呼吁电

信/ICT 和金融公共参与者采取合作姿态。公共私营伙伴关系蕴藏着建立协同、培育合作、

扩大范围和提升竞争的力量。因此，数字金融普惠可以不断扩展和利用现有基础设施，

降低后来者入市的门槛。 

4 实现基础设施的接入  

通过 ICT 基础设施，尤其是移动网络，金融业务可以以合理的费用快速有效地向银行服

务匮乏，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居民扩展。更重要的是这些网络不仅支持数字支付，还可以

使金融服务延伸至贷款、储蓄、保险等，帮助低收入者脱贫。 

鉴于 ICT 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公共和私营行业需确保业务关键性技术的转让条件公平合理，

ICT 基础设施安全、可靠、质量高，以保证良好的客户体验。 

5 保护消费者，提升客户体验  

我们知道，客户信赖是数字金融发展和普及的基础。政策制定和监管部门需保证提供服

务要有责任感，以客户为核心，提升客户体验。为此，可采取以下监管措施：保护客户

数据，提供可追溯和改正机制，确保信息披露正确透明，公平合理的对待客户，服务费

用合理，保护客户资金和代理。 

6 解决无身份问题  

我们知道，缺乏正规身份（ID）是低收入者无法享有正规金融服务的主要障碍。决定国

民（行业）身份系统如何用于数字金融服务生态系统，如何利用基于新型生物测量或其

他数字身份系统简化提供商认识客户的流程（KYC），减低费用提高效率，政府的作用是

关键。    

7 推行协作监管模式 

我们的信条是除非迫不得已不进行监管干预。最好采轻度干预的方式，因为这有利于建

立起新兴 DFS 行业自然成长的环境。由于金融服务和电信/ICT 监管部门同时发挥作用，

开发工具和建立机制，确保二者适当沟通、磋商和协作是十分重要的。监管和监督部门

可通过谅解备忘录（MoU），成立联合和多部门委员会等手段提升协作。这种协同和合

作可以把无银行服务人群纳入数字经济，不仅使最终用户获得实惠，而且还会对经济增

长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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