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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监管科技（RegTech）至今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根据最

早将其列为一个单独细分行业的英国市场行为监管局（FCA）的定

义，监管科技的本质就是“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来服务于金融监管和

合规”。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解释，监管科技是“更有效和高

效地解决监管与合规要求而使用的新技术”。英国率先于 2015 年提

出发展监管科技的思路，试图通过运用监管科技手段来提高监管效率

和效果、降低金融机构合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本文对发展监管科

技的意义、英国在监管科技领域的进展情况进行简要综述，并讨论英

国经验对中国的若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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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ulatory technology (RegTech) does not yet have a standard definition.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UK Market Conduct Authority 

(FCA), which originally listed it as a separate seg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nature of regulatory technology is “to utilize the latest technology for serving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compliance." Regulatory technology is "a new 

technology used for addressing regulatory and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more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Association (IFA) (IIF). The UK pioneered the development of regulatory 

technology in 2015, with an attempt of improving regulator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reducing compliance cost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promot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regulatory technology.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gulatory 

technology and the progress that achieved by the UK in the field of 

regulato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iscussing the importance for China 

of learning the relevant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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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监管科技的意义 

监管科技是从金融科技领域中扩展出来的细分行业。

监管科技的一个层面是监管机构利用新技术提升监管能力

和效率，更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另一个层面金融机构利

用新技术降低合规管理的成本，保护创新动力，提升风险

管理的能力。具体来说，发展监管科技意义包括： 

（一）是监管机构提升监管能力和效率的需要。 

央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曾指出，当今跨领域、跨市场

产品日益丰富，不同业务互相渗透，加速了业务风险外溢，

金融风险与技术风险叠加可能形成新型的系统性风险；而

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监管技术针对此类风险

更具识别能力。监管机构如果不与时俱进，将面临更严重

的信息不对称、更高级的监管套利和更复杂的系统性风险。

若监管政策在风险暴露后再去完善，往往会陷入“被动监

管”局面，诱发金融风险。在金融机构大范围采用金融科

技的趋势下，为适应市场变化，维护金融稳定，提升监管

能力和效率，监管部门应该大力推动监管科技的应用和创

新。 

（二）是金融机构满足监管要求和降低合规成本的需

要。 

由于监管环境的模糊性和动态性，金融机构的合规成

本挑战较大。新的报送要求需要机构收集新类型的数据，

开发标准化的分析方法，金融机构有时不得不大投入大量

资源来满足合规要求，包括如雇佣大量员工服务于监管要



 

求。以银行业为例，诸如 KYC、反洗钱、压力测试、资本

要求、流动性覆盖率等合规领域，依赖人力操作会消耗大

量人力资源。而通过监管科技的技术创新（例如人工智

能），不仅能够为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提供解决方案，同

时能够替代由人工手动执行的昂贵功能，提高适应新需求

的可靠性和敏捷性。此前银监会推出的“1104 工程”也印

证了监管科技的必要性，很多中小银行适应合规要求的过

程中面临人力成本高、时间紧迫的挑战，其最终依靠一些

第三方金融服务企业通过技术手段提供了解决方案。从国

际环境来看，巴塞尔协议 III 与 IFRS9 等准则的到来，要求

金融机构高效快速满足合规要求。从国内环境看，一行两

会近年对于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监管趋严，相继出台多项

监管要求，对反洗钱、KYC、票据等领域的违规行为给予

重点处罚，并对部分合规不达标的机构实行业务限制。因

此金融机构应通过加大监管科技的应用力度满足监管要求

和降低合规成本。 

（三）是金融机构顺应客户需求，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的需要。 

金融业的本质是经营风险，利用监管科技提升新兴业

务的风险管理能力，是金融机构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从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声誉风险等诸多

角度来看，监管科技均能提供更优的解决方案。以商业银

行为例，异地、轻担保、长尾客户占比增加，基于人工智

能的监管技术可以帮助预警和实时监控；区块链技术可以



 

更有力的对抗黑客窃取资料，加强业务流程稳定性，保障

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云计算技术能够实时动态调整资产

负债业务结构和期限；而大数据技术可帮助进行舆情监控，

动态完成信贷客户信用风险画像等工作。 

二、英国在监管科技领域的探索 

英国伦敦是历史悠久的全球金融中心，聚集着大量金

融机构，也是许多金融创新的发源地。随着金融科技的蓬

勃发展，为更好地支持金融科技公司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

新，同时把控金融创新边界和防范风险，早在 2014 年，

FCA 就设立创新项目（Project Innovate）促进行业发展，其

内容包含以下几方面：通过对话的形式了解市场需求；为

监管对象提供自动化的合规指导与建议；广泛听取产学研

机构的意见，通过合作和技术共享完善监管科技；实施

“监管沙盒”，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同时检验新技术的

实用性；鼓励国际合作，共同探讨行业标准；启动全球金

融创新网络（GFIN），与国际上 29 家金融监管机构及相关

组织合作支持金融创新，为金融科技提供多个司法辖区试

点，鼓励本土公司拓展海外市场和帮助进入英国的海外公

司。 

为促进有效竞争和创新，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满足监

管要求和降低合规成本，英国政府在其 2015 年预算报告中

宣布，FCA 将与应该审慎监管局（PRA）合作，支持采用

新技术促进金融监管——即所谓的 RegTech。FCA与数十家

科技公司、金融机构、咨询公司和学术机构进行了广泛的



 

接触，对英国监管科技的需求、创新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形

成了初步共识。 

2015 年 11 月，FCA 发起倡议，呼吁各利益相关方就监

管科技的开发和应用提供投入支持。同时，倡议中明确了

FCA 的职责，具体包括： 

1．提供监管专业知识——明确金融科技公司如何才能

符合英国的监管要求。 

2．为金融科技和金融服务提供创新环境——确定合适

的新兴领域和主题，促进加速器项目、学术界、金融科技

公司、金融机构和 FCA 之间的合作。 

3．发布标准和指南——为金融机构运用监管科技提供

清晰的目标和预期，以形成相关标准和最佳实践。 

4．解决准入、创新和应用的障碍——识别准入、创新

和应用监管科技所面临的障碍，并尽可能解决这些障碍。 

该倡议大大调动了业界对监管科技的热情。截至 2017

年 4 月，FCA 共收到 350 多份来自业界的回复。 

2016 年 4 月，FCA 举办了首次 TechSprint 技术创意活

动。这项活动的重点是鼓励金融机构利用新技术向弱势消

费者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此后，FCA 就不同的主题举办了

多次 TechSprint。2016 年 11 日，FCA 举办了聚焦题为“解

锁监管报告”的研讨活动。FCA 邀请了银行、大型科技公

司、初创金融科技公司以及学术界人士，讨论如何利用新

技术来降低监管报告的成本，提升效率和有效性等问题的

解决方案。 



 

在过去三年中，FCA 在与业界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多

次发布了发展监管科技的年度计划。例如其 17/18 年度的重

点工作为：通过科技手段提高监管报告效率和有效性；扩

大金融服务覆盖面；运用技术开展实时监控；在加强合规

的同时降低成本。其 18/19 年度的重点工作包括：在新的领

域（如 ICO和分布式账本技术）支持企业开展创新项目；利

用沙盒项目的经验教训，降低创新企业进入市场的壁垒；

打造全球沙盒；进行一些监管科技的高级分析实验，包括

通过各种新技术自动检测互联网上未经授权的商业活动、

测试高级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和语义语言模型以实现自

动化等。其 19/20 年度的工作将围绕三方面展开：改进行业

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数据交换方式，特别是以机器可读和可

执行的形式传递信息；提出新技术解决方案，在反洗钱和

金融犯罪合规方面取得更优、更高效的成果；第三，扩大

与弱势消费者相关的早期活动，探索技术帮助企业和消费

者实现积极的财务成果。3 

2018 年 2 月，FCA 发布了《关于利用技术实现更加智

能的监管报送的意见征询报告》（Call for Input：  Using 

technology to achieve smarter regulatory reporting）。4在这份

报告中，FCA 表示，该监管机构每年收到金融机构按规定

向其提交的 50 万份文件，以及许多额外的文件。金融机构

按监管当局提供的监管手册的要求准备这些文件，金融机

构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并雇佣外部专业机构来理解、
                                                           
3https://www.fca.org.uk/news/press-releases 
4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s/feedback-statements/call-input-using-technology-achieve-smarter-
regulatory-reporting 



 

编制文件。许多金融机构按自己的理解将这些监管要求写

成程序，纳入本机构内部的报告系统。目前的做法成本高、

耗时长、不同机构直接会出现理解差异。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FCA 在综合业界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创建机器可

理解和机器可执行的监管报送系统”的设想。这个设想的

意思是，将 FCA 和 PRA 提出的部分监管报告要求以机器可

读语言来表述 （machine readable language）,当机器理解了

这些监管要求之后，就可以自动从金融机构的数据库内采

集数据，形成监管机构所需要的报告。这种新模式可能会

大大降低合规成本、耗时，并提高数据的质量。在发布了

征询报告之后，FCA 获得了 58 份反馈意见，组织了八次与

业界交流的圆桌会，并决定将系统的名称改为“数字监管

报告系统”（Digital Regulatory Reporting)5。 

“监管沙盒”是英国监管科技领域的另一重要创新。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于 2015 年 11 月正式发布了

《监管沙盒》指引文件，提出了监管沙盒的意义与实施要

求。2016 年 5 月，FCA 开放了沙盒监管测试报名。在前两

期的招募中，累计接收了 146 家企业申请，正式进入测试环

境的企业有 49 家。参加测试的企业包括科技公司、银行等

金融机构，具体业务包括区块链、大数据和分布式账本技

术在支付、财富管理、证券交易和借贷等领域的运用。通

过打造一个“宽松版”的监管环境和“缩小版”的真实市

场，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给予企业创新空间，可以有效实

                                                           
5 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feedback/fs18-02.pdf 



 

现监管机构和创新主体良性互动，使监管与创新协同发展。

申请进入沙盒的企业必须接受 FCA 的监管，创新和合规意

愿强烈，同时参与测试的目标明确，对测试有充分的准备。

企业获批后可以在沙盒中对其创新性产品、服务和业务模

式进行为期 3-6 个月的测试，FCA 全程进行监督和合规辅导，

并对结果进行评估审核，判定其是否能投放市场。在测试

过程中，企业获得了容错、试错的安全空间，降低了合规

成本。监管机构提早介入创新业务，及时发现风险点，落

实了包容监管，同时通过采取诸多措施保护了消费者权益。 

市场和产品方面，德勤自 2017 年开始就各国监管科技

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研究，并通过《The RegTech Universe》

报告进行发布 6。截至 2019 年 4 月，报告已覆盖全球 20 个

国家和地区的前 299 家监管科技公司，涉及监管报告（34

家）、风险管理（44 家）、用户身份识别（76 家）、合规

咨询（119 家）、交易监控（26 家）五个方向。根据该报告，

英国的监管科技公司数量最多，有 84 家。在被德勤列入统

计的 84 家英国监管科技公司中，有 13 家主营监管报告业务、

13 家主营风险管理业务、18 家主营用户身份识别业务、36

家主营合规咨询业务、4家主营交易监控业务，其中 11家监

管科技公司除提供技术服务还同时提供咨询服务。其服务

对象方面主要含两类机构，一是如BoE、FCA等监管部门，

主要为其提供数据处理和分析服务；二是银行、基金管理

                                                           
6 https://www2.deloitte.com/lu/en/pages/technology/articles/regtech-companies-compliance.html 



 

公 司 等 金 融 机 构 ， 主 要 为 其 提 供 合 规 咨 询 。 

    三、对中国的借鉴 

经过 3-4 年的探索，英国金融监管当局在与科技界和金

融业界不断交流、互动的基础上，已经逐步厘清了监管科

技运用的几个主要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利用新技术来帮助

监管机构提高监管能力和效率（如用机器阅读金融机构提

交的文件、直接调取金融机构的交易数据进行分析等）、

降低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如通过科技手段实现合规流程

自动化、自动起草符合监管规则的交易合同等）、通过将

技术手段高频监控金融风险(如将KYC、AML流程电子化，

监测和制止非常规交易等)等。当然，监管科技的具体运用

还处于快速创新的过程之中，但英国监管当局与科技企业

之间形成的初步共识对其它刚刚开始考虑发展监管科技的

国家（包括中国）来说还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笔者认

为，我们至少应该重视如下几点意义： 

对金融监管部门来说，首先要充分认识到监管科技对

提高监管能力、效率和有效性、降低合规成本的重要意义。

在此基础上，应该做好顶层设计，成立专门机构，培养专

业化队伍，投入足够资源，加快监管科技的研究与运用。

其次，可借鉴英国监管沙盒的思维，针对已有的金融产品

或机构，选取机构或地方试点，为市场提供容错空间，鼓

励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与产品创新，使监管同步于市场，提

高监管的包容性、灵活性和协调性。同时，监管机构应与

业界保持积极互动，与业界共同探索监管科技的方向。最



 

后，一行两会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积极参与英国等在监

管科技方面领先国家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金融科技和

监管科技的方法和技术。 

对我国大型金融机构而言，其营销、获客、拓展渠道

等前台业务较强，但在内控、反欺诈、反洗钱和风险管理

等中后台领域的科技创新应用则相对偏弱。这些机构更应

该加大对监管科技在监管数据报送、反洗钱、反欺诈、

KYC 等方面投入，同时识别、评估好金融科技创新所带来

的新风险。对于中小金融机构，因自身资源有限，可以积

极与科技公司合作，共同推动监管科技的创新应用。  

在监管科技的具体运用方面，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

科技公司应该重视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前景。1)基于生物

识别、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金融用户“画像”应用。

如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在远程开户中，通过人脸图像采集、

特征提取以及匹配与识别，有效识别违规者、洗钱和诈骗

分子，降低 KYC 的成本和欺诈风险，同时给予客户便捷体

验和安全保障。2) 基于大数据、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

的舆情监控、情绪指数等方面的金融市场监测应用。通过

对公共资讯、用户内容进行收集和分析，识别市场情绪的

极端变化，供监管者和投资者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3)基于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合规应用。例如通过

识别和跟踪合规要求，分析运营数据，实时监测合规水平，

包括针对自动化审计、信息披露等具体领域。4) 基于大数

据、区块链、云计算的金融交易监测应用。建立实时交易



 

监控和审计、端到端的信息验证、自动化系统和风险预警

机制。5)基于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大数据分析技术的风险

管理与报送应用。优化风险管理流程，提高数据生成、压

力测试和情景分析的效率，建立数字化报送制度，从而为

监管部门自动识别和预警风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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