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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金融科技的 2021（五） — 财富管理篇 

作者：权威丨李珣丨李路路 

当圣诞色的饰物逐渐爬上商家的窗沿，悠长的平安夜颂歌开始在空气中回荡，不知不觉间 2021 年也走

到了它的尾声。 

回顾这一年，疫情的阴霾仍然笼罩在人类社会的上空，大国博弈与逆全球化继续扮演着世界经济发展的

暗线，如何“因时而变”、“危中取机”仍将是全行业都需要思考和探索的课题。再看金融科技赛道，“严监

管”、“保稳定”的大势依旧，“精细化合规”、“牌照边界”以及“数据安全”等合规话题在这一年里带来了

又一轮足以翻覆行业格局的大洗牌，行业的胜负手也在监管环境的变幻中逐渐浮现出来。 

在魔幻依旧的 2021 即将与我们作别之际，我们希望和您一起聊聊过去这一年，厘清脉络、把握方向。

在 2022 年新年钟声敲响时，让我们一同更好地出发。 

2021 年，对于财富管理行业而言是金融科技监管主线愈加清晰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监管机关进一步

明晰和强化了“持牌经营”的监管理念，明确了金融服务与技术服务的界限。过去一年中的各类监管事件以

及监管发文实际上也都是沿着这一思路铺陈开来。 

在本篇中，我们将与您一起聊聊监管、聊聊市场、聊聊未来，一同回顾金融科技在财富管理行业所走过

的 2021 年。 

一、看监管：合规要求不断趋于精细化 

（一） 1 月 — 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被叫停 

随着金融科技逐渐向传统金融行业渗透发展，作为传统金融机构的商业银行亦试图通过互联网拓

宽吸储渠道，并形成了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获客的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模式。在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

中，前端互联网平台为商业银行提供存款导流服务，商业银行为吸引用户，则往往通过分段付息等方式

变相抬高存款利率。由于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缺乏针对性的监管制度，实践中出现了利率定价偏高、直

接或间接突破自律定价机制、地方性银行跨区域吸收存款等风险隐患及合规问题，并给商业银行的流动

性管理带来了挑战。 

为防范和应对前述风险及问题，2021 年 1 月 15 日，银保监会办公厅、人民银行办公厅发布《关于

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要求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

平台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提供营销宣传、产品展示、信息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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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入口、利息补贴等服务，并要求商业银行到期自然结清、稳妥有序处理已开展的业务，至此，互联

网平台存款业务正式被叫停，根据《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答记者问，仅“商业银行与非自营网络平台进行合作，通过开立Ⅱ类账户充值，为社会公众购买服务、

进行消费等提供便利”的活期存款业务不受影响，可继续开展。 

（二） 2 月 —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正式生效 

互联网保险作为保险行业的新型业态，其早期发展伴随着大量无证经营、擦边经营的野蛮生长，也

诞生了诸多依托于互联网提供各类保险服务的保险科技企业。但随着近年来金融科技监管整体思路的

改变，互联网保险行业也正在趋于规范，“机构持牌、人员持证”成为互联网保险业务经营的两大基本

原则。 

此前，我国互联网保险业务主要适用的监管规定是 2015 年发布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

该办法中的部分规定已经无法很好地适应不断发展的实践情况，2020 年 9 月，银保监会发布《互联网

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随后，《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于 2020 年 12 月发布并于 2021

年 2 月正式生效，至此，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完成了更新换代。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在秉持“机构持牌、人员持证”两大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了

这一概念，在诸多重要条款中反复体现了持牌经营的要求，厘清了互联网保险业务本质，并针对互联网

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企业等主体分别规定了对应的业务规范。 

（三） 5 月 — 《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实施 

自《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发布实施以来，银行理财业务逐渐通过具有独立

法人地位的理财子公司独立运营及开展，但既有理财产品销售规则主要从商业银行角度进行规制且分

散在各类业务规则中，全面性和适用性存在不足。 

在此背景下，2020 年，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并于 2021 年 5 月正式发布《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界定理财产品销售

活动概念，压实了理财公司产品销售和管理责任，要求其履行机构和产品尽职调查、信息披露、代理销

售机构管理等责任及义务，并要求代理销售机构严格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强化销售行为规范，推进公平竞争，打破刚性兑付。 

（四） 6 月 — 《关于规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发布实施 

商业银行及理财公司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以下简称“现金管理类产品”）在银行理财产品中占有

重要地位，根据银保监会指定的全国银行业理财产品信息查询网站（即中国理财网）的新闻公告，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末，银行业现金管理类产品规模为 7.34 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的比例为 29.34%。 

长期以来，针对现金管理类产品的监管规定并不明晰，行业内也存在各种操作，为加强对现金管理

类产品的监督管理，特别是确保与货币市场基金等同类产品监管标准保持一致，促进公平竞争，防范监

管套利，银保监会、人民银行于 2021 年 6 月发布了《关于规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管理有关事项的通

知》，在现金管理类产品投资范围及集中度、投资组合流动性和杠杆管控、估值核算、认购赎回管理等

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并设置了合理的过渡期以促进相关业务平稳过渡。 

（五） 9 月 — “跨境理财通”实施细则正式落地 

“跨境理财通”试点的正式启动无疑是 2021 年财富管理行业的大事件之一，作为从零到一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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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务，“跨境理财通”同时涉及陆港澳三地，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我国个人资本项目改革以及

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021 年 5 月，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

业务试点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并于 2021 年 9 月正式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

试点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对“跨境理财通”的参与主体资格、业务

管理、资金闭环、额度管理、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的业务规则进行了细化和明确，成为继“沪港通”、“深

港通”、“债券通”之后，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内地和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又一大重要

举措。 

（六） 10 月 — 重申并强化金融行业持牌经营要求 

2021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官方人士在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重点论述了跨境、

跨区域提供金融服务的业务模式，重申并强调了金融行业需持牌经营的要求，明确金融展业需严守金融

牌照国界和地域限制，禁止境外机构境内经营或对境内投资者开展禁止或未开放的金融业务，禁止仅持

有区域展业牌照主体全国展业或跨区域展业。 

此外，主题演讲也进一步要求金融展业应严格落实金融产品特定客群要求，在依托互联网开展金融

服务时要严格落实销售持牌，明确区分销售行为及导流行为的边界，严格落实特定对象可见以及合格投

资者认证管理等要求。 

（七） 11 月 — 规范基金投资建议活动，叫停大 V 导流业务 

2021 年 11 月初，证监会针对部分基金公司和基金销售机构下发了《关于基金投资建议活动的通

知》，要求基金公司及基金销售机构在展业过程中遵守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资格管理、行为规范等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遵循基金销售业务基本法律关系并仅提供附带性质的基金投资顾问业务，不得就提供基

金投资建议与投资者单独签订合同或单独收取费用，不得提供基金投资组合策略投资建议及基金组合

中基金构成比例建议，不得展示基金组合业绩、不得提供调仓建议等。 

2021 年 11 月，证监会还另行下发了《机构监管情况通报》，并通过该通知明确大 V 引流开户并给

予奖励的业务模式不符合监管规定，并要求相关券商不得开展大 V 导流业务，不得通过直播方式开展

投资品种选择、投资组合推荐等荐股行为。 

（八） 全年 — 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体系趋于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是近年来金融监管关注的一大重点领域，对于财富管理行业而言，其涉及的用户数量

多，用户个人信息类型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也尤为重要。2021 年，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密集

出台，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

意见稿）》等。特别是 2021 年 11 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落地实施，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上位

法律框架正式构建完成，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工作及监管执法工作提供了切实有力的法律保障，也为财

富管理行业相关主体提供了更为稳定、可预期的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监管环境。 

（九） 全年 — 互联网平台监管规则密集落地 

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诸多互联网“超级”平台出现，平台经济下的风险也逐渐凸显，

为加强对平台企业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2021 年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互联网平台相关的监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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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2021 年 2 月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

意见》，2021 年 3 月发布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2021 年 4 月发布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

2021 年 9 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的意见》以及 2021 年 11 月发布

的《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等。 

前述监管规则从平台反垄断、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营销宣传规范及平台管理义务等维度对互

联网平台提出了的更为针对性的监管要求，致力于引导推动互联网平台规范管理、有效履职。 

二、看市场：灰色业务空间持续收窄 

（一） 跨境理财通正式启动 

随着“跨境理财通”实施细则的正式落地，“跨境理财通”业务于 2021 年 9 月正式启动，为粤港

澳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购买理财产品提供了便捷可行的通道，也为三地适格金融机构提供了新的业务

发展契机。根据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底，参与跨境理财通的个人投资者总数

已达 15,117 人，境内银行通过资金闭环汇划管道办理资金跨境划转总额 3.16 亿元，累计购买投资产品

约 1.37 亿元。 

（二） 互联网跨境证券行业合规要求升级 

2021 年下半年，人民银行、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先后发声，指出互联网跨境证券亦需要按照“所有

金融活动均应全面纳入监管”的要求受到境内监管，并提出境外金融机构在未取得境内相关资质证照

的情况下，不得采用跨境交付的业务模式专门面向境内投资者开展中国法禁止或者限制的金融活动。基

于以上背景，互联网跨境证券行业可能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和约束，其业务开展的合规要求将进一步提

升。 

（三） 基金投顾业务进一步规范 

随着基金投顾试点的逐步深入以及监管部门对于基金投顾业务范围及合规要求的界定进一步清晰

明确，基金投顾业务逐步趋于规范。具体而言，基金投顾业务的形式与实质界定逐渐明确，非基金投顾

机构、可以提供附带投顾服务的基金销售机构的业务边界逐渐清晰，从事基金投顾业务所需遵守的合规

监管要求逐步细化及落地。在这一监管趋势的影响下，自 2021 年下半年以来，市场中由无资质主体提

供的投顾产品以及存在投顾特征的“组合”类产品均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四） 私募证券基金规模快速增长 

紧随 2020 年公募基金蓬勃发展的步伐，2021 年，私募证券基金规模亦快速增长，整个行业处在火

热的扩张阶段。根据基金业协会公示的数据，截至 2021 年 9 月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规模为 5.59

万亿元，自 2020 年第三季度后，私募证券基金产品数量增速一直维持在 8%以上。特别是量化私募，

由于规模增长过快，2021 年已有数十家量化私募发布过产品封盘公告，主动控制产品规模。 

随着私募证券基金市场规模近一年来的快速增长，监管也已经注意到该领域可能面临的风险和问

题，2021 年 11 月 1 日，基金业协会即向量化机构下发《关于上线“量化私募基金运行报表”的通知》，

要求量化机构逐月向其报送详细信息。我们认为，这也是监管对于私募证券基金行业“摸底”的举措之

一，行业规模化后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种种不规范行为及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现象，未来监管有可能出

台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对其进行监管。 

http://quote.eastmoney.com/unify/r/90.BK0475
http://quote.eastmoney.com/unify/r/106.G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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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于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加强，证券技术服务备案稳步开展 

2021 年，监管部门相继出台针对互联网平台的各项监管规则、密集落地针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约

谈行动，在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机制上形成了有益经验，进入互联网平台强监管、综合监管的时代；与此

同时，为强化监管链路，监管部门还将与互联网平台相关的技术服务类机构亦纳入监管范畴，稳步推动

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机构备案工作的开展。 

三、看未来：金融的牌照边界不可逾越 

（一） “持牌展业”仍是入场的基础前提 

随着监管层面对于金融持牌经营合规要求的不断重视和强化，财富管理行业也将随之迎来进一步

合规调整及优化，持牌金融机构与技术服务机构的职责分界及法律定位将更加清晰，并逐步回归金融机

构提供金融服务、技术服务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的应然状态。特别的，金融机构提供的销售服务与技术服

务机构提供的导流服务的区分将进一步明确，技术服务提供方应仅限于提供网络空间经营场所或者销

售页面跳转相关的技术服务或广告服务，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介入或从事金融产品销售服务。 

这一监管思路已经逐渐在存款、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托、保险等各类财富管理产品的销售监管

中得以统一。做金融需要金融牌照，做技术需要技术牌照，做内容需要内容牌照，这在未来相当一段时

间内将长期作为市场主体入局行业的基础前提。 

（二） 加强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成为必然趋势 

财富管理行业本身即具有面向的用户数量多、范围广的特点，叠加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在带来极

大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变得更容易发生、更难以识别且更容易造成风险大范

围传导，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对于打击遏制金融领域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具有基

础性作用，对于财富管理行业而言，围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障、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平台经营者

管理义务及责任等核心内容，持续性的加强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成为必然趋势。 

（三） 牌照功能同质化，做好“内容”就能做好“金融” 

持牌并非万事大吉。从基金、信托、保险等大牌照，到基金销售、保险经纪/代理等小牌照，金融

牌照目前在行业内并非高度稀缺的资源。 

高收益率并非获客的高效手段。虽然收益率毋庸置疑是用户进行投资决策的核心关切，但在财富管

理产品去刚兑、营销宣传合规要求空前严格的当下，通过收益率获客的实际效率可能并不尽如人意。 

既然如此，零售类财富管理业务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应当如何构建？纵观目前的行业现状，方向已经

十分清晰。当行业的潜在客群逐渐以 90 后作为主力军，好的“内容”成为了发力的关键。无论是社区、

大 V、直播还是明星经理，其本质都是遵循着通过“内容”完成基础的流量积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金

融业务转化的逻辑。 

由此推演便不难发现，在目前的市场和监管环境下，如何“合规地做内容”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比如

何“合规地做金融”更需要市场主体关注的话题。从基础的增值电信、视频、出版等牌照资质，到主播、

大 V 的人员资质管理，再到社区用户的言论和行为规范，越早在内容领域投入合规力量的从业主体，

也将越早在行业竞争中建立稳固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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