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 章课后习题参考答案

1. 长尾理论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
 

由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提出。 长尾理论

认为,
 

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
 

过去人们只能关注重要的人或重要的事,
 

如果用正态分布

曲线来描绘这些人或事,
 

人们只能关注曲线的“头部”,
 

而将处于曲线“尾部”、
 

需要更多的

精力和成本才能关注到的大多数人或事忽略。 而在网络时代,
 

由于关注的成本大大降低,
 

人们有可能以很低的成本关注正态分布曲线的“尾部”,
 

关注“尾部”产生的总体效益甚至

会超过“头部”。
2. 与传统金融相比,

 

互联网金融利用其特有的互联网技术,
 

包括移动支付、
 

云计算、
 

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
 

使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交易,
 

不需要经过银行、
 

券商或交易所等中

介,
 

弱化了传统金融中介的作用,
 

加速金融脱媒,
 

降低了投融资的成本,
 

提高了投融资效

率,
 

丰富了金融产品的种类,
 

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边界。 但同时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普

遍存在风控不严、
 

技术创新不足、
 

监管理念、
 

思维和模式还没能够跟上变革的脚步等问题。
3. 互联网金融是普惠金融,

 

主要体现在其对各类交易场景和金融消费者的开放性。
 

互

联网金融的市场定位主要在“小微”层面,
 

具有“海量交易笔数,
 

小微单笔金额”的特征,
 

这

种小额、
 

快捷、
 

便利的特征,
 

不仅大大改善了消费者的服务体验,
 

同时也是互联网金融深

入发展的未来方向。 从我国实践来看,
 

互联网金融发展更多地惠及三四线城市和农村、
 

偏

远地区群体,
 

在发展普惠金融上表现出了不俗效果。
4. 互联网金融是中国不完善的金融市场环境的必然产物,

 

中国的金融体系长期处于

“金融压抑”之中,
 

利率受到管控,
 

资金主要由银行体系进行配置。 传统金融服务的落后和

供给不足,
 

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实体经济的巨大融资需求没有被满足,
 

大量社会资本缺乏投

资出口,
 

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民的金融需求被严重忽视,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有利于弥补传统

金融短板、
 

满足大多数企业和个人的金融需求。 以阿里巴巴集团的金融服务发展为例,
 

从

为买卖双方提供第三方金融担保平台发起了支付宝业务,
 

到为淘宝店主等小微企业提供便

捷借款渠道的小贷业务,
 

再到大大降低小额资本所有者理财门槛的余额宝业务,
 

其主线都

是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导向,
 

解决的问题均为传统金融的痛点。
5. 互联网金融得以迅速发展,

 

从技术基础来看,
 

与大数据、
 

移动互联、
 

云计算等技术

的发展密切相关。 大数据应用是借助网络平台凝聚的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等形成的海量

数据,
 

通过数据模型处理技术及时提供准确和安全的信息,
 

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

度。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终端的普及,
 

移动互联技术得到了极大提高,
 

这一方面

降低了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对空间的依赖,
 

随时随地进行移动支付、
 

网上理财成为可能,
 

同时提高了对碎片化时间的利用,
 

带动了商务领域的网上购物和金融领域的第三方支付等

业务井喷式发展。 另一方面使得社交网络信息成为传统金融信息的有效补充,
 

个人和机构

在社交网络上的信息碎片,
 

比如个人消费习惯、
 

风险偏好和企业经营情况、
 

信用记录等,
 

经过深度挖掘与分析,
 

可能帮助金融机构设计出更符合实际需求和针对性更强的金融产品

和金融服务,
 

也有利于完善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体系。 云计算包括通过互联网提供的应用

服务以及数据中心提供的软件与硬件服务。 云计算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主要有以下优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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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利于提高运算效率,
 

帮助金融企业增强数据分析能力、
 

缩短运行时间和响应时间等;
 

二是有利于分散风险,
 

云计算不再依赖于大型化、
 

集中化的数据中心,
 

而是将计算能力和

储存空间分散到无数中小型终端上,
 

明显提高了应对自然灾害、
 

黑客攻击等突发事件的能

力,
 

降低了金融风险;
 

三是有利于节约服务器资源,
 

金融机构不需要耗费大量财力设置大

量服务器,
 

大型机构采用私有云,
 

中小机构采用公有云,
 

能够显著降低硬件成本。
6. 结合客户资金大小,

 

流动性需求,
 

风险偏好推荐适合的金融理财产品。
7. 经济发展中的科技与金融相辅相成,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通过创新,
 

改进生产效率,
 

推动物质创造与社会进步: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
 

配置资源、
 

润滑生产,
 

成为实体经济发展

的保障。 科技更多地体现为生产力,
 

而金融更多地体现为社会关系。
8. ①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技术革命主要有制陶、

 

冶炼、
 

造纸与印刷技术。 制陶技术,
 

促

进了计量与计算,
 

为商品货币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冶炼技术,
 

为商品货币过渡到金属货币

提供了可能;
 

造纸与印刷技术,
 

为钱庄、
 

银号、
 

票号、
 

近代银行的发展打开了空间。 ②第一

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工业化应用为标志。 蒸汽动力推动了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
 

需要

大量资本的新产业的发展;
 

股份制组织和资本市场由于能快速集聚资本而得以大发展。
③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应用为标志。 电报由于其时间效率高、

 

保密性强,
 

为银行拓展

跨地区乃至跨境业务提供了技术基础。 ④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
 

计算机技术为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衍生品定价、
 

银行领域的信用卡、
 

借记卡等提供了技术基

础;
 

2018
 

年以来,
 

5G
 

通信、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移动支付、
 

程序化交

易、
 

智能投顾、
 

智能银行等的发展。
9. 科技金融属于产业金融的范畴,

 

是国内特有的一个概念,
 

是由科技创新活动引发的

一系列金融创新行为。 数字金融是指通过互联网及信息技术手段与传统金融服务业态相结

合的新一代金融服务。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
 

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

新金融产业。
10. (1)金融具有计算本质。
①金融活动过程离不开计算。
②宏观金融涉及总量平衡的测算。
③金融算是经济活动的驱动力。
(2)金融计算有较高的算力要求。
①金融是信息敏感性行业。
②金融数据承载着经济活动信息。
③金融市场交易机会的把握需要强算力支撑。
(3)计算机推动金融复杂化创新,

 

如投融资产品设计、
 

风险管理类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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