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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印尼金融科技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正日益成为印尼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

文介绍了印尼金融科技发展态势，分析了印尼金融科技监管主体、重点法律法规及国际合作概况，

并就加强双边金融科技合作提出初步看法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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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一系列技术创新，全面应用于支付清算、借

贷融资、财富管理、零售银行、保险、交易结算六

大金融领域，系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 [1]。过

去 3 年，印尼金融科技呈快速发展态势，正成为数

字经济增长的支柱。金融科技监管成为 2018 年 10 月

巴厘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年会

的焦点问题，会议通过了金融科技监管一揽子政策，

为世界各国金融科技发展提供了指南。

1　印尼金融科技发展现状

1.1　金融科技正成为印尼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印尼经济金融发展研究所（Indef）与印尼金融

科技协会 （Aftech）共同研究结果显示 [2, 3]，自 2016 年

末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OJK）发布首个点对点

（P2P）借贷监管条例以来，截至 2018 年 8 月，金

融科技产业直接或间接为印尼经济贡献 25.97 兆印尼

盾（约 17.9 亿美元）。从家庭消费角度看，金融科

技促进消费 8.94 兆印尼盾。这表明金融科技能在宏

观层面改善印尼经济。金融科技产业吸纳就业21.54万

人，劳动报酬达 4.56 兆印尼盾，与之直接相关的贸易、

金融和保险等三部门受益最大。

1.2　金融科技企业持续快速发展

据印尼金融科技协会年报，受益于相关法规提

供的政策稳定性支持，2017 年金融科技企业呈持

续快速增长态势。截至 2017 年底，印尼共有 235 家

金融科技公司 [4]，其中，支付类仍占主导地位，贡

献 39%；借贷类占 32%；市场提供类占 11%；投

资管理占 11%；保险占 4%；股权融资占 3%。这

份报告还研究了印尼科技金融用户的主要群体特

征 : 年龄在 25~35 岁之间的中产阶级群体，月收入

500 万 ~ 1 500 万印尼盾（约 2 500~7 500 元人民币），

他们熟悉技术，因此更容易采用基于新技术的创新。

1.3　P2P 借贷数额暴发式增长

2016 年在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注册的 P2P 金

融科技服务公司放款额仅 2 840 亿印尼盾（约 0.2 亿

美 元），2017 年 放 款 额 达 2.56 万 亿 印 尼 盾（ 约

1.75 亿美元），是 2016 年的 8.75 倍 [5]。2018 年上

半年在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注册的 P2P 金融科技

服务公司共 63 家，放款额达 7.64 万亿印尼盾（约

5.4 亿美元）。2018 年下半年以来，P2P 放款额平

均每月 2 万亿印尼盾，截至 9 月底，有 73 家 P2P

金融科技服务公司在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注册，放

款额达到 13.68 万亿印尼盾（约 8.34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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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款人数达到 16 万，借款人数达到 230 万 [5]。截

至 2018 年底，P2P 借贷平台放贷数额达到 20 万亿

印尼盾（14.19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681.25%。

借款人数剧增至 400 万。在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注

册的 P2P 金融科技公司达 88 家 [6]。印尼中小微型

企业超过 6 000 万家，其中有 4 900 万家未在银行

开户，融资缺口约 1 000 万亿印尼盾（合 750 亿美

元），P2P 借贷在服务中小微型企业融资上潜力巨

大 [7]。与此同时，一些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如 P2P

平台未在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注册便擅自开展业

务、采用不合规方式催收欠款等，在印尼引起较大

负面影响。

1.4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为金融科技提供了机遇

佐 科 总 统 大 力 支 持 发 展 数 字 经 济， 提 出 到

2020 年建成东南亚最大数字经济体，培育 1 000 家

初创企业，总市值达 100 亿美元。根据麦肯锡 2018 年

8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 [8]，印尼电商市场规模将从

2017 年的 80 亿美元增至 2022 年的至少 550~650 亿

美元。报告认为，印尼人口红利不断释放，预计

2030 年工作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 70%。

数字经济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目前，印尼

电商领域有 4 个独角兽企业（市值超 10 亿美元企

业），数量占东南亚的 4/7，政府目标是 2019 年

至少拥有 5 个独角兽企业。全球知名风投调研机构

CB Insights 数据显示，2016 年 6.31 亿美元风险资

本投向印尼电商，远高于 2015 年的 3 100 万美元。

2017 年前 9 个月，已有 30 亿美元风险投资注入印

尼 [9]。作为小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互联网集市平台，

PT. Tokepedia 于 2017 年 8 月从阿里巴巴获得 11 亿

美元融资。2017 年 5 月，腾讯和京东商城向印尼

知名摩托车打车平台 Go-Jek 投资 12 亿美元。

2　印尼金融科技监管主体与法律法规

印尼金融科技领域监管，由印尼银行（Bank 

Indonesia，BI）和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负责，印尼

信息与通讯部起辅助作用 [10]。印尼银行和印尼金

融服务管理局监管领域有所不同，各有一支监管队

伍，两者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也有评论认为，如

金融科技公司业务涉及两机构的监管，则需分别到

两机构备案，不仅费时且易造成混淆，不利于国外

机构在印尼开展金融科技服务业务 [11]。

印尼银行系印尼央行，作为政府主要职能部

门，负责制定货币政策，保持货币及金融体系的稳

定。2013 年 12 月 30 日，央行的微观审慎监管职

能转至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印尼银行认为，支付

对货币稳定性有重大影响，故将支付领域金融科技

纳入其监管范围内。

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依据印尼 2011 年 21 号法

律 [12] 成立，系独立运作机构，具有监管、监督、检查、

调查的职能、职责和权力。该机构负责银行、资本

市场、保险、养老基金、融资机构等金融服务机构

的各种金融业务监管。其职责是采用有序、公正、

透明、负责任的工作方式，对金融服务业特别是金

融科技生态系统进行监管，创造持续稳定增长的金

融体系，保护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印尼金融服务

管理局由委员会领导，采用集体与和议制。委员会

成员 9 人，经国会投票确定后，由总统任命。

印尼信息与通讯部负责与金融科技有关的涉

及电信及信息技术的监管职能。三者分工见表 1。

2016 年，49% 的金融科技服务界人士认为监管进

程太慢，61% 的受访者表示，监管规定不够清楚。

2017 年下半年，随着 P2P 业务的迅速发展，印尼

政府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进程明显加快。

2.1　印尼银行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政策

印尼央行对金融科技发展持积极审慎态度，先

后成立了金融科技办公室、国家支付网关及以监管

沙箱为核心的监管体制，目的是营造金融科技发展

的良好生态环境，增加金融包容性，有效保护消费

者，防止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行为。为保持货币

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并维持金融体系稳定，金融科技

活动必须受到有效监管。

金融科技办公室发挥统领作用。2016 年 11 月

14 日，印尼央行行长阿古斯宣布，为支持实施国

家电子商务路线图、加速发展金融科技产业，决定

建立国家金融科技办公室（BI-FTO）[13, 14]。金融科

技办公室具有 4 项主要功能：一是作为促进印尼金

融科技发展创新理念交流的催化剂 / 促进者；二是

作为商业情报部门，为金融科技公司提供最新的经

济数据和政策信息；三是评估金融科技企业创新模

式及产品的潜在收益和风险，为央行政策制定提供

依据；四是发挥协调和沟通职能，增进对现有监管

框架的理解，并促进各部门法规间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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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4 日，印尼银行推出了期待许

久 的 国 家 支 付 网 关（National Payment Gateway，

NPG） [15]。启动国家支付网关目标有三：一是创建

一个互联、可互操作且能够处理交易的支付系统生

态系统，包括国内授权、清算和结算，方便民众跨

行交易，降低交易成本。跨行交易成本由原来的

2%~3% 降至 1%；二是通过每次交易中客户交易数

据的安全性来改善消费者保护。三是确保国家支付

系统中交易数据的可用性和完整性，以支持货币政

策传导的有效性、中介效率和金融系统的弹性。此

外，国家支付网关还充当支持政府计划的支柱，包

括扩大无现金社会支持、收费公路和公共交通电子

化、金融包容性及总统条例规定的电子化国家贸易

体系发展路线图。

为实现上述目标，印尼央行分别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颁布第 19/8/PBI/2017 号印尼银行条例（6 月

22 日生效），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颁布第 19/10/

PADG/2017 号理事会会员条例。19 号条例规定，

国家支付网关运营方涉及 3 类机构：标准机构、转

换机构和服务机构。转换机构要求印尼方占有股份

不低于 80%。印尼美国商会认为，此项规定具有

歧视性，易引起争议，这也是印尼与美国贸易谈判

的一项内容。

颁布以监管沙箱为核心的金融科技服务监管

条例。2017 年 11 月 30 日，印尼银行首次发布了

金融科技监管条例 No.19/12/PBI/2017[16]，旨在规范

金融科技行为，以促进创新，保护消费者，管理风

险，以维持货币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构建高效、安

全和可靠的支付系统。该条例将金融科技活动分为

以下几类：支付系统；市场支持；投资管理和风险

管理；贷款、融资和提供资本；其他金融服务。条

例明确金融科技供应商必须遵守消费者保护、交易

数据信息保密等 6 项原则，符合创新性等 5 项标准。

条例还规定，支付领域科技金融服务公司结算必须

使用印尼盾，不能使用虚拟货币。该条例对注册、

监管沙箱测试、许可与批准、监督与监管、合作及

处罚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为落实 19 号条例，印尼银行同时发布了两

个 衍 生 条 例（No.19/14/PADG/2017，No.19/15/

PADG/2017）。14 号衍生条例规定，成立金融监管

沙箱，测试金融服务产品，使金融服务领域创业者、

监管者和消费者能更好地体验尝试开发的新产品、

技术及商业模式。符合进入监管沙箱测试的企业，

在金融技术标准上应具备如下条件 : 创新性；对现

有产品、服务、技术和商业模式具有影响；使公众

受益；能广泛应用；及央行确定的其他标准。

15 号衍生条例规定，支付领域金融科技服务

公司必须在印尼银行注册， 原已在印尼银行或其

他监管机构（如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注册的企业

无须另外注册，但须就其经营范围、业务进展进行

月度报告。央行希望通过信息技术促进创新，同时

保护消费者。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在印尼银行注册的金融

科技公司达 49 家，其中，支付技术类 36 家，市场

支持类 10 家，支持提供者 3 家。

2.2　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的监管法规

2.2.1　互联网借贷服务法规

2016 年 12 月 28 日，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发

布了 No.77/P0JK. 01/2016 条例 [17]，就基于信息技

术的互联网借贷服务（即金融科技网贷，P2P） 做

出了监管规定。其核心内容包括：

（1） 网贷平台运营商（金融服务提供商）必

须是在印尼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 （PT）或强制合

作法律实体（合作社）。外国公民或合法企业需以

监管机构 具体监管职责

印尼央行 电子钱包、电子现金、支付网关、本金、转换公司、发卡与收卡方、清算所、结算代理、虚拟货币、
区块链、国家支付网关、付款交易支持（如 ATM、EDC 及数据中心等）

金融服务管理局 P2P、众筹、数字银行、保险技术、资本市场金融科技、风险投资、网上融资、数据安全、消
费者保护

通讯信息部 电信、信息技术、与信息技术有关的金融科技

表 1　印尼央行、金融服务管理局、通讯信息部监管职责

·科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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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成为运营商，但直接或间接占有

所有权的比例不得超过 85%。

（2）运营商必须向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提交

注册申请。注册资金最少为 10 亿印尼盾（约 50 万

元人民币）；符合条件者 10 日内可获印尼金融服

务管理局批复。在本规定生效之日（2016 年 12 月

29 日）前已开展 P2P 贷款服务的运营方，必须在 6 个

月内向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提交注册申请。

（3）运营商获准注册一年内，须申请许可证，

符合条件者 20 日内可获批复。1 年内未申请许可

证或不符合许可证条件的，注册证书将被吊销，且

不能再次申请注册。运营商申请许可证时，须最少

有 25 亿印尼盾（约 125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金。

（4）借款人的每笔贷款不得超过 20 亿印尼盾

（约 100 万元人民币）。

（5）获准注册的运营商每季度结束后 10 日内

上报经营业绩报告。 

（6） P2P 运营方必须使用在银行设立的虚拟

账户和托管账户，为每个贷款人（出借人）建立虚

拟账户。借款人还款时须通过运营商托管账户转给

出借人虚拟账户。

（7）本条例未规定最高利率，仅要求金融科

技公司在向投资者和消费者提供关于利率的建议时

“考虑公平性和国民经济发展”。 

（8）贷款方必须使用印尼盾，并通过网络经

电子系统进行撮合，运营方不可参与借贷活动。

（9）运营商必须在印尼建立数据中心和数据

损害恢复中心。

（10）为保护借贷双方利益，运营商必须遵守

以下原则：透明、公平对待、可靠性、保密性和数

据安全性。

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关于信息技术风险管理

和信息技术借贷服务管理的通函（No.18/SE 印尼金

融服务管理局 . 02/2017）对上述未尽事宜进行了细

化。

2.2.2　金融领域数字创新法规

2017 年 10 月，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发布了

《2017—2022 年发展规划》，制定了 10 项主要政

策和实施方案。其中第七条是通过适当监管，优化

金融科技发展。具体而言，将加强金融科技监管，

确保国家能从行业发展中受益，并控制好风险，不

留下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

2018 年 8 月 16 日，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在借

鉴印尼央行针对支付领域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和预

审机制经验的基础上，发布了数字金融创新条例

No.13/POJK.02/2018[18]，对金融科技监管提出了一

揽子规定，建立了监管沙箱体制。该条例填补了印

尼银行 No.19/12/PBI/2017 条例的空白。

2018 年第 13 号条例对数字金融创新（DFI）的

定义是，“通过数字生态系统在金融服务领域提供

附加值的业务流程、商业模式或金融工具中的任何

形式的创新。”该条例适用于符合以下标准的数字

金融创新业务运营商：

（1）创新和面向未来；（2）以信息和通信

技术为主要手段，向金融服务部门的消费者提供

服务；（3）支持金融包容性；（4）对公众有益和

可及；（5）兼容融入现有金融服务；（6）采用协

作方式；（7）遵守消费者和数据保护要求。

条例明确了数字金融创新金融服务业务范围，

涵盖了许多具体活动（见表 2）。

根据该条例，运营商可以金融服务机构或其他

商业实体（有限责任公司或合作社）形式从事金融

服务业。需要注意的是，该规定明确禁止后一种运

营商管理投资组合或风险敞口。

数字金融创新监管体制包括 3 个独立但又相互

联系的部分：备案、监管沙箱和注册。

备案：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对数字金融创新

领域金融服务业务的分类，旨在尝试识别应接受印

尼金融服务管理局监管及备案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和

其他机构，以区别于央行监管范畴的金融服务机构

和商业模式。所有符合条件的运营商，除在该条例

发布前已在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注册和 / 或从印尼

金融服务管理局获得许可的运营商（含 P2P 运营

商）外，都必须向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申请备案。

监管沙箱：在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备案的金融

服务提供商，需经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审核是否有

资格参与监管沙箱流程。监管沙箱是“由印尼金融

服务管理局建立的测试机制，用于评估金融服务运

营商的业务流程和模型、金融工具及管理流程的可

靠性。”监管沙箱测试时间为一年，必要时延长半年。

根据监管沙箱的结果，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将确定

运营商的具体状态。可存在的状态如下：（1）“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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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运营商可以进入到注册阶段。（2）“需要

改进”：运营商必须在 6 个月内采取补救措施来改

进其模式。（3）“不推荐”：运营商将自动从备

案中退市。去年 8 月 20 日，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

在雅加达正式启动监管沙箱（也称数字金融技术创

新中心），旨在为监管者、政府、创业企业和消费

者商讨金融科技相关技术提供平台，在促进创新的

同时，保护消费者权益。

注册：在收到“推荐”状态后，运营商必须

在 6 个月内向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申请注册，否则，

其“推荐”状态将被撤销。根据条例，其他运营商

若具有与获得“推荐”状态的运营商相同的数字金

融创新业务模式，应直接向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提

交注册申请。符合规定且材料完整的注册申请 30 天

内可获批准。除了受到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监督外，

已注册的数字金融创新提供商还需通过记录与其业

务模式相关的主要风险来进行自我评估。获得“注

册”身份的运营商有权在提供或营销其产品或服务

时列出或使用其注册号。

目前，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正在制定必要的

技术指南，并建立数字金融创新供应商在线注册系

统。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决定于 2019 年 1 月对首

批印尼金融科技企业进行安全测试。截至 2018 年

10 月，已有 21 家备案的创业企业进行监管沙箱测

试。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要求所有金融科技创业企

业于 2018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登记备案。

2.3　印尼金融科技协会制定的行为准则

经过一年的筹备，印尼金融科技协会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发布了“负责任贷款行为准则”[19]，43 家

公司成员表示将遵守准则。准则确定的三大原则

是：产品透明度和招标方式；防止过度贷款；诚信

原则，报价、放款、收款活动要人道，不能有暴力

及数字欺凌。协会负责人表示，准则将有助于民众

增加对金融科技行业的信任度，印尼金融科技协会

作为守门员，负责监督并向公众表明所有科技金融

行为者都将遵守道德准则。印尼金融科技协会呼吁

所有金融科技公司到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和印尼金

融科技协会注册，以防行为不端，促进行业长期健

康发展。印尼金融科技协会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目前有 190 家会员，其中 P2P 借贷 80 家，支付 60 家，

市场支持 4 家，众筹 4 家，金融管理 2 家，保险科

技 2 家，其他领域 38 家 [20]。

3　印尼金融科技合作概况及中印尼金融科

　……技合作建议

金融科技合作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

题。2018 年 10 月在巴厘岛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世界银行年会上，印尼政府推动通过了“金融

科技议程”[21]，为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

金融科技议程的 12 项政策要素主要包括：承诺支

业务范围 涵盖的具体活动

交易结算 所有交易结算，包括投资结算等

资本积累 包括股权众筹、虚拟交易、智能合约和替代尽职调查等

处理投资管理 包括高级算法、云计算、功能共享、开源信息技术、自动化建议和管理、社交交易
和零售算法交易等

资金积累和分配 包括点对点借贷、替代裁决、虚拟技术、移动 3.0 和第三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

保险 包括共享经济、自动汽车、数字化分销、证券化及对冲基金等

市场支持 包括人工智能 / 机器学习、机读新闻、社交情绪、大数据、市场信息平台以及自动数
据收集和分析等。

支持数字融资 包括社会 / 生态众筹、伊斯兰数字融资、e-waqf、e-zakat、机器人建议和信用评分等

其他金融服务 包括发票交易、代金券、代币和基于区块链应用程序的产品等

表 2　数字金融创新条例涵盖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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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金融科技发展；启用新技术提供更多金融服务；

建立自由、开放和充分竞争的市场；培育金融科技，

促进金融包容性和金融市场发展；密切关注金融科

技发展，加深对金融科技体系的认识；调整监管框

架和做法，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有序发展；维护

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开发强大的财务和数据基础设

施，保障金融科技的利益；鼓励国际合作和信息共

享；等等。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经济体，人口 2.6 亿，大多

数人口年龄低于 35 岁，金融包容性低，被视为金

融科技发展的“天堂”。根据 2017 年统计数据，

印尼至少有 1.327 亿人使用互联网，9 200 万人使

用智能手机。美国亚马逊、微软、苹果等商业巨头

纷纷在印尼建设数据中心、创新中心。日本 LINE

公司决定与韩国 Hana 银行合作，于 2020 年在印

尼推出具有创新性且容易使用的金融科技服务业

务。LINE 公司目前在印尼有 9 千万注册用户，希

望通过金融科技扩大用户数量。

2018 年 3 月 15 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阿里云

宣布在印尼建立的首个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作。该

数据中心为印尼首个国际化共有云平台，将为当地

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及初创企业提供多种产品和服

务，主要包括弹性计算、数据库服务、网络、安全、

中间件以及人工智能等，满足金融科技、电子商务、

物流、运输和制造业等一系列行业需求。

去年 10 月 25 日，印尼国家银行（BNI）技术

总监达当透露，中国最受欢迎的两个支付平台——

微信支付 (WeChat Pay) 和支付宝 (Alipay)，将与印

尼国家银行建立伙伴关系，在印尼开展支付业务。

目前，双方正在商谈支付合作有关法律事宜。此前，

印尼银行高级副行长米拉扎表示，鼓励支付宝和微

信支付与当地银行合作在印尼开展业务，这有助于

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中国和印尼同为发展中大国，金融科技发展潜

力巨大。为促进双边金融科技合作，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开展金融科技政策交流。自 2016 年以来，

印尼政府釆取“聪明与机敏”的政策，支持金融科技

企业创新，同时密切观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釆

取监管措施，努力营造金融科技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良

好生态环境。过去两年，随着数字金融创新的发展，

印尼政府又出台了一揽子政策措施。今年初印尼政府

又发布了股权众筹条例。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正在探

索规范 P2P 金融科技贷款的利率。尽管我国金融科技

应用特别是在线支付领先世界，但印尼政府积极探索

鼓励金融科技发展并保护消费者的务实做法，值得中

方借鉴。中方金融科技监管机构可与印尼央行、印尼

金融服务管理局开展政策合作交流。

二是印尼政府成立金融科技办公室的做法值

得借鉴。印尼金融科技办具有催化剂、商业情报、

评估、协调 4 项功能，能有效统领和跟踪金融科技

发展，优化金融科技技术开发，反馈金融科技发展

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金融科技正成为数字

经济的支柱，建议设立国家金融科技办公室。

三是借鉴印尼政府建立监管沙箱的做法。监管

沙箱为金融服务领域创业者、监管者提供了完善开

发新产品、技术及商业模式的平台和“试验田”，

在促进创新的同时又保护了消费者权益。当前，全

球金融数字创新企业蓬勃发展，仍有许多有待探索

的服务、产品、技术与运作模式，监管沙箱十分必

要，中方可积极借鉴此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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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RN is the world famous experimental base for high energy physics. Upholding the philosophy 
that science is for peace and science is for society, CERN has not only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its 
knowledge creation, but also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expertise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dustry, bringing positive impacts to economy and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CERN’s knowledge transfer 
policies,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specific measures, as well as the key areas and effect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institutions and persons in China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participate in releva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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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ntech industry in Indonesia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over recent years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Indonesian Fintech development overview is introduc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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