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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專論 

跨界整合力量：場景金融在促進產業融合中的作用與挑戰 

                                                         呂文正 
                          王光賢 

 

摘 要 
 

場景金融已逐漸成為金融產業中的核心議題。這一模式強調將金融服務

無縫地融入消費者的日常生活，代表著從傳統金融服務向新型客戶體驗的轉

變。它能提升顧客的體驗，擴大市場範疇，帶動數據驅動的創新，提高效率

及減少成本，並增強金融機構的市場競爭力。本文以 Uber 做為最主要之個案

分析對象，說明場景金融在促進產業融合中的作用與可能遇到的挑戰。要成

功地進入場景金融，建議金融機構需要具備以下條件：先進的技術基礎，例

如資料分析能力和高度的資訊安全；創新的商業模式，特別是合作策略和客

戶中心的服務；靈活的組織結構和鼓勵創新的文化；明確的市場定位；以及

對法規的了解和合規機制。且研析最快速的場景金融應用包括行動支付與即

時結帳、嵌入式金融產品、虛擬貨幣與區塊鏈技術應用、個人化推薦與行銷，

以及利用 AI 助理和聊天機器人提供 24 小時的客戶服務。場景金融將對金融

產業的發展和創新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金融機構需做好充分準備，策略性地

切入此新興領域，才能在市場中保持競爭力並滿足消費者的變化需求。 

 

一、緒 論 
 

在 21 世紀的金融風潮中，科技的急劇演進已引領全球金融市場走向前所

未有的變革。這不僅展現於交易數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改變了我們對金

融的質性認知。特別地，「場景金融」作為金融科技(fintech)的新篇章，對於

當前以及未來的金融市場，都擁有不可忽略的戰略地位。本文將深入探索場

景金融的核心意義、技術發展以及其在當代金融產業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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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場景金融」的概念，首先要清楚它並不僅僅是一個金融工具或

服務。事實上，它更多的是描述一種全新的金融服務傳遞方法。它旨在將金

融元素無縫地融入消費者的日常生活中，例如在購物、旅行、社交媒體等日

常場景中實現便捷的金融交易。隨著智慧型手機和移動應用的飛速普及，無

所不在的移動網際網路為場景金融的興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消費者現在可

以隨時隨地，無需進入實體銀行或專用平台，就能完成各種金融操作。例如，

使用社交應用時，不僅可以與朋友互動，還可以順利完成轉賬、支付或投資

等金融業務。 

同時，進階的數據技術為場景金融提供了強大的後盾。金融機構透過大

數據、雲計算及人工智慧的輔助，能夠更精確地洞悉消費者的行為模式和需

求，從而提供更為個性化的服務。例如您正在查詢旅行資訊，金融機構就可

能根據您的搜索行為，提供度身定制的旅行保險或貨幣兌換建議。 

場景金融的崛起並非僅受科技發展的驅動，政府的金融政策與監管框架

在其中也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許多國家的金融監管部門已開始鼓勵和支持

創新金融模式，希望通過場景金融更好地服務大眾。但同時，這也伴隨著一

些潛在的風險，如金融交易安全、隱私保護和公平透明的問題，這些都是需

要跨部門合作來克服的挑戰。 

場景金融作為金融和科技交融的產物，不僅重新定義了我們的金融交易

模式，還為市場帶來了無窮的可能性。從理論到實踐，再到政策與監管的角

度，我們希望本文能提供對場景金融全面而深入的解讀，進一步豐富大家對

這一新興領域的認識，也將帶給未來金融產業發展時的方向參考。 

 

二、金融科技至場景金融的發展與衍生 
 

金融科技在近十年來已經從一個新興概念，演變為全球金融業的核心驅

動力。隨著金融科技的不斷創新和發展，場景金融作為其一個子集，也逐漸

浮現並引領了新一波的金融服務變革。金融科技發展與衍生至場景金融中的

要點如下四點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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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金融科技的演進 

傳統金融模式長期以來被視為保守、效率低下和較少創新。而金融科

技的興起源於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初期，金融科技主要著眼於線上支付、

P2P 貸款、數位貨幣等領域。但隨著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區塊鏈、人工智

慧、雲端計算和大數據等技術的演進，金融科技的應用領域逐漸擴大，涵

蓋了幾乎所有的金融服務，從資產管理到保險，從商業銀行到投資銀行。 

㈡場景金融的出現 

在金融科技發展的同時，消費者的行為和需求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隨著移動式網際網路的普及，消費者開始尋求更為即時、便捷的金融服務，

這促使金融機構尋求新的方法來提供服務。場景金融應運而生，它將金融

服務融合到消費者日常生活的各種場景中，使得消費者可以在任何時候、

任何地點進行金融交易。 

㈢技術驅動的場景金融 

金融科技提供了實現場景金融的技術基礎。例如，大數據技術可以幫

助金融機構分析消費者的行為和需求，從而提供更加個性化的金融服務；

區塊鏈技術可以確保金融交易的安全性和透明性；人工智慧可以提高金融

機構的風險管理和決策能力。 

㈣從產品導向到場景導向 

傳統金融業多以產品為中心，但場景金融將焦點轉向了消費者的真實

需求。例如，在過去，當消費者需要購買汽車時，他們需要到銀行申請汽

車貸款；但在場景金融的模式下，當消費者在汽車經銷商或線上平台選擇

汽車時，金融服務已經被嵌入到了這個購物過程中，使得消費者可以更加

方便地完成購車和融資的整個過程。 

隨著 5G、萬物聯網和邊緣計算等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場景金融的應用

領域將更加廣泛。未來可以預見到在更多的日常場景中，金融服務將被無

縫地融合，從而提供更加高效、便捷和個性化的金融體驗。 

 



 - 4 -

三、平台經濟 

 

上述的接合一般會透過平台經濟來進行，而所著眼的場景仍在於產業所

提供給消費者的環境，金融服務則是內隱在環境之中。在產業端也將因為消

費者特徵的改變，將由傳統的「線性生產」(pipeline)模式轉為「平台經濟」

(platform economy)模式，其中前者模式是採循序漸進的方式製造與轉移價

值，起點是生產者者，終點則是消費者。自工業革命之後的生產型式幾乎都

屬於這種，在整個生產過程中所強調的是技術、成本與市場，即形成「線性

價值鏈」(linear value chain)，其示意圖如下。 

 

 

圖 1 線性價值鏈之運作示意圖 

 

這種線性生產的問題在於廠商需擁有實體產品與實質服務，被動性的等

客戶上門。近年來，線性生產開始轉為平台經濟的經營模式，所強調的是需

求與供給之間的「互動」，平台廠商在大部份的情形下並不需要擁有實體產品

與實質服務，因之形成平台複雜價值矩陣。其運作示意圖如圖 2。 

 

 

圖 2 平台經濟之運作示意圖 

 

平台經濟的核心概念是連結與媒合，其提供基礎設施與規則，將使用者

群組的產品和服務集中到雙邊市場，為兩方群組提提供便利的交易，這裡所

謂的兩方，即是經濟學中老生常談的供需雙方。若以實體市場來說，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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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去找上廠商是個問題，廠商怎麼找上願意淘錢的消費者更是困難。在線

上市場中，消費者突然發現不在只是侷限於地理位置上的在地廠商，廠商數

量爆增，消費過程的時間成本爆增；廠商也是遇到相同的問題，看似在線上

找到比實體大了許多倍數的消費者，但這倍數成長的消費者該如何去接觸，

也是廠商頭大的疑問。換言之，在線上市場中，如何有效率的媒合交易將是

關鍵。因此可以將平台想像成是一個具有供需兩端的資源中心，藉由媒合兩

端，達成增進商業效率，創造經濟價值的商業模式。在圖 2 中，可以清楚的

看到金融科技在線上平台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與平台業者、金融科技公

司與金融業者相互合作下，在特定的經濟環境/場景環境下，促成有效率的媒

合交易。 

目前的平台經濟到處可見，但實際上這與金融科技的本質還是稍有不

同。其各自具有獨特性，且在多個層面上相互作用和交織，形成了緊密的關

聯。平台經濟主要透過技術平台將供需方連接起來，如 Uber 和 Airbnb 等；

而金融科技則運用新技術於金融服務中，為了提供更高效和低成本的金融解

決方案。這兩者都建立在先進的技術基礎之上，如大數據分析、雲端計算、

人工智慧和區塊鏈，這些技術不僅讓平台能夠處理大量的交易和數據，也支

持了金融科技多種創新應用。 

數據在平台經濟與金融科技中均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在平台經濟中，數

據分析能夠更好地匹配供需方，提供個性化的服務。而在金融科技中，數據

同樣在信貸評估、風險管理和投資策略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時，無論

是平台經濟還是金融科技，都強調優化用戶體驗。透過技術創新，它們提供

了更快速、更方便的服務，從而提升了客戶的整體滿意度。此外，金融科技

和平台經濟也都在推動普惠金融，使得更多的人能夠獲得金融服務，尤其是

那些傳統金融體系較難觸及的人群。 

隨著技術和商業模式的發展，平台經濟與金融科技之間的界限也變得越

來越模糊。許多技術平台，如阿里巴巴的螞蟻金服，已經進入金融領域，而

許多金融機構也開始運用平台策略。然而，這兩者的迅速發展也帶來了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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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政府和監管機構面臨的是如何在促進創新與確保市場的公平和安全

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綜合以上，平台經濟與金融科技在當今的數位轉型中

共同推動了全球經濟的發展，並將繼續塑造未來的經濟景象。透過深入理解

這兩者之間的關聯，相關產業可以更好地預測和應對未來的挑戰和機會。 

 

四、金融科技與場景金融在技術上的差別 

 

金融科技與場景金融都被視為當代金融產業的核心趨勢。雖然它們都極

為依賴先進的技術進行創新和提供服務，但它們在技術應用和焦點上有著根

本的差異。首先，從定義角度來看，金融科技主要著重於利用技術優化或取

代傳統金融服務，其目的是為了提供更高效率、便捷和低成本的解決方案。

這些方案可能包括線上銀行、P2P 貸款、電子支付解決方案或投資管理等各

種應用。 

相對而言，場景金融則更加注重與消費者日常生活的融合。其旨在創建

一個與消費者在特定場景或生活場合下的需求和行為密切相關的金融體驗。

舉例來說，當消費者在電商平台購物時，場景金融可能會提供分期付款或信

用購買的選項；或者在社交平台上，用戶可以輕鬆地進行小額資金轉帳或收

款。 

技術焦點方面，金融科技的主要關注點在於金融流程的自動化、數據分

析以及風險管理。許多金融科技公司都在積極尋求如何使用機器學習、人工

智慧或區塊鏈技術來優化這些流程。例如，利用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進行信

用評分可以幫助金融機構更準確地評估借款人的風險，而區塊鏈技術則可以

確保交易記錄的透明性和不可篡改性。然而，場景金融則更多地專注於用戶

體驗和交互設計。它需要深入了解用戶在特定場景下的需求和行為，然後根

據這些需求提供相應的金融服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場景金融可能會利用

虛擬實境、擴增實境或物聯網等技術，這些技術可以提供一個沉浸式、真實

感強烈的金融體驗，使消費者感覺金融服務就像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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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據應用上，金融科技通常注重結構化的大數據分析和預測模型。這

些數據，如交易記錄或信用報告，可以幫助 FinTech 公司進行風險評估、投

資建議或市場預測。與此不同，場景金融更加關心非結構化的行為和社交數

據，如社交網絡上的互動、位置數據或消費偏好。這些數據有助於場景金融

更好地理解和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此外，從用戶交互的角度看，金融科技往

往提供獨立的金融應用或平台，需要用戶主動去尋找和使用。而場景金融則

是將金融服務無縫地整合到用戶已經參與的場景中，這樣用戶可以在不感到

突兀的情況下享受到金融服務。最後，在創新速度上，由於金融科技涉及到

金融流程和模型的深度優化，其創新往往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測試和調整。

但場景金融，由於其更強調用戶體驗和場景創新，往往能夠實現更快速的創

新和迭代。 

在場景金融的背景下，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扮演著一個核心角色，其

等同於經濟學中的外部性效果(externality)。正網絡效應與負網絡效應分別描

述了網絡參與者數量增加時，網絡價值的正向和負向變化。所謂正網絡效應

是指當一個網絡或平台的參與者數量增加時，每一位參與者從網絡中獲得的

價值也隨之增加。在場景金融中，正網絡效應將展現在以下方面： 

1.擴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選擇：隨著更多的供應商和消費者加入，場景金融

平台可能會提供更多元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2.數據的價值增加：隨著參與者數量的增加，金融機構可以收集到更多的數

據，從而更精準地進行信用評分、風險評估和市場預測。 

3.交易流暢性：大量的用戶和交易參與者可以確保交易的流暢性，減少資金

閒置時間。 

4.更強的信任和安全感：一個受到眾多人信賴的平台更可能吸引到新的參與

者，建立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 

而負網絡效應與正網絡效應相反，負網絡效應是指網絡參與者數量過多

時，每位參與者從網絡中獲得的價值實際上可能會下降。在場景金融的背景

下，負網絡效應可表現在以下方面： 

1.競爭激烈：過多的供應商或金融產品可能會導致市場飽和，使得各個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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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很難脫穎而出。 

2.數據過載：過多的數據可能會使得金融機構難以進行有效的分析，導致決

策的不準確。 

3.平台的管理困難：隨著參與者數量的增加，確保所有參與者的行為都符合

平台的規範和標準變得更加困難。 

4.資訊安全問題：大型的金融平台可能會成為駭客的主要目標，安全問題可

能會增加。 

 

五、場景金融的個案-Uber 
 

在談論網絡效應時，許多研究都會論及 Uber 所形成之正網路效應，確實

正網絡效應在許多現代的技術公司，特別是平台型業務與場景金融中都有所

表現，而其中，Uber 可以說是這種效應的經典案例之一。PayPal 的主管在論

述 Uber 時，認為這家公司能夠快速成長並取得市場優勢，很大部分是得益於

正網絡效應的強大推動。以下將進一步探討 Uber 如何通過正網絡效應確立其

在共乘市場的領先地位。其運作示意圖如下： 

 

 

圖 3 Uber 之正網絡效應 

 

依據圖 3，可以得出 Uber 的成功在於： 

⑴初期的策略與市場定位：當 Uber 首次進入市場時，它針對的是高端的車輛

叫車市場，提供頂級的服務。這不僅讓它得到了初期用戶的好評，也為它

贏得了第一波的忠誠客戶。這一決策確保了 Uber 在初期就擁有了穩定的用

戶群和駕駛員，為之後的擴展打下了基礎。 

⑵增加的用戶帶來更多的駕駛員：當 Uber 的用戶數量增加時，這對於駕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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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意味著更多的收入機會。這使得更多的駕駛員被吸引到 Uber 這個平台

上來。而更多的駕駛員又意味著用戶可以更快速地叫到車，進一步提高了

用戶的滿意度。 

⑶獨特的定價機制：Uber 引入的「動態定價」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激發了正

網絡效應。在需求高峰期，價格上升吸引更多的駕駛員提供服務，而在需

求低迷時，較低的價格則吸引了乘客。 

⑷數據利用與優化：Uber 擁有大量的數據，從中可以分析乘客的行為和偏

好、駕駛員的活動模式等。通過對這些數據的深入分析，Uber 可以更好地

調整其業務策略，提高效率，進一步鞏固其市場地位。 

⑸品牌效應與口碑傳播：隨著 Uber 的知名度不斷上升，品牌效應進一步增強

了其正網絡效應。當人們在討論叫車服務時，「Uber」已經成為了一個代名

詞。這種口碑傳播使得更多的人選擇使用 Uber，而不是其他的叫車服務。 

⑹擴展到新的市場與業務：隨著市場份額的增加，Uber 也進入了新的市場和

推出了新的服務，如 UberEats。這種擴展策略使得其正網絡效應得到了進

一步的放大。 

正網絡效應對於 Uber 的成功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 Uber 不僅僅是一家

共乘平台，它同時也是一家典型的金融科技公司，這點在其業務模式和運營

策略中都有所體現。一般談論金融科技，主要是指那些利用先進技術，特別

是資訊科技，以提供金融服務的創新公司。Uber 的支付系統、資金流管理以

及其與其他金融服務的整合，都展現了金融科技的特點。 

首先，Uber 透過其應用程式提供了一個極為便捷的支付系統。用戶可以

選擇將信用卡或其他支付方式與帳戶關聯，從而實現無縫支付。這種自動化

的支付過程省去了傳統叫車服務中的現金交易或手動刷卡的繁瑣，為用戶和

駕駛員都帶來了便利。再者，Uber 還進行了多種金融服務的嘗試和探索。例

如，該公司在某些地區推出了融資計畫，幫助駕駛員購買新車；還有為駕駛

員提供的即時支付服務，使他們能夠在完成服務後立即獲得報酬。 

至於場景金融，這是指將金融服務融入特定的生活或業務場景中，提供

更加個性化和即時的金融產品或解決方案。當我們看到 Uber 如何將支付、融

資和其他金融服務融入其共乘場景時，可以說 Uber 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場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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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實踐者。它不僅僅提供了交通服務，還通過金融科技創新，將金融服務

無縫地整合到了用戶的日常出行和駕駛員的工作中，從而實現了更高的效率

和用戶體驗。Uber 在其業務運作中融合了金融科技和場景金融的元素，通過

技術創新和金融服務的整合，為用戶和駕駛員提供了更加便捷和高效的服

務。這也為其他企業提供了一個典範，顯示了技術和金融整合的巨大潛力。 

然而在前面 Uber 的案例中，若需求與供給單一方的擴充速度過快時，則

前述循環將可能產生額外的變化，如下示意圖，其主要在於負向的網絡效應

開始發揮作用了： 

 

 

圖 3 Uber 之正網絡效應 

 

由於 Uber 的商業模式係高度依賴網絡效應，其網絡效應通常被視為正向

的，即隨著平台上用戶數量的增加，每位用戶從平台中得到的價值也會增加。

但是，當需求和供給之間存在不平衡時，可能會出現負網絡效應。我們可以

考慮以下兩種情境： 

⑴駕駛員供給過多，而乘客需求不足: 如果 Uber 的駕駛員數量急劇增加，但

乘客的需求沒有相對應地增加，這將導致大量的駕駛員等待乘客。這樣，

駕駛員的收入可能會降低，因為他們有更多的閒置時間和更少的乘客。長

期來看，駕駛員可能會對 Uber 失去信心，選擇離開或轉向其他平台。此外，

過多的車輛可能導致交通擁堵，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 

⑵乘客需求過多，而駕駛員供應不足: 相反地，如果乘客的需求遠超過駕駛

員的供應，則會出現長時間的等待和價格上漲。雖然短時間內價格上漲可

能會吸引更多的駕駛員加入，但如果狀況持續，乘客可能會尋找其他更經

濟、更方便的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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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網絡效應的出現，會對平台的長期健康和持續性構成威脅。為了避免

這種情況，Uber 需要持續監控其平台的需求和供應平衡，並採取相應的策略

來確保其平衡。這可能包括價格調整、鼓勵駕駛員在需求高峰期提供服務、

或者推出優惠活動來吸引更多的乘客。此外，數據分析和預測工具可以幫助

Uber 更好地預測需求波動和駕駛員的供應。 

金融科技的發展目的是通過技術改進和革新金融服務。對於金融科技來

說，從像 Uber 這樣的場景經濟模式中學到的教訓是至關重要的，其主要在於

它提醒即使在高度數位化的平台上，需求和供給之間的不平衡也可能引起問

題。以金融科技的情境來看，這可以轉化為金融服務的供給者，例如 P2P 貸

款平台上的投資者和借款需求方之間的不平衡。 

在第一種情境中，當供給過多，即有過多的資金，但投資機會不足時，

這可能導致資金的閒置。投資者可能因為獲得的回報過低或等待的時間過長

而失去興趣。長期下去，這可能會使投資者轉向其他投資管道或完全放棄該

平台。這種情況對於依賴大量投資者資金的 P2P 貸款平台等金融科技業務特

別危險。 

在第二種情境中，當需求過多，而資金供給不足時，這可能導致貸款的

成本增加，使得許多借款人無法負擔。此外，由於投資機會過多，投資者可

能會忽視風險，導致不良投資決策。這不僅會影響平台的健康，還可能對整

個金融系統的穩定性構成威脅。 

與 Uber 相同，為了克服這些挑戰，金融科技產業需要利用數據分析和先

進的預測工具來確保其平台上的需求和供應保持平衡。可能還需要考慮調整

定價策略、提供優惠或獎勵，以及採取其他方法來吸引或留住用戶。最終，

這證明了即使在高度數位化和自動化的環境中，人的因素和市場動態仍然是

決定成功的關鍵因素。 

 

六、場景金融對金融產業的重要性 
  

依據先前的論述與隨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消費者需求的變革，場景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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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成為金融產業中的一個關鍵課題。場景金融所代表的是一種將金融服務

無縫融入消費者日常生活場景的模式，它打破了傳統金融與客戶互動的模

式，開創了一種新的客戶體驗。以下將探討場景金融對金融產業的重要性，

包括： 

⑴顧客體驗的革新：傳統金融服務往往需要顧客前往實體分行或透過繁瑣的

線上流程來完成交易。場景金融的出現，使得金融服務可以在顧客的日常

生活中無縫地融入，例如在網購時直接提供分期付款選項，或在參觀房屋

時即時提供估價。這樣的模式大大提高了顧客的體驗和滿意度。 

⑵擴大市場範疇：場景金融不僅僅是一種金融模式，它同時也擴大了金融產

品和服務的市場範疇。例如，通過與電商、餐飲、旅遊等行業的合作，金

融機構可以進入到這些非傳統金融的市場，提供更加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 

⑶數據驅動的創新：在場景金融的模式下，金融機構可以獲取到大量的消費

者行為數據。這些數據不僅可以用來提供更加個性化的服務，還可以幫助

金融機構更好地理解消費者的需求，從而驅動產品和服務的創新。 

⑷提高金融效率和減少成本：場景金融通常利用先進的技術，如大數據、AI、

雲端計算等，來提供服務。這些技術不僅可以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還可

以大大減少金融機構的運營成本。例如，通過場景金融模式，銀行可以減

少實體分行的數量，從而節省大量的營運成本。 

⑸加強競爭力：在高度競爭的金融市場中，能夠提供場景金融服務的金融機

構往往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因為它們不僅可以提供傳統的金融產品和服

務，還可以根據消費者的實際需求提供更加多樣化和個性化的場景金融服

務。 

場景金融已經成為金融產業的一個重要方向，它將金融服務與消費者的

日常生活緊密結合，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客戶體驗。對於金融機構來說，場景

金融不僅可以擴大市場範疇，提高效率和減少成本，還可以加強其在市場中

的競爭力。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消費者需求的變化，場景金融將繼續引

領金融產業的發展趨勢。 

 

七、金融產業切入場景金融的條件與可能的快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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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金融已然成為金融科技發展的新趨勢，將金融服務無縫地融入消費

者的日常生活。若金融產業想要成功地切入場景金融，以下是一些可能必須

具備的條件： 

⑴技術基礎 

●資料分析能力：要了解消費者的需求和行為，金融機構必須具備強大的數

據分析能力。 

●API 與 SDK 的開發和整合：能夠迅速和不同的技術平台或應用進行整合，

以實現場景金融服務的無縫接入。 

●高度的資訊安全：維護金融交易的安全性和客戶數據的隱私是至關重要

的。這需要最新的加密技術和持續的資安更新。 

⑵創新的商業模式 

●合作伙伴策略：尋找並與那些能夠提供日常生活場景的合作夥伴建立策略

聯盟，例如電商、社交媒體、娛樂產業等。 

●客戶中心的服務：重視客戶體驗，以提供真正符合其需求的產品和服務。 

⑶靈活的組織結構和文化 

●跨部門合作：場景金融需要金融、技術、行銷等多個部門的緊密合作。機

構應鼓勵跨部門的溝通和合作，打破傳統的組織界限。 

●鼓勵創新文化：鼓勵員工提出新的想法和解決方案，並為他們提供足夠的

資源和支援。 

⑷精確的市場定位 

●了解目標客群：清楚知道你的目標客戶是誰，他們的需求是什麼，以及他

們的消費行為模式。 

●區分競爭優勢：在眾多的金融機構中脫穎而出，提供真正有競爭力的場景

金融服務。 

⑸法規和合規性 

●了解和遵循相關法規：場景金融可能涉及多個領域的法規，金融機構必須

確保其服務符合所有相關法律和規定。 

●建立健全的合規機制：隨著業務的發展，持續更新和完善合於法規機制，

以確保業務的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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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金融代表了金融產業的未來方向，但要成功地切入此領域，金融機

構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從技術基礎到組織文化，從市場定位到合於法規，

都需要精心策劃和執行。只有這樣，金融機構才能真正從場景金融中獲得競

爭優勢，並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體驗。對於金融產業來說，尋找最快速的

切入點是至關重要的。以下為金融產業在場景金融中最快速的應用建議： 

1.行動支付與即時結帳：行動支付是場景金融的最直接且最快速的應用。隨

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行動支付已成為日常消費的重要一環。金融機構可

以透過與電商、實體店鋪、公共運輸等場景合作，提供即時的支付解決方

案。 

2.嵌入式金融產品：透過與其他非金融平台合作（例如電商、社交媒體或行

動應用），金融機構可以嵌入其金融產品或服務。例如，在電商平台購物時，

顧客可以直接選擇分期付款、保險或其他金融產品。 

3.虛擬貨幣和區塊鏈技術：隨著虛擬貨幣和區塊鏈技術的興起，金融機構可

以提供更多的場景金融應用，如即時跨境匯款、智慧合約等，提供更高效

率和透明性的金融交易。 

4.個人化推薦與行銷：透過大數據分析，金融機構可以更深入了解顧客的消

費行為和需求，並在合適的場景中提供個性化的金融產品或優惠推薦。 

5. AI 助理和聊天機器人：透過 AI 技術，金融機構可以提供 24 小時的客戶服

務，不論是諮詢、交易還是問題解決，都可以迅速回應。這不僅提高了服

務效率，也為顧客提供了更好的體驗。 

6.線上開戶與簡化流程：為了提供更快速的場景金融服務，金融機構應簡化

其線上開戶、申請和交易流程，讓顧客可以在任何場合快速使用金融服務。 

場景金融強調的是將金融服務融入消費者的日常生活，為其提供即時、

便利的金融解決方案。對於金融產業來說，快速切入場景金融的關鍵在於找

到與消費者日常生活最相關的金融需求，並提供相應的解決方案。上述的應

用建議只是場景金融的一部分，隨著技術的發展和市場的變化，金融產業將

有更多的機會切入場景金融，提供更多元和便利的金融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