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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贷是消费金融的初级阶段
金融业的二八定律给了现金贷发展的机会，但是高利贷特性注定了现金贷只会
是历史产物。依托科技的力量，一部分没有被传统金融机构覆盖到的群体，也
可逐步享受到无抵押信用贷服务。

文  |  本刊记者   张琴琴   苏慧婷

的通知》;12 月 8 日，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印发小额贷款公

司网络小额贷款业务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

知》。一个月内，三道监管加急令颁布，监管风

暴随之骤起。

进入2018年，现金贷会何去何从？带着问题，

《英大金融》记者专访了融 360、简普科技 CEO

暴利催收、多头共债、以贷养贷、高利贷⋯⋯

现金贷的这些问题悉数被暴露在聚光灯下。2017

年 11 月 21 日晚，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

额贷款公司的通知》;12 月 1 日，互联网金融风险

专项整治、P2P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正式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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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大清。有过十几年海外金融市场从业经验、跨

界银行与互联网行业的叶大清认为，野蛮生长

的现金贷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消费

信贷。

金融服务不该有空白
《英大金融》：我们一直在讲要构建多层次

资本市场体系，现金贷在如今的金融市场体系下

作为新事物能迅速发展起来，是不是也说明我们

目前的金融服务体系还有空白？

叶大清：现金贷、消费金融之所以能快速发

展，主要在于我国金融体系还是有着二八思维，

还存在着大量人群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而这些

人又有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比如农民、自由职业

者等无卡人群在央行征信中心没有信用记录，拿

不到信用卡，就给了现金贷和无抵押信用贷一些

机会。

《英大金融》：如今现金贷暴露出暴力催收、

高利贷等种种问题，可谓遭遇了生死劫，它还有

明天吗？

叶大清：现金贷终将成为中国的一段历史，

也可以说已死，因为高利贷是没有未来的。前段

时间在飞机上翻看《中国金融史》，发现里面讲

的抗战到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金融思想与我们现

在的监管思路是相吻合的，我自己也有几点感悟：

一是高利贷在中国永远不会有机会，革命历史上

也多次废除一切高利贷，多次宣布高利贷无效；

二是民间借贷一直是被鼓励和允许的；三是政府

多次支持和扶持农民金融，包括发放低息贷款给

农民，所以中国的普惠金融、小微金融道路政府

会不惜一切代价走下去；四是邓小平 30 多年前提

出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这个是对的，银行的

改革也会朝着这个方向来。所以单从高利贷这一

点看，现金贷就不再有发展的可能。

《英大金融》：金融市场发生的事情，我们

总是不自觉地与美国对标，您在美国金融市场从

业十多年，美国有没有现金贷这类事物？

叶大清：现金贷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一个说法，

美国市场并没有现金贷，是中国市场先有，然后

英语语系里才加了 Cash Loan 现金贷这个词。美国

要么就是“发薪日贷”（Payday Loan），指的是

一至两周的短期贷款，借款人承诺在自己发薪水

后立即偿还贷款；要么就是无抵押信用贷。可以说，

现金贷是消费信贷的初级阶段。

《英大金融》：经常一提到借贷就离不开信

用，美国这方面做得好一些，是不是也与他们信

用体系较为完备有关系？

叶大清：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我们自己也有

每个人都有享受
金融服务的权利，
不要事先假定一
个人没有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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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观念需要改变，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享受金

融服务的权利，不要事先假定一个人没有信用。

以我个人经历为例，我 1995 年到美国读研究生，

当时的情况是没有国籍、没有户口、没有工作，

也没有信用记录，比现在一个农民工来北京的情

况还差。当时美国还是有两家金融机构给我提供

了两张信用卡，一张额度 500 美元 / 月，一张额

度 1000 美元 / 月，我很感激，这两张信用卡缓解

了我当时的经济困境，我自己也在使用信用卡的

过程中，慢慢累积了信用记录。一年之后，我的

信用额度又有了提升。所以说，信用是累积的，

要给人积累信用的机会。过去几年，我曾在公开

场合多次抛出这样的问题：现在的大学生可以结

婚，可以生小孩，还可以服兵役扛枪打仗，为什

么就没资格拥有一张自己的信用卡呢？我们的农

民怎么了，个体户、小企业主又怎么了？在科技

日新月异的今天，金融机构不应该把他们“选择

性遗忘”。

我的金融我做主
《英大金融》：金融机构的服务不光要照顾

到被“选择性遗忘的群体”，还要提高全民的理

财意识和理财通道。

叶大清：的确是这样。前段时间中兴一位 40

多岁的程序员跳楼事件引起社会很大关注，如果

没有太多积蓄又面临房贷压力，那么很容易陷入

“中年危机”，上有老，下有小，一旦失业对整

个家庭都是打击。而如果金融市场发达，一个家

庭有很好的财富管理意识，即每个成员有医保，

小孩子留有教育基金，手上留出 6 个月到一年的

使用现金，即使有人一段时期出现工作空档，这

个家庭也可以负担房贷、车贷和小孩教育，不至

于会生存不下去。

而现在我们的银行还是“晴天送伞”居多，

更多瞄准在财富金字塔尖 20% 的人身上。一方面

除去被金融机构“选择性遗忘”的群体，普通百

姓即使拿到贷款，利息不低且不允许转贷。以房

贷为例，现北京地区各银行的首套房贷利率，至

少在基准利率 4.9% 基础上上浮 10%-20%，借款

期限一般都在二十年上下，不允许转贷就意味着

即使未来利率下降，普通百姓依旧得承受合同签

订时的高利率。

《英大金融》：回到现金贷问题上，您认为

它将成为历史，但一些群体的融资需求还在，这

部分需求该如何满足？

叶大清：现在讲要严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

风险，这是很有必要的，但监管并不是说要将金

融行业管死。如果银行一个行业的利润超过中国

其他所有的实体经济，那是在伤害实体经济。所

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应该把银行的利润让利给实

体经济，让利给老百姓。

明知老百姓融资需求还没有被满足，就不要

因噎废食，还是要讲发展，现金贷已死，无抵押

信用贷也就是消费贷将迎来蓬勃发展阶段。而满

足百姓的融资需求，要既普又惠，“惠”就是要

让金融机构竞争起来，以降低普通百姓的融资成

信贷覆盖率

当美国 70% 的人都享受到了传统金融服务时

中国只有大概 30% 的人得到了传统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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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果说利率市场化，央行基准利率降了，我

的金融我做主，借贷的利率也应该要下降。在美

国这种“多头转贷”的行为是被允许的，也很普遍。

当利率下降时，应该让老百姓有选择更低利率产

品的权利。

消费金融强国时代
《英大金融》：无抵押信用贷的需求或者说

市场有多大？

叶大清：在回答这个之前，我们可以先看一

组数据。2016年非现金支付金额达3687.24万亿元，

其中，移动支付同比增长 85.82%，支付金额达到

157.55 万亿元；信用卡市场方面，2016 年中国信

用卡跨行交易总额达 17.4 万亿元，但增速下降了

17.2%，活卡率也有所下降。移动支付快速增长，

信用卡活卡率、跨行交易总额增速下滑，一增一

减中，说明城镇人口信用卡需求已经趋于饱和，

新兴支付方式正在冲击传统的信用卡市场。微信

支付加上腾讯微粒贷这类变相的“信用卡”实际

就是在做无抵押信用贷。我们当前的消费金融市

场规模估计在6万亿元左右，就我们的估算来看，

未来这个市场需求还有 40 万亿元。双十一成交额

年年创新高，这无疑也说明，中国正在从一个消

费金融大国向消费金融强国迈进。

《英大金融》: 这么看，发展信用贷，既要

满足百姓消费需求，又要避免出现现金贷那样的

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叶大清：依托大数据，关键的一点是客户数

据的时效性以及完整性。时效性主要是指金融机

构内部对客户数据要实时更新，一个人可能连

续交了多年社保，月收入到了三五万元，在发

卡机构那里因为数据没有及时更新，记录的信

息依旧是月收入一万元，自然也就不想到给这

个人调高信用额度。所以金融机构要提高服务，

首先要及时更新客户基础数据。完整性主要是

指要打破机构间数据孤岛的局面，在合规的前

提下，实现同一客户不同机构间的数据共享，

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起成立的“信联”个人

信用信息平台正在筹划中，将会为解决数据问题

提供不少帮助。

无数据不金融。作为一名二十年前开始在信

用卡银行挖掘数据、管理风险的老战士，我呼吁

运用大数据推动“AI+ 大数据 + 金融”。现金贷

只是消费金融的初级阶段，从初级阶段发展到中、

高级阶段，离不开征信环境的健全。

大数据对于金融征信的改变最为直观。在

大数据征信兴起之前，美国 95% 以上的美国个

人拥有自己的 FICO 评分（美国主流的征信评

分模型，被绝大多数金融机构认可），而中国

的央行征信系统中，只有不到 4.4 亿人有完整

的信贷记录，征信的真实覆盖率只有 35%。另

外 10 亿人只有存钱的权利，需要借钱时就被银

行拒之门外。

过去二三十年里，银行已经在车贷、信用卡、

无抵押消费贷、装修贷款等消费信贷领域有所

覆盖，而现在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未来中高级

阶段的消费金融，应该是“百花齐放”的消费

金融。由各类银行、小贷公司、信用卡中心、

消费金融公司组成多元化的供给端结构，创造

多层次的产品定位，为各类人群提供更多差异

化产品。

值得高兴的是，经过 2015 年“中国大数据

征信元年”的爆发，仅仅两年时间，基于“互联

网 +”的大数据征信端口及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拥有大数据征信的人数超过了传统征信的覆盖。

同时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授信模型也在不断

发展并形成规模，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大数据

征信和风控享有“借钱”的权利。20 年前，类

似的无抵押信用贷款在美国仍需要大量人工干

预，而今天，在中国几秒钟就可以做出“千人千

面”的精准决策。95% 和 35% 的差距正在迅速缩

小，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让中国金融行业快速

发展，我们也可借此建立起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

大国金融。

满足百姓的融资
需求，要既普又
惠，“惠”就是
要让金融机构竞
争起来，以降低
普通百姓的融资
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