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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应出台更多政策措施，在审慎监管的前
提下支持互联网消费金融规范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金融对消费的促进和提升
作用。

文  |  方芳   郑静

重在良性发展
互联网消费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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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以来，监管部门不断采取措施，

持续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金融科技尤其是互

联网消费金融似乎受到了严格约束。这意味着

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将迎来大转折了吗？ 2021

年，互联网消费金融将何去何从？

为何加强对金融科技的监管
2020 年 11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制定

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正式实施，

持有多个金融牌照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应申请设

立金融控股公司。11 月 2 日，中国银保监会发

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对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联合贷款

比例等方面提出严格要求。此外，11 月 10 日 ,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

反垄断指南 ( 征求意见稿 )》，目前征求意见阶

段已经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备受瞩目的蚂蚁

集团上市被暂缓。

12 月 8 日，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

2020 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的演讲中指出，推

动互联网金融机构审慎经营。郭树清提到，一些

互联网金融机构通过各类消费场景，过度营销贷

款或类信用卡透支等金融产品，诱导过度消费。

这是对金融科技的集中整治和严厉打压

吗？一段时间以来，蛋壳公寓资金链紧张被曝之

后，基于长租公寓场景的“租金贷”也引发一些

讨论。最近，蚂蚁集团旗下的“花呗”调整年轻

用户额度，一部分用户额度下调明显。与此同时，

微众银行也下调了微粒贷消费信贷授信额度。

应该说，当前我国消费结构正从生存型消

费向教育、旅游等发展型和品质型消费过渡，

消费金融市场巨大。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

各类互联网公司高度重视消费金融，并加大投

入发展。2019 年我国住户部门短期消费信贷余

额近 10 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比重已经超过 10%，对 GDP 的拉动作用正在持

续上升。不过，消费金融在快速增长的同时，

的确出现了一些不合规现象。

从宏观层面看，部分大型互联网平台借助

支付渠道优势，基于小贷公司开展消费信贷业

务，一方面以联合贷款模式获得客户和资产，

另一方面以资产证券化（ABS）形式拆入外部

资金，“小马拉大车”，杠杆倍数急剧放大，

业务合规性存疑，系统性风险集聚。此外，还

存在违规获取客户信息等问题。

从微观层面看，部分消费信贷产品偏离消

费属性、用途管控弱化，多头授信也较为普遍。

从资金用途和流向看，部分机构发放无指定用

途的个人消费贷款，部分信贷资金未按指定用

途使用，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以及股市、债市、

金市等金融市场。

应该说，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是近年来金融业的核心主题之一。对消费金融而

言，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行为监管，规范经营秩

序，有助于防控各类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特别是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

规制，有助于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对中小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是有利的。

如何看待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
对近期的监管态度和监管行为，要从两个

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打压金融科技发展。

金融科技是金融业转型创新的关键变量，也

是全球金融业竞争的焦点。加强监管、规范发

展，是引导金融科技和消费金融行稳致远的重

要举措，恰恰体现了对金融科技和消费金融的

重视。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构建金

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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呗”以及消费金融公司产品，都是基于一定的

消费场景，但在模式上有所不同。“花呗”的

经营主体是小额贷款公司，准入门槛较低，杠

杆率过高；而消费金融公司受到严格监管，杠

杆率适中。

二是践行普惠使命。消费金融并不天然就

是普惠金融，但消费金融应通过让利客户、服

务实体等措施，努力践行普惠金融的方向和使

命。金融科技是消费金融的核心竞争力，艾瑞

资讯的研究表明，2018 年消费金融业务技术资

金投入 158 亿元，预计到 2022 年将达到 387 亿

元。消费金融行业应深化金融科技应用，提升

运营效率，适度降低信贷利率、降低客户成本，

并加强贷款流向监控。同时，还要通过数字化

手段精准识别、精确匹配，积极满足“路边摊”“夫

妻店”等个体经营户等群体消费金融服务需求，

帮助其改善生活状况，助力经济复苏和发展。

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在走向成

熟的过程中，居民消费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将成为

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在构建“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消费金融将在促进

消费、扩大内需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20 年 7

月《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

为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应出台

更多政策措施，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支持互联网

消费金融规范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金融对消费

的促进和提升作用。而商业银行和消费金融公

司等金融机构应抓住机会，充分应用金融科技，

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在满足消费者扩大消费和

升级消费等需求中发展壮大。同时，要加强和改

进对金融消费者的宣传教育，提升消费者素养，

积极践行责任信贷理念，有效满足消费者合理

信贷需求，避免消费者过度负债。

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2020 年 11 月 25 日，

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加

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也再次强调“提升

金融科技水平”。这充分表明，国家支持和鼓

励金融科技、提升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原则和

方向没有变，也不会变。

同时，适度发展消费金融的政策总体上也

不会改变。去年 12 月 29 日，银保监会办公厅

正式公布《关于促进消费金融公司和汽车金融

公司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的通知》，在要求消费金融公司等明确定位及

业务模式的同时，出台了适当落低拨备监管要

求、拓宽市场化融资手段和增加资本补充方式

等针对性措施，加大监管政策支持力度，将进

一步推动消费金融公司健康发展，提升消费金

融可持续发展能力。

另一方面，消费金融应坚持良性发展之路。

一是深耕良性场景。嵌入电商、旅游、教育、

医美等消费场景，是消费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式。

只要基于真实、良性的场景，坚持理性规范发展，

场景本身并不是问题。如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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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相对传统银行信贷业务收益水平更高

＞ 资料来源：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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