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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domestic consumption market and the upgrading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China’s Internet consumer finance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ing, but also faces many dif-
ficultie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review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consumer finance. 
In view of this, by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combining the latest policies 
and market environment,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s of Internet consumer 
finance from three aspects: development tre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risk control,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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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以及消费结构升级，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得到快速发展，但也面临诸多困境。

而现有研究还缺乏对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的综述性研究，鉴于此，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总结，并结

合最新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从互联网消费金融主要研究内容：发展趋势、政府监管以及风险控制三个方

面进行分析，旨在为其未来的发展和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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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消费市场的扩大、消费

结构升级以及政府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使得互联网消费金融从 2015 年起便得到快速扩张。2018 年 7 月，

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 17.3%，而早在 2017 年 CEIC 统计的数据显示按揭贷

款的居民消费信贷余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 25%，可见国内互联网消费信贷的未来发展空间很

大。当然，作为发展如此迅速的新生产物，面临的监管、征信、风控等问题也变得越加严峻[1]。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金融体系与西方国家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由于西方国家传统的以银行为主体的

消费者贷款体系非常成熟，所以西方国家的消费金融模式主要是银行信用卡信贷模式[2]。以美国为例，

2018 年第一季度信用卡的未偿还余额就达到 8150 亿美元，是美国家庭消费最大的来源之一[3]。所以，

国外关于消费金融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信用卡消费者的借贷行为、还款意愿等微观研究方面。而国内

银行的信用卡和消费者信贷服务由于申请门槛高、征信体制不完善等问题而没得到充分发展。不过这也

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国内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崛起和快速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宏观研究方面，包括互联网消费金融的

发展趋势、政策监管以及风险控制三个主要方向。不同学者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时点的不同，在观点和

结论上也有所差异，加上互联网消费金融领域的政策和市场环境还在不断变化，因此，通过对已有的研

究进行总结，并结合最新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对互联网消费金融领域的发展概况、政府监管、风险控制作

进一步探究并提出建议。 

2. 发展现状 

根据国家 2014 年颁布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互联网消费金融是指经银监会批准，在国

内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以小额、分散的方式为国内居民个人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贷款的非银行金融

机构，包括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及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等[4]。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本质是以消费为目的

信用贷款业务，具有特点：贷款期限一般为 1~12 个月，贷款金额一般在 20 万以下，类别包含现金贷和

消费贷两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 2013 年至 2017 年互联网消费金融交易规模的数据如图 1 所

示。2017 年，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整体交易规模达到近万亿，增长态势迅猛。 
关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模式，根据提供主体的不同，有分为三类的，包括电商平台类、网贷中

介平台 P2P 及其他互联网提供商提供的消费信贷产品[1]；也有分为四类的，包括 P2P、电商平台、消费

金融公司、互联网民营银行[5]；同时也有学者在这四种的基础上还进一步细分出保理公司、消费分期平

台等[6]。通过总结这些文献，可以把互联网消费金融模式分为以下五类。 

2.1. 垂直分期购平台 

垂直分期购平台是指主打分期购物的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如趣分期、乐分期等。分期购平台与线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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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商家开展合作，把贷款申请和分期纳入消费环节，当消费者需要向商家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时候可以向分

期购平台提出分期信贷申请，申请通过后，商家随即提供相应的产品或服务。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分期服务

或者消费贷款的方式切入传统消费金融渗透率不高的消费场景，然而它的缺陷在于风控要求高。由于针对某

一垂直细分市场，很难有电商大数据优势，因此，大部分分期购平台依赖互联网征信，坏账率较高。 
 

 
Figure 1. 2013~2017 Scale of internet consumer financial transactions 
图 1. 2013~2017 互联网消费金融交易规模 

2.2. 电商消费金融 

电子商务互联网消费金融是基于电商平台，通过为客户提供分期付款的方式在平台上进行消费，以

蚂蚁金服的花呗和京东的京东白条为主要代表。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消费商品后，由平台提供资金支付，

平台商家发放商品给消费者，之后由消费者到期偿还贷款。电商消费金融由于具有天然的场景优势，获

客成本低。另一方面，由于可以掌握客户的购买记录、资金流和物流信息，可以对精准获得客户画像，

从而降低风控成本。随着电商平台消费金融的扩大，金融业务逐渐与主营业务剥离，形成独立板块。 

2.3. 消费金融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通常是商业银行与商贸机构的合作产物，有牌照，模式与信用卡类似。现金贷消费者

可以直接向消费金融公司提出现金贷申请，审核通过后直接打入用户银行卡，然后进行消费。分期贷消

费者可以向消费金融公司提出消费贷申请并在合作的商家进行消费，之后按期还本付息。截止到 2018 年

6 月，已经有 26 加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但申请牌照的门槛仍比较高，要求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300 亿元

并且主发起人必须为金融机构且所占股份不低于 30%。持有牌照后，可以通过同业拆借及资产证券化进

行融资进一步降低自己成本。 

2.4. P2P 平台 

P2P 平台作为信贷的中介平台，提供的消费金融产品以小额分散的现金贷为主。借贷者在 P2P 平台

上申请贷款并由平台进行审核，投资人选择平台上的投资项目进行投资注入资金，之后借贷者便可进行

消费并按期归还贷款给投资人。P2P 的信用风险较高，由于监管升级，一度掀起暴雷潮。与电商平台相

比，缺乏用户消费数据，在风险控制和获客能力上有所欠缺。 

2.5. 银行机构互联网化 

银行不仅可以以参股方式成立消费金融公司，还可以在原有信用卡业务上开展消费金融业务。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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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可以选择在银行自营的电商平台进行消费，或者得到现金贷款到其他商家

消费，并按期偿还贷款。主要面对具有较高信用评级的次优客户，风险低，但评估效率和通过率也较低，

整体业务规模有限。 
总体上，互联网消费金融领域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1) 市场参与主体众多，电商消费金融和消费

金融公司发展稳健、前景看好，P2P 平台行业正在集中规范阶段回归信息中介本质，其他类的发展仍在

探索和完善阶段。2) 运营模式相对统一，除 P2P 平台是信息中介角色外，其他主体都是以直接或者合作

债权人给消费者提供消费贷或现金贷的信贷服务。3) 资金来源广泛，其中银行机构及持牌消费金融公司

资金成本较低，其他非银行机构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各消费金融平台逐渐探索消费金融资产的证券化方

式(ABS)以降低资金成本，预计未来 ABS 规模将扩大。4) 消费场景渗透，各类主体不在局限于自身平台

消费场景或某一领域的消费分期，而是不断向各类垂直和平行消费领域深入拓展，构建流量大的场景生

态，消费金融产品与消费场景结合将会更加紧密。 

3. 政策监管 

由于互联网消费金融配套的金融基础设施不发达，使其发展经常面临监管和合规问题[7]。在互联网

消费金融发展初期，国家监管政策仅出台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这一规范性文件，2015 年 7
月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意见》中关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容也只提及了消费金融公司[8]，
从 2016 年开始，随着网络借贷问题涌现，政府不断出台网络借贷业务的严格规范文件，然而除网络借贷

外，在电商、分期购等平台上的消费金融业务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一监管空白不利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健

康持续发展。通过阅读大量现有关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监管方面的研究，总结出三类主要监管问题。 

3.1. 现金贷监管 

现金贷由于具有高利率高风险低门槛的特点，监管问题尤为突出。一般像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这类

有资质的企业，借贷业务的合规运营可以保障，但是对于以民间借贷方式发放消费信贷的企业在现有法

律体系下仍处于监管空白。这部分企业大多属于 P2P 网络借贷企业，因监管空白，部分这类企业异化为

规避监管的工具，存在非法经营、非法催收、恶意欺诈等行为[9]。 

3.2. 企业行为监管 

从企业的准入审查到各项消费金融业务的开展都需要防范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近年来企业被爆出

资金挪用、诱导性宣传及掠夺性放贷等行为，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良影响。对企业行为的监管，包括对

机构管理者、股东的监管，防范他们的内幕交易及资产侵占；以及对交易和清算系统的监管，防止平台

后台操作或者卷款跑路，今年 6 月，银行关闭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直接代扣渠道，也说明未来对资金结算

系统的监管越来越严；还有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监管，由于消费金融业务的特殊性质，企业的内部控制风

险高，需达到一定能力才有资质开展。 

3.3. 消费者保护 

首先是消费者的信息安全，大量消费者的信用数据集中在平台，如果出现技术问题或者企业违规出

售造成数据泄露，势必导致消费者信用数据被滥用，隐私受到侵犯。第二，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可能导

致过度授信，诱使消费者过度借款而过度消费，使消费者陷入债务危机。同时，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对消

费者暴力催收的恶性事件。第三，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企业若有意欺诈，消费者利益将

很容易受到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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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问题的本质来源于风险，所以对于监管政策建议的大方向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建立金融合

规、场景依托和技术驱动三位一体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突出监管科技在政府监管中的重要作用[10]。可

借鉴国外经验，针对产品特点进行分类监管，有的放矢，完善法律体系，填补监管空白。第二，大数据

征信数据共享，完善征信体系。目前许多消费金融平台如京东白条、苏宁任意付已纳入征信体系。建立

统一的征信平台，实现数据共享有利于政府监管也推动了消费金融的健康发展[11]。 

4. 风险控制 

在行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尚处于监管灰色地带，企业完全可以通过风险定价。然而，为劣质客

户定价更高的接待率从未平衡坏账风险。但 2017 年末的监管出台要求利率不得超过 36%，从而让更多企

业不得不开始重视风控。关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风险研究，大多从企业贷款人角度，包括：市场风险、

监管风险、法律风险、技术风险等[12] [13] [14]，对于借款方存在的风险研究倒是相对较少，但是随着企

业发展模式的逐渐成熟，真正影响企业效益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借款方的信用风险和欺诈风险。特别是随

着骗贷产业链的疯狂增长，欺诈风险更为严峻。互联网消费金融现在面临的主要有三类风险：信用风险、

欺诈风险以及技术风险。 

4.1.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指违约风险，即消费者到期无法按约定还款付息而给贷款企业造成损失。根据央行的统计

数据，央行个人征信记录收录了 8.8 亿自然人，其中仅 3.8 亿有信贷记录，这些央行征信系统中记录良好

的人成为银行主要目标客户，而大部分无征信记录的次优客户成为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要目标客户，从

而导致该领域较高的信用风险。电商类消费金融依靠自身积累的消费者数据进行征信，其他分期购等平

台更多依赖互联网第三方征信，在征信数据共享度较低的现下，这些方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

可以通过虚假操作或数据造假来提高芝麻信用分等。因此，利用互联网信息作为用户征信条件仍存在不

足。 

4.2. 欺诈风险 

欺诈风险既包括不良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恶意诱导贷款，如校园分期购物平台利用零利率、零首付

来诱导大学生过度消费的事件，还包括恶意骗贷，借贷双方都存在欺诈风险。前者由于信息不对称，企

业对贷款协议信息披露不充分，加上消费者金融知识的缺乏，而导致消费者陷入被欺诈的风险。后者主

要是由于放贷过程的纯线上化导致给贷款人利用虚假信息、甚至是专业的骗贷产业链以可趁之机。 

4.3. 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是互联网金融的一级风险，原因在于互联网消费金融是依托互联网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新兴

产业。技术风险的产生来源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内部问题在于平台系统自身可能在设计、运行方面存

在重大缺陷，以及企业的硬件故障。外部风险则是病毒软件和黑客的攻击。这些技术风险给互联网消费

金融平台的正常运营和消费者信息、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对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风险防控，可以适当借鉴美国和欧盟等具有成熟风控体系国家的经验。虽然

国外与国内金融体系具有很大差异，但是美国和欧盟却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金融市场。在美国，对信贷

消费和个人征信都有非常详细的一整套法律法规，有专门的信用机构为消费金融公司提供征信服务，且

信用机构彼此之间的资料库相通。而且在失信惩戒方面，政府和信用机构会给失信者双重压力，失信成

本昂贵。而欧盟的消费金融公司为降低信用风险会与保险公司合作以得到保障，同时公司还会聘请专业

的律师给消费者提供法律顾问和咨询服务，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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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对于风险控制需要政府、消费者和信贷企业的共同努力。1) 政府需要完善法律法规

及相应的监管制度，可以牵头建立征信数据的共享平台，同时对失信者建立法律约束，提高失信成本。

2) 消费者需要提升自身信用意识及金融知识以防范欺诈风险。3) 信贷企业一方面需要加强内部技术管理

以应对技术风险，另一方面应审慎使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对贷前审查、贷中复查及贷后管控全流程的风险

控制，利用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技术防范欺诈风险。同时信贷企业可以考虑与第三方保理公司合作来

降低自身损失。 

5. 总结与建议 

通过对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概况、政府监管、风险控制三个方面进行综述，可以看出，虽然我国

互联网消费金融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对于未来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除了

所提及的政府监管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建议，从行业的角度来讲，可能还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完善：1) 加
强行业之间的合作：行业的良性发展更多的是靠行业之间的合作，如建立反欺诈联盟，共享黑名单；通

过加强交流合作，来降低市场波动及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建立行业协会的方式，让会员之间以及会员

与政府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进而让行业协会更好地发挥协调、监督的作用。2) 降低资金成本，提

高服务质量：未来的行业内竞争最终还是会靠服务的差异化竞争而非恶意竞争。资金成本降低，可以保

障企业能够在较低的利率的下放贷，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信贷产品，可以像欧盟的消费金融公司那样提

供法律服务保障消费者权益。各大消费金融平台运营模式相似，现在的很多产品同质化严重，因此未来

互联网消费企业应看重自身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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