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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摘要

注释：2017年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增加银行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口径。

2017年，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4.4万亿元，增长904.0%

2017年，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大增，推动该增长的原因包括较低的资金成本、房贷的互联网转移、
金融理念渗透与互联网消费金融场景布设。未来增长需要在场景、人群两个维度持续渗透。

2017年市场集中度较2016年有所下降，这是因为2016、2017年进入市场的机构较多，且创新性较强。
2018年，在主流场景开发已基本完成的大背景下，随着市场增速放缓、监管政策趋严，市场集中度将
会上升，市场将向有资质、优质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集中。

互联网消费金融难以通过导流到其他业务变现，只能依靠自身产品获取收入，因此收入、成本的配
比关系是该业务的关键。在所有的成本中，获客成本、风控成本的控制受企业能力影响较大，由此
推出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发展需要获客能力、用户体验、风控能力三大能力。

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的发展取决于获客能力、用户体验、风控能力三大能力

2017年前十机构放贷量占总放贷规模的67.3%，预期未来将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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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互联网消费金融需申请、审核、放款及还款全流程互联网化
消费金融（或消费贷、消费信贷）是指以消费为目的的信用贷款，信贷期限在1至12个月，金额一般在20万以下，通常不

包括住房和汽车等消费贷款，专指日常消费如日耗品、衣服、房租、电子产品等小额信贷。

根据消费金融业务是否依托于场景、放贷资金是否直接划入消费场景中，又可以将消费金融业务分为消费贷和现金贷。由

于消费金融机构不能完全覆盖各类生活场景，因此直接给用户资金的现金贷成为有场景依托的消费贷的有力补充，大多数

消费金融机构都同时具备这两种形式的消费金融产品。

互联网消费金融，是指借助互联网进行线上申请、审核、放款及还款全流程的消费金融业务。广义的互联网消费金融包括

传统消费金融的互联网化，狭义的互联网消费金融仅指互联网公司创办的消费金融平台。随着传统消费金融机构线上化的

发展，本文以广义的互联网消费金融为研究对象。

来源：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消费金融的业务类型

消费金融

以消费为目的的信用贷款，期限在1至12个月，金额
一般在20万以下，不包括住房、汽车贷款，专指日常
消费如日耗品、衣服、房租、电子产品等小额信贷。

消费贷 现金贷

消费金融业务依托于
场景

放贷资金直接划入消
费场景中

消费金融业务没有场
景依托

放贷资金直接划入申
请借款用户账户

互联网消费金融定义及研究范畴

申请 审核 放款 还款

互联网消费金融：全流程互联网化

互联网公司创办的消费金融平台 传统消费金融互联网化

互联网流量巨头发起的消费金融业务
如花呗，或开展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
而创立的机构，如爱财集团、买单侠。

如银行通过手机银行、直销
银行自主开展的全流程互联
网化消费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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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阶段
互联网消费金融进入行业整顿期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2013至2014年，分期乐、京东白条、趣分期、爱又米纷纷上线，行业进入启动

期。启动期的相关政策以鼓励业务发展为主，至2015年6月政策共批准成立了15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进入2015年，大

量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产品涌现，其中包括2015年4月上线的花呗；政策方面，2016年3月，人民银行、银监会提出

“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在行业创新、政策鼓励的共同作用下，互联网消费金融进入快速增长期。但

是，在快速增长的背后，出现了过度授信、暴力催收等不合规经营方式，2017年出台各项资质、业务监管政策，行业进入

整顿期。

注释：2017年放贷规模统计口径增加银行互联网消费金融规模，占总规模的12%；总体包括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电商系、消费分期平台、P2P平台及其他各类互联网消费金融
公司提供的个人消费金融业务放贷规模；虚拟信用卡放贷规模按照无息期放贷规模核算；关于现金贷政策的解读可参考《艾瑞：关于“现金贷”政策，我们还有一些想说的》。
来源：利用公开资料整理，根据艾瑞数据模型核算。

整顿期 （2017.11起）

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及发展阶段

2013年8月，分期乐（乐信）成立；2014年2月，
京东白条上线；2014年3月趣分期上线；2014年
9月，爱又米上线。

政策层面通过成立消费金融公司来鼓励发展消费
金融业务。2009年7月，银监会发布《消费金融
公司试点管理办法》；2015年6月，李克强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开放消费金融公司市场准入。

2015年4月蚂蚁花呗上线，2015年放贷规模超800
亿元；2015年全年分期乐放贷规模达61亿元。

2016年3月人民银行、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大对
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2016年3月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
新、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消费信贷产品。

2017年6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暂停网贷机构
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务；11月发布《关于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的
通知》要求监管部门不得新批设网络（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11月发布《关
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对现金贷业务做了全面的规范。

2017年放贷规模快速增长，花呗放贷规模预计超9000亿。下半年政策频出，
网络小贷资质暂停发放，存量资质的价值凸显。业务开展资质、开展方式受
到政策规范，短期将有碍于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的增长，但长期将整顿
行业乱象、规范行业发展。

增长期 （2015-2017.10）启动期 （2013-2014）

18.6 60.0 183.2 1183.5 4367.1 43847.3 97737.3 185874.5 
314691.0 465723.2 

173.5% 222.6% 205.3% 546.0% 269.0%
904.0%

122.9% 90.2% 69.3% 48.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21e

2012-2021e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及增速

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亿元） 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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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发展动因
低资金成本、房贷转移、金融理念渗透、场景布设
2016、2017年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大增，得益于四大发展动因。资金成本方面，2014年两次定向降准、一次降息

后，2015年多次降息降准，15年下半年、16年主要期限国债收益率持续下降，资金成本走低，使得消费金融有宽松的资

金面和较低的资金成本。2016、2017年，银行房贷政策持续收紧，使得居民贷款需求向互联网化方式转移，这可以从房

贷占比和房价走势关系上得到印证。自2016年第四季度起，个人购房贷款占居民消费贷款的比例出现负增长，但房价增速

依然平稳，说明居民通过非房贷的口径获得住房贷款，同时可观察到部分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推出可用于购房用途的大额

贷款。此外，金融理念渗透使得更多用户接受消费金融产品，场景布设提升消费金融渗透情况、提高使用便利度。

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艾瑞数据库。

 线上电商场景最先打通，其他场景通过支付机构逐步打通

 线下代表场景布局、整合，3C、医美等场景已近饱和

 线下长尾场景依靠移动线下支付打通

资金成本
下降

房贷转移

金融理念
渗透

场景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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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发展动因

 便捷的互联网金融工具实现市场教育

 人均GDP、可支配收入增加，使得人们关注理财、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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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7中国个人房贷占比与房价增速关系图

个人购房贷款占居民消费贷款的比例增速（%）

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环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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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机遇与风险
互联网消费金融覆盖场景交易规模占移动支付消费类58.5%
进入2017年下半年，资金成本上升、监管政策出台，支撑互联网消费金融快速发展的红利不再，行业将逐步回归到自身产

品需求、机构业务能力驱动的时代。未来行业发展的机遇在于互联网消费金融在场景、人群两个维度的持续渗透。其中场

景分为线上场景与线下场景，就线上场景而言，被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覆盖的场景的交易规模占到移动支付消费类交易规

模的58.5%。布局剩下的四成长尾场景，通过支付机构切入是其中一种方式，支付机构利用支付业务覆盖了众多线上场

景，与支付机构合作可提升场景布局效率。

未来行业发展的风险在于，受2017年各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快速扩张的策略影响，部分用户存在共债较高、非理性借贷的

行为，未来一段时间行业需要消化用户信用水平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人群的多维度渗透的重要性凸显。

注释：移动支付消费类交易互联网消费金融渗透率=被互联网消费金融覆盖的消费类场景的交易量÷移动支付消费类总交易规模；移动支付消费类场景包括网购、团购外卖、航空旅
行、出行、游戏娱乐、线下支付；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口径为C端用户主动发起的使用移动终端设备进行的支付规模。
来源：根据艾瑞数据模型核算。

58.5%

41.5%

2017Q1-Q3中国移动支付消费类交易互联网消费金融渗透率

互联网消费金融覆盖的场景交易规模占移动支付消费类规模的比例（%）

互联网消费金融未覆盖的场景交易规模占移动支付消费类规模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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