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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经历了利用模式和“花样”吸引用户的阶段后，互联网信贷的核心关注点，开始回
归金融本源。单纯的互联网金融对运营和利润要求都非常高，所以互联网金融要么
选择依托某一种已经具备的线上优势展开金融业务，要么选择将线下业务的某一个
环节互联网化，以此达到品牌价值的提升。
从艾瑞的角度看，之所以我们称目前为互联网金融最好的时代，就是看到了互联网
金融和传统金融不再互相“敌对”。开始真正从业务上思考合作可能的未来图景。

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内，移动支付发展势头依旧迅猛。但是伴随着移动支付向线下
的拓展，支付牌照所涵盖的七大业务中，各种业务的定位也随即开始改变。
随着政策的变动，聚合支付公司开始向企业服务平台转变，其“雇佣军”角色愈加
明显。而银行卡收单与移动支付的连接更加紧密，也给几乎“濒死”的业务带来一
线曙光。除非未来支付宝与财付通一家独大，或二者合并，否则短期内移动支付的
发展，将受到传统银行卡收单优势企业的制约。

自余额宝之后，网络理财行业发展比较缓慢，主要问题在于模式上的创新难以突破
想象力的天花板。并且随着传统金融也对优质资产的渴求，网络金融生态面临“外
来”势力的侵蚀。部分互联网金融平台，为求低价连续的现金流，选择将资产向外
输出。从宏观大环境上看，这有利于提高我国金融行业的活性，促进线上线下融
合。但从网络金融的视角看，一旦全行业完全依赖于传统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有
可能进一步抑制网络理财行业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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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永远是金融的根
金融是支撑新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2016年，中国经历短暂的转型压力后，GDP实际增速再度提高到10%，连续四年保持全球领先。整体上看，经济高速稳

定的发展有助于中国内各行业的壮大，但由于中国国内宏观调控的原因，各行业受经济发展红利促进的程度又有所差别。

在过去几年中，“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主基调，淘汰落后产能，鼓励推进转型与创新。因此，中国国内，利

用技术手段提升传统行业效率、降低传统行业运营成本的新兴产业将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新产业的发展，必然离不

开中国金融行业的支持，因此未来中国金融依旧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欧盟统计局，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Wind，同花顺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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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原始资本”
人口结构将深刻影响未来中国所有产业
2016年，中国人口达到13.8亿人，同比增长冲高到0.59%，在二胎政策开放后，预计未来人口增速会维持在0.57%左右，

中国将迎来新一轮人口红利。人口基数大是中国在全球如此独特的重要原因，也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各新兴产业的

发展和演变，都遵循“围绕用户需求”这一核心原则。跟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软硬件基础设施将得到更多的国家资源

投入，包含：政策倾向、税收减免和投资倾向等等。

在人口加速上升的环境下，短期内婴幼儿产业将受到持续的促进。2016年后中国新一代儿童的家庭环境与之前大为不同，

这批新一代婴儿的父母大部分处于当下中国的中流砥柱群体，整体具有“高学历，高收入”的特性，并且非常适应互联网

生活。这种“双高”群体的增多，使得中国的普通居民，将具备珍贵的“原始资本”，更多资金周转和资本运作将步入寻

常百姓家。生活习惯的变迁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中国婴幼儿群体的认知，这将给中国未来经济和金融走向带来深远的影响。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欧盟统计局，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Wind，同花顺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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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将变成发源地
功能化的准一线城市
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7.4%，连续5年保持1%以上的增长，预计未来还将保持这一速率。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部残忍的

使各地资源合理合法向一个点集中的血泪史。中国北上广深的奇迹，使得全国资源向这四个地区集中，形成了总部北上广

深，全国皆为战场的独特商业图景。

但是随着地方基础资本的提升，越来越多二三线城市有了挑战北上广深的野心。巧合的是助长这种野心和扩张的，恰恰源

自于总部设立于北上广深的企业巨头。为了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被普遍视为“战场”的二三线城市阵地，急需要得到资

源倾斜和强化。进而“数据中心”“研发中心”“服务中心”等不同企业职的独立运作，被视作二三线城市打造自身核心

竞争力的突破口。在政府政策倾斜的促进下，中国北上广深四家独大的城镇格局将有所动摇。所以未来某些准一线城市将

逐步突出自身的功能特点，也会对互金平台的组织结构产生影响。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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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下沉
个人业务势必受到更多重视
2013年个人信贷余额占中国整体信贷余额仅有20%，而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3.9%，个人信贷余额也一举突破

30万亿。之所以产生这种变化，互联网金融功不可没，2013年被视为P2P的问题年，个人网络理财的元年。所以无论是资

金端还是资产端，个人金融业务需求瞬间被点燃。作为被压抑多年的个人信贷需求有所释放，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能提供的

资金体量有限，所以势必有大量互金平台与传统金融达成合作，变相促进了中国个人信贷余额的增长。另一方面感受到互

联网金融的压力后，传统金融体系也加大了对个人业务的投入和创新，尽管进展缓慢，但碍于体系庞大，促进效果还是比

较明显的。未来个人金融业务的强大，是改善中国孱弱的金融根基的重要任务，这一方面能够满足国内不断扩大的中产群

体科学资产配置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传统金融的风控精度。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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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流量
信用卡是传统金融机构的获客手段
2016年中国信用卡发卡规模位4.7亿张，持卡人突破2亿达到2.2亿人，平均每人持有2张信用卡。中国的信用卡市场始终是

一个让传统金融机构又爱又恨的市场，先后经历过学生卡叫停，“暴力”获客等等不健康的市场事件，场内充斥着一定规

模的废卡。近几年诞生出的互联网发卡模式，让传统依靠“占便宜发礼品”的方式获取用户的模式有所改观，各大银行从

注重规模逐渐向注重质量转变。

与借记卡不同的是，信用卡是将银行“存钱罐”的市场定位，向金融机构转变的核心产品，是个人金融业务深化的流量级

产品。目前绝大部分信用卡用户还没有意识到，信用卡实质上是金融金字塔顶端个人财富管理业务的平民化产品，用户围

绕自己信用卡的使用，进行的一系列精打细算的过程，其本源就是个人财富管理的核心。不过这种需求尚需要银行进行引

导和挖掘。通过银行手机银行的类互联网现金贷业务，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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