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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创新案例研究—爱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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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发展的宏观环境

爱财集团案例分析

爱财集团案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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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兴起

从2013年互联网消费金融元年开始，消费金融一直处于一个快速“奔跑”的状态。艾瑞咨询认为，以下六大因素是促进消
费金融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消费环境丰富：随着居民物质生活的提高，各类消费及娱乐场景逐渐增多，人们的消费环境也随之丰富起来。而消费环境
的丰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消费规模的快速增长，从2011年到201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8.4万亿元增长
了将近一倍，达到了33.2万亿，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3%。
传统信贷升级：近5年来，消费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6.4%，远高于整体信贷规模的年均复合增长率9.1%。在传统
信贷增速放缓的这一段时期，消费金融异军突起，填补了金融市场的空白，也倒逼了传统信贷的升级转型。
互联网促进：互联网技术与电商消费给我国居民所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新的消费习惯以及消费观念的形成，也就是消费
升级。如今，人们的品牌意识、理财观念不断增强，对消费品的要求不断提高，超前消费意识不断被解放。而这些改变也
促进了消费金融的快速发展。
用户信贷需求旺盛：我国传统金融机构由于长期被政府过度保护，因此业务模式较为僵化，不能很好地覆盖到新兴的大学
生、蓝领等消费群体，而这些潜在信贷用户被压抑的需求急需新型消费金融模式来释放。
政策促进：国家政策引导的方向是大力鼓励消费金融的发展，从打开地域限制，到参与主体放开，允许符合要求的互联网
公司开展消费金融业务，再到加强监管，规范市场，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整体来看，我国政策对消费金融的发展是利
好的。
资本圈关注： 2016年资本市场发生30例以上与消费金融有关的融资事件，融资总金额近200亿元。

六大因素助力消费金融兴起

政策促进

资本圈关注

互联网促进

用户信贷需求旺盛

传统信贷升级消费环境丰富
消费金融

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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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消费金融市场对比
相较美国，我国信贷覆盖程度低，提升空间大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联、艾瑞咨询。

2015年，我国信贷人口渗透率仅为26.7%，相当于只覆盖了我国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而同时期的美国信贷人口渗透率则
是达到了82.0%。对比来看，我国信贷覆盖程度相较美国差距巨大，因此参考美国的发展情况，我国信贷人口潜力十分可
观，消费金融行业将继续享受信贷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红利。
艾瑞咨询认为，传统金融坚信“二八”法则，即20%的高净值用户可以带来80%的利润，从而忽视了剩余80%的普通客户。
而互联网消费金融则抓住了这部分长尾用户，使他们能享受到真正的消费信贷服务，并且这些用户的消费能力正在提升，
消费需求也在不断释放，拥有极高的价值。传统金融造成的缺口是互联网消费金融崛起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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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渗透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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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开数据及艾瑞计算，2008年我国短期消费信贷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仅有3.6%，而美国作为消费模式
和信贷模式都已成熟的国家，其信贷支出比高达26.5%。随着我国居民对消费信贷的熟知和认可，短期消费信贷占比呈线
性持续上涨，2016年占比达到了18%左右，相较2008年增长了数倍，但仍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增长空间巨大。

艾瑞咨询认为，美国信贷消费的占比远高于我国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美国很好地在校园内就普及了信贷服务，使得
许多人在学生时期就建立了信贷习惯；第二是美国消费金融发展时间较长，行业竞争者多，结合消费场景的消费金融生态
建立得更完善；第三是美国消费金融法律制度相对完善，市场更加规范，企业普遍能够做到合规经营。而中国消费金融要
获得长足地发展，也需要借鉴美国这三个方面的经验。

美国学生贷款人数
超过4000万，后
高中教育（大学，
高职）当中有超过
70%的学生有信贷
记录，学生时期的
信贷习惯一般会延
续到毕业后。

中美消费金融市场对比
中国短期消费信贷占比远低于美国，消费金融提升空间巨大

来源：2008-2015年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及以后数据为艾瑞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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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期建立的
信贷习惯

消费金融产品多
样化，细分化

消费金融法律制度
的相对完善

美国消费金融发展
时间较长，大量的
金融机构都加入了
消费金融行业。如
今美国的消费金融
已经衍生出了多种
多样的基于场景的
消费金融产品，产
品模式也愈加细分
化。

伴随着消费金融的
快速发展，从
1968年开始，美
国花费大约10年
的时间制订了一系
列专门针对消费金
融的法律，形成了
一套相对完善的法
律系统。

美国短期信贷消费占比较高的三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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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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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金融发展格局
牌照优势尚未突显，消费金融行业百舸争流
金融牌照是允许企业或机构从事与金融有关领域的资质许可证明，是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保证。多数成熟的细分行业中，相关牌照已
成为稀缺资源，持牌机构的价值不断突显。截至2016年12月30日，全国共有20家消费金融公司获得了牌照，且多数为银行系。

目前市场上存在300多家消费金融公司，但获得牌照的平台仅有20家。多数持牌机构的股东有银行背景；像苏宁、海尔等非银行系消
费金融公司为少数。京东白条、蚂蚁花呗等规模较大的消费金融平台也不属于“正规军”。
艾瑞咨询认为，消费金融牌照本应具有四个方面的价值，但由于行业尚未成熟，牌照的合规性价值尚未体现出来，造成目前行业鱼龙
混杂。但是随着行业不断成熟，牌照合规性的价值将不断突显。但是，目前牌照申请要求稍显严苛，将一些优质平台挡在门外。考虑
到这些企业对于行业的影响力，消费金融牌照许可条件会放宽。

2010年4家获牌机构

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招联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

海尔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苏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家获牌机构 2015年4家获牌机构 2016年6家获牌机构

中邮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杭银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盛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长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包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哈银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尚诚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背书

获得消费金融牌照意味着该家平台
具有丰富的运营经验和充足的资
金。一定程度上代表行业里的龙头
企业，知名度较高。

资金

在资金方面，持牌企业获取经营资
本渠道拓宽，既可以同业拆借，也
可以吸收股东存款，大大降低融资
成本。

风控

获得牌照的企业可以接入央行的征
信系统，获得一定规模级别的征信
数据，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风险识别
能力。

合规

获得牌照意味着获得了开展消
费金融的资质许可证明，未来
在行业规范期，政策收紧的情
况下具有强大的优势。

消费金融牌照获取情况及价值

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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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金融总规模
万亿级消费信贷规模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世界银行、艾瑞咨询。

2016年，中国消费信贷规模突破了22万亿，同比增长19%，同时消费信贷在我国所有消费中的占比达到了46.8%，成为
了我国消费的主流形式。消费信贷规模的快速增长，除了消费环境丰富、传统信贷升级等六大因素助力之外，另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是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本身就非常巨大，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达到了33.2万亿元。但值得注意的是，虽
然目前我国消费信贷占消费的比重与美国接近，但形式上有很大区别，我国的消费信贷仍以房贷车贷为主，居民日常生活
中的消费所占比例很小。因此未来消费金融要获得长足的发展，还需要向美国学习，在校园市场推广信贷业务，培养大学
生的信贷习惯；基于场景细分消费金融市场；完善消费金融法律体系，规范市场，督促企业合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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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金融结构细分
房贷占比持续减少，信贷源头正逐步变化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艾瑞咨询。

目前，房贷和车贷在我国的信贷结构中仍占据主要地位，而传统金融机构依靠房产抵押和汽车抵押贷款牢牢掌控着这部分
的信贷源头。但是从2010年以来，房贷车贷所占比重逐步减小，信用卡消费信贷及其他消费贷款占比逐渐增加。而以小额
信贷为主的信用卡消费信贷及其他消费贷款多采用无抵押的形式，因此小额信贷的源头并不像房贷车贷一样是物品，而是
具有消费及信用延续性的贷款者。也就是说新型的消费金融的源头是用户，是流量，因此未来掌控主要信贷源头的将是具
有获取流量和留存客户能力的这类消费金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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