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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简介 

2015 年 10月 13日，经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批准，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

究中心（Institute of Internet Finance, Peking University）正式成立。 

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上海新金

融研究院、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共同发起成立。北大社科调查中心是中国

社会问题实证研究的跨学科平台，拥有国际先进的调查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中国

金融四十人论坛及其旗下的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是国内领先的金融专业智库，在互

联网金融领域拥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和业界资源；蚂蚁金服集团拥有海量的数据积

累以及先进的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在业界有很大的影响力。 

研究中心施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三方发起单位的代表出任理事会

创始理事，包括北大社科调查中心主任李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海

明、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战略官陈龙，并由李强教授担任理事长。研究中心理事会

未来也会逐步吸收其他互联网金融机构加盟。 

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担任，常务

副主任由王海明担任。研究中心首批研究人员包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社科调

查研究中心的黄卓、孔涛、沈艳、徐建国等教授。此外，研究中心每年还将招聘

数名全职博士后，并吸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研究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

坛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的青年研究员担任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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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一）编制背景 

自 2013 年起，互联网金融作为一股重要的创新力量，已经开始在支付、小

贷、众筹、P2P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未来甚至可能改写中国金融的版图。为

了准确、及时地了解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状况，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

联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和蚂蚁金服集团，编制了这套“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

指数”，为互联网金融企业家、监管部门官员和学术专家提供重要参考。 

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基于蚂蚁金服以及其他代表性的互联网金融

企业的海量数据，并结合北京大学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学术和专业优势，通过编

制互联网金融的全国总指数，以及分属性、分业务、分地区指数，力争成为中国

最具权威的描述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的标志性学术产品，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健康

发展和国家“互联网+”战略护航。 

本课题组成员由来自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和蚂

蚁金服集团。在指数编制和分析的过程中，课题组成员经过了充分的讨论，以求

取得最大的共识。但作为一个新兴业态，互联网金融包罗万象，内涵和外延都仍

然在不断演进中，如何最佳地反映互联网金融目前发展的趋势，并在互联网金融

业态未来的发展中，保持指数编制逻辑和方法的连贯性，是课题组所面临的一大

挑战。不过课题组希望能把编制这套指数的工作长期坚持下去，同时能够不断地

扩大数据的来源与指数编制的方法，从而提高指数的代表性和准确性，更好地服

务于互联网金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二）内容概要 

互联网金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互联网金融既包括作为非金融机构的

互联网企业从事的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也包括传统金融机构通过互联网开

展的金融业务（金融互联网）。狭义的互联网金融仅指互联网企业开展的、基于

互联网技术的金融业务。受限于数据可得性以及我们的研究目的，本项目编制的

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仅包括狭义的互联网金融。 

本项目所编制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所需要的数据来源于蚂蚁金服，以及众

安保险、米么金服、趣分期、中国人民银行和零壹财经等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互联

网金融企业或第三方机构。我们按照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属性，将互联网金融业务



  

2 

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 

 
 

http://iif.pku.edu.cn                  2                  2015 年 12 月 

划分为六大版块，即互联网支付、互联网货币基金、互联网信贷、互联网保险、

互联网投资理财和互联网征信。我们根据各业务的广度指标和深度指标，合成单

项业务的发展指数，然后汇总成反映互联网金融整体发展的总指数。同时，根据

不同地区、不同属性相对于全国发展的相对比例，我们还计算出了互联网金融发

展的分地区和分属性指数。 

以 2014年 1月份为基期，并且将当时的全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设定为 100，

我们计算得到的全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到 2015年 9月份已经达到 316.3，充

分证实了我国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趋势；同时，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月度环比

增速也显示我国互联网金融有很强的季节性波动：春节期间发展速度较低，“双

十一”网络购物节月份又出现增速高峰。分业务发展指数则显示，在假定各业务

2014年 1月份的基期值均为 100的情况下，到 2015年 9月份，互联网支付和互

联网货币基金发展指数相对低于互联网投资和互联网保险，这是因为前者发展已

经比较成熟。分属性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则显示男性和女性对互联网金融的参

与程度并无太大区别；但不同年龄段则有较大区别，互联网金融主要依赖于 80

后和 90 后，但具有向年龄两端快速渗透的趋势。 

我们也对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和常用的反映宏观经济趋势的指标进行了对

比分析，发现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标和宏观经济指标（如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和传统金融的度量（如社会融资规模）等有较高的相关性，互联网金融并不能脱

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发展，也不会走出一个与传统金融完全不同的路径，而是对传

统金融的一个有益补充。对比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与 A 股市值的走势，我们则发

现在 2015 年 6 月股灾发生之前，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与 A 股月末流通市值呈现

较强的协同一致性。然而，股灾发生后，A 股市值大幅萎缩，但代表互联网金融

行业基本面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依然呈稳步上涨趋势，尽管增速有所放缓。 

同时，由于分地区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具有横向可比性，因此我们还可以据

此得到更丰富的结论。我们根据 2015 年 9 月份各地区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的横

向比较，将全国划分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程度的四个梯队。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互

联网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更高的第一梯队（大于全国指数的省份）全部是沿海省份；

而第二梯队的八个省份则以东部省份和中部省份为主；互联网金融发展稍微落后

的第三梯队省份则以中西部省份为主；互联网金融发展最为落后的第四梯队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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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主要是西南和西北的偏远省份。进一步的分析更是发现一个地区的互联网金融

发展程度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传统金融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有非常密切

的关系。 

此外，通过对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特别是各分地区分业务更细致的分析，

我们也得到一些关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趋势或发展潜力，甚至可以透视

我国区域经济转型的“痛点”。 

报告最后，我们附上了具体的指数数值，以期更多的研究者和从业者可以基

于本套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进行更丰富的分析，从而得出更多有价值的结论，

助力互联网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乃至整个经济转型的战略布局。报告全文及数

据可通过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网站获取:http://iif.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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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数编制意义及互联网金融内涵界定 

（一）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编制意义 

“互联网金融”的概念最早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谢平在中国金融

四十人论坛 2012 年 4月举办的“金融四十人年会”上首次提出的，之后经过大

众传媒和学界业界的热烈追捧，迅速火热。2013年 6月蚂蚁金服集团“余额宝”

的推出，则使得互联网金融更加广为人知。2014年 P2P和众筹等业务发展迅猛，

2015年则呈现更多样化发展态势：互联网投资理财平台、信贷（商户贷和个人

消费贷）业务、互联网征信业务逐步发展壮大。 

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壮大也引起了中央和监管部门的注意。2014年 3月，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随

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国家也于 2015 年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对其进行规

范管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提出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然而，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业务模式，市场上还缺少足够的数据来全

面刻画其发展状况。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联合互联网金融专业智库上海

新金融研究院和国内权威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蚂蚁金服集团，编制了一套“北京大

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以求能及时、客观地记录和评价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

展轨迹。 

作为一种反映复杂总体综合变动的量化工具，本套“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

展指数”具有以下重要意义：第一，记录互联网金融发展轨迹，帮助互联网金融

从业者和投资者了解相关行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和发展热点；第二，为政府监管互

联网金融、出台相关支持和监管政策提供参考意见；第三，通过分地区互联网金

融发展指数向地方政府展现当地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概况，并为当地的互联网金融

发展指明方向。 

（二）互联网金融的内涵 

中国人民银行 2014年 4月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将互联网金

融的内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互联网金融既包括作为非金融机构的互联

网企业从事的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也包括传统金融机构通过互联网开展的

金融业务（金融互联网）。狭义的互联网金融仅指互联网企业开展的、基于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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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技术的金融业务。受限于数据可得性以及我们的研究目的，本项目编制的指数

仅代表狭义的互联网金融，即非金融机构的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技术涉

入金融创新领域（互联网金融）。 

（三）互联网金融业务划分 

由于互联网金融的本质还是金融，是对传统金融的补充和完善。互联网金融

业务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来从事传统金融业务，即互联网平台+传统金融业务=互联

网金融业务。传统金融机构主要有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而目前市场上的互

联网金融业务都是在这些传统金融业务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按照业务的属性，

本项目将互联网金融业务划分为六大版块：互联网支付、互联网货币基金、互联

网信贷、互联网保险、互联网投资理财和互联网征信。划分依据如下表 1 所示： 

表 1：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块划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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