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宁：新市民服务能否开辟

普惠金融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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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车宁 

 

在防控与肆虐的反复拉锯中，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的纠缠已悄然滑至

第三个年头。期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被一场场地缘冲突深刻调整，国内

也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努力寻找稳定发之锚。于是，保障民生需求、

扶持小微企业、培植发展元气就有了相较以往而言更加重要的意义，也因

此成为了当下和未来金融服务特别是普惠金融服务的主题。 

2 月 2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推进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补齐县域、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金融服务短板。3 月 4 日，银

保监会、人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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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民覆盖范围，要求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鼓励引导因地制宜强化

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新市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3 月 5 日，李

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

资金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3 月 25 日，银

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再度提及新市民金融服务的重要意义，指出在创业就业、

安居需求、培训教育、健康保险等方面的落地举措。 

短短一月时间，新市民金融服务概念横空出世，在国家政策层面被寄

予了推进城市化、畅通双循环、构建新格局、实现新发展的殷切希望，市

场也将其解读为拓展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赛道、承接政策精准滴灌的关键

场景而跃跃欲试。在经历互联网金融的勃兴与幻灭之后，包括监管机构和

市场企业在内，行业上下普遍都在寻找覆盖广、纵深长、高质量、可持续

的“第二曲线”，这次的新市民金融服务会是能够穿越经济周期和市场检

验的“天选之子”吗？ 

新市民服务并不“新” 

虽然在国家政策层面，新市民金融服务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是在《关

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中首次提出，但市场

对其并不陌生。按照《通知》的界定，新市民是指“因本人创业就业、子

女上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镇常住，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

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落实到具体人群，则主要包括“（由乡村及其他

城镇转移而来的）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含高等普通院校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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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院）毕业生等”，规模大约三亿。 

表面看来，三亿有工作（务工）或有工作能力（大中专毕业）的庞大

人群无疑应是各方瞩目的优质客源，然而情况并不简单。首先，新市民在

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从目前可检索的网络新闻来看，在地方层

面，最早是山东青岛为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在 2006

年 2 月开始将其改称“新市民”，并在医疗保险等方面陆续出台具体的帮

扶政策，而后西安、沈阳等城市迅速跟进，成为当时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

新闻佳话。 

在中央层面，2014 年 7 月，李克强总理在山东与进城务工人员交谈

时首次使用“新市民”的称谓，此后，当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和 12 月的全

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也都围绕“新市民”部署了相关工作。而在 2018

年 6 月发布的《全国住房公积金 2017 年年度报告》中，新市民的范围正

式扩展到农村转移人口及新毕业大学生等，《通知》的相关表述即与此一脉

相承。从概念的变迁不难看出，新市民作为一个与改革开放相伴随的重要

市场群体已被关注多年并持续注入公共资源，对其服务也已经涉及多个金

融领域。 

在账户服务方面，对新市民所包含的客户群体进行细分并匹配不同权

益已成为商业银行发卡的通常打法，疫情期间还对老年卡、农民工等客户

进行了费用减免。在渠道建设方面，不仅各类金融 App 界面更加友好，使

用更加便捷，服务更加精准，还推出了服务诸如老年客户等的特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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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向线下赋能，提升网点、自助机具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在信贷

方面，商业银行、消金公司等不但有针对新市民的专属消费信贷、分期等

产品，且根据仓储、物流、纳税等情况推出了经营贷款产品，科技企业的

信贷撮合服务也已实现覆盖。在支付方面，微信支付、支付宝作为基于国

民应用的现象级支付产品，迅速将新市民带入城市新的数字生活，试点中

的数字人民币也将厚积薄发，为新市民提供更普惠、安全的支付服务。在

保险方面，除健康保险服务水平和创新持续提升外，针对灵活就业的意外

保险和新市民的专属养老保险也在积极探索并开始落地… 

新市民服务新在何处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新市民并非一个新概念，对其服务也并非一

个新课题。无论是在教育、居住、社保、医疗等公共领域，亦或是银行、

保险等金融机构，对新市民群体服务的时间跨度都可回溯至几年甚至十几

年前。就连“年轻”的金融科技企业，也有不少是在互联网的加持下从新

市民消费市场掘取了“第一桶金”。既然如此，新市民服务又新在何处，《通

知》又为何引发广泛关注？ 

还是要回到《通知》文本。细读全篇不难看出，新市民服务的“瓶”

未必是新瓶，但“酒”确实是新酒，而这个“新”就体现在业务开展范式

的改变上。 

范式的改变首先是更强调服务的普惠属性。金融机构对新市民的服务

起初更多着眼于市场属性，看中的是其进城务工或创业就业获取的财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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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获取财富的可能性，主要目的则是获取商业利润。近年来，对金融普

惠属性的追求在国内外日益兴起，对环境保护（Environment）、社会公益

（Society）、企业治理（Governance）的 ESG 要求大行其道，金融也越

来越被视为一种改善工作生活状况的发展权利而非仅是盈利手段。这一思

路也反映在了《通知》对未来新市民金融服务路径的顶层设计中，开宗明

义便指出了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及“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意义与定位。 

范式的改变其次是更强调对创业就业的支持。如前所述，对新市民的

金融服务特别是信贷服务起步虽早，但更多集中于消费场景。当初虽然在

活跃消费、拉动经济，特别是在催生数字经济生态发展成熟方面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但也滋生了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从业务逻辑角度

而言，消费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而只是财富的消耗或者转移，金融机构

在消费场景的利润争夺甚至竭泽而渔不利于金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相反，

对创业就业的支持虽然短期内因缺乏外部资源支撑和现成金融工具而具有

一定风险，长远看来则既有利于金融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又有利于实体经

济的强基筑本，对饱受疫情冲击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则更不啻为及时雨。 

范式的改变第三是更强调对新城镇化的支撑。客观而言，我国城镇化

特别是城市化虽然短期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部分城市高不可攀的

房价甚至成为社会问题，但相较于工业化进程，我国城镇化发展仍显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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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虽然在早期通过居民住房、城市基建等领域的资

源倾斜，很大程度助力了国家经济发展和家庭财富增长，但却也造成了过

度金融化的问题。房产更多成为了一种投资甚至社会分层工具，居住属性

反而不断淡化。不言而喻，《通知》中对住房租赁、保障性住房等场景的强

调就是对此前相关业务发展思路的根本性纠偏。 

范式的改变最后是普惠金融服务内容的增加。一方面，普惠金融

（Inclusive Finance）固然在概念上仅强调包容（Inclusive）属性，并未

区分业务属性是对公还是零售，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主要金融机构的普惠

金融业务大都由（中）小微企业金融发展而来，很长一段时间也集中于此。

另一方面，新市民服务则由消费金融等零售业务发展而来，其经营模式和

业务风貌具有明显的零售属性。而《通知》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通过对公业

务加强零售服务，从源头上设计了公私联动的业务路径，进而有利于通过

金融机构内外部资源要素的重新整合激发新的增长活力。 

新市民服务难在何处 

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之下，市场就是最好的老师。毋庸讳言，新市民服

务在其数年乃至十数年发展时间内始终主要围绕零售业务、消费金融打转，

而无法靠市场力量天然演进出《通知》等政策所要求的业务模式，其挑战

之多之大也更是自不待言。 

挑战之一在于新市民服务无法完整套用金融机构标准化服务。客观看

来，新市民中确实不乏潜力个体甚至群体，但整体却仍呈小、散风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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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有潜力的个别群体如高校毕业生、高端服务业自由职业者的金融需求

已得到充分乃至饱和满足，很难继续增长。另外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无论

是定位于服务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抑或是面向市民个体的零售业务，其

基本逻辑都是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但这种标准化应用于部分新市民群体

时，却因为户籍、职业、社保、工资等原因，反而成为排斥后者享受服务

的“护城河”。 

挑战之二在于金融机构传统信贷作业方式不利于新市民服务的深入。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抵质押物都是客户获取银行信贷服务的基础，同时也

是后者有效防控风险的基础，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制度和工具。进入信

息化时代以来，在互联网金融的探索和启示下，围绕征信信息、工资流水、

物流仓储等数据建构起的数字化作业模式也逐渐为行业所接受。但是对于

相当数量的新市民而言，他们既没有可供抵质押的实体资产，也没有可供

金融机构进行大数据获客、授信、风控等的有效数据。并且随着数据安全

法治的加强和贷款利率上限的压缩，金融机构腾挪变通的空间也日渐逼仄，

对新市民客群中未被满足的需求很多时候也只能望洋兴叹。 

挑战之三在于新市民服务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新市民

服务既是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工具，也是其归宿。满足新市民需求

是一项伴随经济转型始终的庞大社会工程，金融服务既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也需要其他工作的支持。比如，新市民金融服务的基础是稳定的就业和社

会保障，不依赖于资产和最小个人信息收集的信贷需要多维度、多场景的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9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