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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贷转小贷路径明确 为何有人不愿“上岸”

指明两条路径

网贷风险整治迎来新一步进展。近日，一

则关于网贷机构转型小贷公司的指导意见引

起行业热议，北京商报记者从接近监管人士、

平台等多处确认了该指导意见的真实性。而

自此前“175号文”明确鼓励网贷机构转型小

贷公司后，经过近一年时间，该转型路径终于

得到监管的进一步明确。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该转型意见从平

台合规条件、注册资本、股东条件、存量情况、

转型方案及期限等进行了一系列要求，其中

明确提到，网贷机构存量业务须无严重违法

违规情况，股东需具备消化存量业务风险能

力、转型方案获得大多数出借人支持配合等。

对于有转型意愿的平台，指导意见指明

了两条可选路径，一是可转型为单一省级区

域经营的小贷公司，第二则是可以转型为全

国经营型小贷公司。前者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5000万元人民币（出资形式为货币）；后者则

不低于10亿元，其中首期资本不得低于5亿

元，且在首期实缴资本的基础上还应同时满

足不低于转型时机构借贷余额1/10的要求。

对于转型期限，指导意见也定下了较为

紧凑的时间节点，具体为原则上不超过一年；

部分存量规模在50亿元以上且借款期限大部

分在一年以上的网贷机构，原则上不超过两

年。其中拟转型为全国经营小贷公司的网贷

机构，还应具备符合条件的经营网络

小额贷款业务的互联网平台，才可将

临时牌照更换为正式牌照。

行业观察者张鑫（化名）向北京商

报记者指出，目前大部分平台都希望

往全国经营性小贷公司转型，但这

一转型并不容易，仅注册资本金10

亿元、收取借贷余额1/10这一个要

求，就已经把很多平台卡死在门外。

他直言，很多中小平台并没有足够的资金，而

少数头部平台待收金额又高，因此这一资本

要求对市场上大多网贷机构来说都不是小数

目，即使最后满足了也得“大伤元气”。

面对“高昂”的注册资本金，引入新股东是

否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式？张鑫指出，在当前

的资本寒冬下，很少有平台能在监管限定期内

找到可靠的新股东，因此唯有原有股东继续努

力才比较现实。北京市网络法学会副秘书长车

宁也认为，一方面，网贷机构企业历史包袱沉

重，未来发展不明，合法性存疑；另一方面，引

入的新股东大概率前期（如三年内）无法分红，

即使存在这样有实力有意愿的“天使”股东，其

参股数量也不得超过2家，控股数量更不得超

过1家，因此，从整个行业情况来看，多数平台

无法在短时间内引入新股东解决根本需求。

网贷机构反应不一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指导意见明确，转型

小贷将坚持机构自愿和政府引导的原则，而

在转型路径明晰后，北京商报记者却注意到，

一部分平台表示意愿强烈，称转型为必然选

择，且已开始行动；但也有平台表示，暂未有

小贷转型意愿，一方面希望能争取消金牌照，

另一方面仍想继续等待网贷监管试点。此外，

还有部分已持有小贷牌照的网贷平台，对该

次指导意见则持“观望”态度。

11月27日，贵州一P2P平台已在官网发布

公告称，在收到指导意见后，已于11月25日正

式向有关部门提交了转型申请，预计将于

2020年1月底前发布经相关监管部门认可的

转型实施方案。该平台工作人员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正在配合网贷风

险专项整治工作，并在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制

定转型实施方案。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各个地区多家网贷

机构平台，多家上海的网贷机构表示转型意

愿强烈，部分平台直言已将转型小贷视为最

后的上岸途径。部分北京网贷机构人员也指

出将配合监管要求积极转型，“这是必然的选

择，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必须根据监管的指导

建议积极调整”。

而在多家平台纷纷抓住“转型小贷”这一

救命稻草时，也有网贷机构人员指出，公司目

前暂未有小贷转型意愿，主要原因是：一方面

希望能争取消费金融牌照，另一方面仍想继

续等待网贷监管试点。

麻袋研究院研究员王诗强分析，“转型网

络小贷公司对部分中小平台比较有吸引力，

会有一些存量规模不大的网贷平台积极申请

转型，但是，对于头部网贷平台或者存量规模

较大的平台，转型网络小贷压力较大，吸引力

较弱”。

他进一步指出，目前，网络小贷非标融资

杠杆太低、门槛较高，很多网贷机构股东担心

未来发展重蹈传统小贷覆辙，因此积极性不

高。建议监管放开网络小贷牌照杠杆限制，大

幅度提升牌照价值，从而提高股东积极性，吸

引新股东参股，从而可以更好地解决网贷存

量风险。

转型成功率几何

尽管此次指导意见为网贷机构指明了

转型路径，也已有平台打算“上车”，但具体

可行性有多高？能真正成功转型的平台又有

多少？多位业内人士一致认为，按照目前的

监管文件，全国性的网络小贷牌照不会太

多，区域性小贷牌照各地监管部门权限较

大，数量不能确定。目前监管还是以出清风

险为主，尽量挽回投资人出借资金，将投资

损失降到最低。

一接近监管人士推测，在转型小贷机构

的数量方面应该不会有具体限制，但从整个

可满足转型条件且有转型意愿的平台来看，

该数量不会超过两位数。另一资深人士进一

步指出，当前，有少数平台已经布局网络小贷

牌照，在此前提下，以下几类平台将更适用于

该转型路径：一是真正有意愿有能力的平台

可以转型；第二为自身没有牌照的可以去挑

战一下；第三则是对于存量规模适度、融资渠

道通畅、风险压力不大的企业，这次将是一个

非常好的上岸机会。

车宁则指出，网贷机构在转型前也应

考虑一下转型的价值。他坦言：“这其实是

一场被外力驱动而离开舒适区的冒险。这

一冒险中，企业要交出的是作为其真正有

优势的吸收资金能力，但获取的是一张‘临

时’牌照，此外还需要面对未来‘生产’资产

能力的挑战。”

他进一步指出，与此前持牌机构的正常

状态不同，这块牌照的存在与否和价值大小

与企业的风控工作息息相关，其逻辑与刑法

中的“缓刑”多少有些类似，即设定一定考验

期，根据对象实际表现决定去（退出市场）留

（转型成功）；此外，这一牌照与过去牌照的存

在方式不同，在真正转型前，这块牌照在当前

只是“临时”许可，当触犯红线要求后自动失

效，触犯黄线要求而又无法整改的也自动失

效，加上何时转正前景不明，因此这一牌照也

有了一番“纸糊官帽”的意味。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实习记者 刘四红

当前，一则由互金整治办和网贷整治办共同发布的《关于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转型
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引起行业轩然大波，随着该指导
意见的发布， 一系列关于网贷机构转型小贷公司的合规条件与资质要求等纷纷浮出水面。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该指导意见发布后，不同行业观察者解读不一，网贷机构也作出不同
反应：一部分将其视为网贷行业的救命稻草，“不管怎样，先努力上岸”；另一部分则因门槛
过高、可行性差等问题，未有转型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