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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观点 Viewpoint

北京商报讯（记者 闫瑾）在刚刚过去的这个
周末，网利宝平台累计交易额突破100亿元，“百亿
俱乐部”平台数额已接近50家。分析人士认为，监
管重锤之下，网贷成交量的“逆市增长”并不能断
定行业整体回暖， 其幕后推手更可能来自日益凸
显的行业“二八效应”。

如今，距离监管要求的整改期限还剩不到5个
月的时间， 网贷行业正在经历从野蛮生长向合规
化运营的急速蜕变。 在日趋严厉的监管加码过程
中， 资金流入成交量居前的大平台渐渐成为发展
趋势。在网利宝CEO赵润龙看来，网贷行业“二八
效应”势头明显，倘若平台欠缺对金融风险的敬畏
之心，投资人自然也会用脚投票，相反则可以获得
市场更多的信任。

·资讯·

全牌照下 苏宁金融如何破盈利难题

快钱快易花新增周周还功能

爱投资推财富管理品牌安见资本

网利宝交易额突破百亿

樊纲：我国消费金融有后发之势

北京商报讯（记者岳品瑜）中国的
金融科技（FinTech）行业飞速发展，且
已在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普华永道《2017年全球金融科技调查中
国概要》显示，零售银行、投资及财富管
理和资金转移支付将是未来五年被金

融科技颠覆程度最高的领域， 电商平
台、大型科技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是这
场变革中最具颠覆性的力量。 调查显
示，为了应对变革，大多数中国金融机
构计划在未来3-5年内加强与金融科技
公司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实体经济向信息化、 智能化
和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和生活模式演

变，未来的金融服务模式也将向3.0转
型，“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智能
终端”是其中的三大要素，科技将是这
个“新金融”模式的重要支柱。

今年是普华永道第二次进行全球

金融科技调查， 也是首次将中国受访
者的结果进行汇总。 本次调查获得了
全球超过1300名受访者的参与， 其中

包括125名来自中国的受访者。
调查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创造更多

的机遇，在客户、产品与服务、渠道三个
维度中得以呈现。客户方面，金融科技
使金融机构得以将客户群体扩大，延伸
至以往从未能覆盖的群体。产品与服务
方面，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重
点将从简单化和标准化，转变为创造个
性化的体验。渠道方面，在未来的五年
里，实体分支机构（如分行）的重要性将
逐年下降，移动渠道才是“王道”。

机遇总有挑战并行， 金融科技的
发展也给金融业带来了三大挑战。首
先，在竞争方面，在互联网和科技行业
存在的“赢家通吃”的模式，在金融业
是否可行值得反思。其次，监管是一把
双刃剑，不仅需要与时俱进，更关键的
是如何在鼓励创新和控制金融风险间

取得平衡。另外，在金融科技的竞争浪
潮中， 金融机构应如何培养面向未来
的复合型人才也非易事。

调查显示，为了应对变革，大多数

中国金融机构计划在未来3-5年内加
强与金融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伙伴关

系。然而，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在
与对方的合作中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信息科技的安全性和监管的不确定性

是双方共同指出的挑战。除此之外，金
融机构认为， 信息科技系统的兼容性
也是一个主要的议题， 金融科技公司
则表示，商业模式的差异有待解决。可
见双方之间的合作虽然有良好的主观

意愿，过程仍需进一步磨合。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主

管合伙人张立钧表示， 科技进步一日
千里， 跟不上市场发展的步伐将导致
收入和客户流失， 因而合作变得越来
越重要。在这个大趋势下，金融机构与
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模式可以是多种

多样的。展望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
流程自动化和区块链， 这三大创新科
技将对金融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只有
掌握科技技术，落实相应的配套技能，
金融机构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北京商报讯（记者闫瑾）消费金融
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 有预测显示，我
国互联网消费金融整体交易规模到

2020年将达10万亿元。 在日前举行的
2017乐信集团合作伙伴大会上，央行货
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
授樊纲表示，目前我国消费行为还处于
初级阶段，消费金融有后发之势。

樊纲认为，互联网将信用、风险，
数据等各个环节打通， 促进了消费金
融的发展。 未来消费金融机构找到了
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和一些专业的领

域，专一于某一个环节，使消费与金融
之间的各个环节都得到蓬勃发展，从
而会改善消费金融整体的业态。 工商
银行牡丹卡中心副总裁沈卫裕认为，
中国的消费信贷空间很大， 中国的互

联网经济甚至领跑发达国家。
不过， 在消费金融行业发展的同

时，互利共赢显得尤其重要。德银中国
银行业分析师范海烁认为， 传统银行
应对金融科技公司带来的挑战， 有两
种选择：加大科技投入自身变革，谋求
合作共同发展。 互联网金融改变了用
户的消费习惯， 用户消费习惯改变又
反过来促使传统银行改变， 与金融科
技公司全面合作共建生态， 是双方的
共赢选择。

此外，在合作伙伴大会上，乐信集
团CEO肖文杰宣布， 乐信向4.35亿信
用卡白领持卡人群全面开放， 旗下品
质分期购物商城分期乐已经支持农业

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等信用卡分
期购物； 后续， 乐信将持续在消费场

景、资产、资金、用户等领域向合作伙
伴全面开放。后续，乐信还将与数家银
行推出联名卡， 帮助信用卡获取优质
用户， 与工商银行的联名信用卡即将
上线。

“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已经进入
下半场，互联网公司与金融机构二者
之间不是颠覆关系， 大家各展所长、
水乳交融才最高效，乐信就是要联合
所有的合作伙伴，打造一个开放共赢
的互联网消费金融生态系统。” 肖文
杰表示。

同时，樊纲呼吁，监管部门要适应
新的时代发展，新技术的发展，让产业
能够更加健康而持久的发展。 业内人
士保持稳健的心态，要大发展，但是要
平衡发展、持续发展。

金融机构计划未来三年加强FinTech布局

北京商报讯（记者 闫瑾）继取现功能后，快钱
快易花日前新增周周还功能，堪称为用户准备了
一笔灵活的“备用金”。据了解，它将还款周期缩短
至按“周”计算，更以最低0.03%的日还款费率和最
高5万元的信用额度，随时解决用户短期小额资金
需求。周周还的上线，也标志着快易花打造的智能
信用账户进一步升级，将帮助更多用户畅享优质
生活。这款信用产品以“周”为单位计算还款期。用
户在快钱App上申请后， 最快15分钟即可通过审
批，最高额度可达5万元，还款时则可按1-4周自
行选择，到期一次性还款。

北京商报讯（记者 岳品瑜）专注于供应链金
融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爱投资近期将转型升级，针
对高净值人群的个性化投资需求， 将推出新的财
富管理品牌“安见资本”———iSeecapital。

根据公开资料， 爱投资目前的注册用户累计
已突破500万，这其中有部分投资金额在百万以上
的高净值人群，针对这部分用户的投资需求，安见
资本———iSeecapital诞生。 其负责人马丹表示，四
年来爱投资通过对用户投资行为的挖掘， 对投资
者给予评估定位，进而考察出投资人投资规划、投
资经验、风险认知水平、风险敏感度等；同时借助
大数据分析、量化金融模型以及人工智能算法，可
以为这部分人设计和提供个性化的理财服务。

日前，苏宁云商发布的2016年业绩报
告显示，截至2016年度末，苏宁金融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金服”）
营业收入为10.704亿元， 实现净利润为
1142.2万元，而在2015年苏宁金服的营业
收入为11.831亿元，净利润为3.13亿元。同
时， 另据苏宁云商业绩报告显示， 截至
2016年末，苏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宁消费金融”）2016年度营业收入
1.058亿元， 净利润亏损1.89亿元，2015年
的数据显示， 营业收入为8100.5万元，净

利润亏损6168.7万元。
对此，苏宁云商解释称，此阶段苏宁

消费金融净亏损的原因为“报告期内处于
发展用户、提高品牌知名度的阶段，加大
了促销推广投入，支出较大。同时，该公司
还在软硬件建设、风控模型、团队组建等
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未来，随着用户黏
性增加，使用场景的进一步丰富，以及大
数据支撑下的风控能力的不断提升，产品
利润将有所提升，消费金融公司效益将逐
步得到改善”。

在苏宁云商给北京商报记者的采访

回复中指出，苏宁金融2016年交易规模超
5000亿元， 净增激活会员突破1000万，苏
宁金融业务（支付业务、供应链金融等业
务）总体交易规模同比增长157.21%。

据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12月11日，
苏宁消费金融获得消费金融牌照，成为第
九家获得消费金融牌照的机构。2015年5
月29日，苏宁消费金融开业。此后，2016年
10月1日， 苏宁云商对苏宁消费金融增资
1.47亿元，持有苏宁消费金融49%股权。

易观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李子川认

为， 消费金融领域一般情况下第二年实
现盈利， 前提是外部渠道业务贡献占比
会较大，但如果是内部场景的搭建培育，

要提升用户新增及老客户的忠诚度与复

贷率，同时控制坏账水平，亏损周期可能
会有所加长。

此外，在机构争相布局的背后，消费
金融行业也曝出不良率高等诸多问题。有
媒体报道，截至2015年末，北银消费金融
公司、中银消费金融公司、捷信消费金融
公司、 四川锦程消费金融公司的不良率
大约在2%-3.7%之间。此外，一位消费金
融公司人士透露，不良率8%-10%属于消
费金融行业可接受范围。同时，在2016年
底，银监会非银部主任毛宛苑公开披露，
截至2016年9月末，消费金融公司全行业
资产总额1077.23亿元， 贷款余额970.29
亿元 ，平均不良贷款率4.11%，贷款拨备
率4.18%。

对此苏宁云商表示，苏宁消费金融贷
款期限较短且2016年苏宁消费金融实行
年底一次核销政策，因此年中某个时期不
良率出现阶段性偏高现象。随着“任性云
控”、全流程反欺诈系统、人脸识别技术的
应用，风控不断升级，加之年底核销政策
的实施， 目前不良率已处于行业前列水
平。根据2017年一季度形势，苏宁消费金
融不良率预计在3%左右，优于行业水平。

就苏宁金融的业务版图而言，走的是

“融资+支付+理财” 全产业链布局路线，
立足做综合金融。苏宁集团虽然牌照布局
时间短但最为齐全， 从2012年到2016年
底，苏宁获得了13块金融牌照。苏宁云商
财报显示，报告期末苏宁银行获批筹建，
拟于2017年上半年完成苏宁银行的筹建
工作，定位为科技驱动的O2O银行，苏宁
金融生态布局将更为完善。

对于未来苏宁如何让金融业务更快

地步入快车道，李子川认为，苏宁金融的
优势是其线上线下的供应链资源，劣势是
零售与消费金融还没有起到很好的联动，
造血还不到位，现在更多是零售对金融业
务的扶持。

另一位分析人士认为，苏宁集团旗下
有线上线下零售、体育、文化、地产等方面
资源，上游供应商、开放平台商户有融资
需求， 其中一部分可以转化为资产端项
目，提供信贷、众筹等服务，也可以成为企
业理财客户； 用户在线上线下消费时，为
消费金融推广提供了场景； 苏宁会员、地
产项目业主等资源可以转化为理财用户；
体育、 文化等资源可以作为场景来开发，
导入理财业务。所以如何把这些优势进行
更好地转化是未来一段时间需要考虑的

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闫瑾 刘双霞

近年来， 大型企业扩
张金融版图已不是新鲜
事，谋求金融全牌照、发力
金融综合化经营成为必走
之路， 也获得了市场更多
的关注。 不过， 对于不少
“跨界”金融领域的大型企
业来说， 金融业务短时间
内实现盈利或者持续盈利
还存在一定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