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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发展与创新研讨会 
——暨《消费金融创新报告》发布会  

区力：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我是京东金融的

区力，我现在负责消费者金融。刚才几位领导的讲话，

我也非常有共鸣。到现在为止，京东金融的消费金融

做了三年多，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也和大家分享一

下我们所做的事情，和一些对行业的思考。 

我加入京东金融之前，在金融机构工作了很多年。

十年前，很多金融机构的贷款结构中，公司业务规模

远远大于个人业务规模，收入结构也是如此。原因很

简单，对于银行来讲，做一笔企业贷款的成本和效率

要远远优于个人贷款，尤其是在审慎经营的思路下，

把握好企业的风险，容易形成规模。而对个人业务，

特别是信用贷款的门槛通常比较高，所以过去很多年

前我们看到，国内个人信贷的占比通常都不会高于

20%，如果除去房贷，个人消费类贷款占比不会超过

5%。 

三年前，消费金融火了起来，这背后不仅是因为经济

结构调整带来的红利，而且也是因为人们消费生活方

式的改变，让金融服务渠道变得越来越互联网化。  

我认为，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迅猛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消费领域的金融供给，也能够解决金融

的普惠难题，但是，做互联网金融的机构是不是都有

底气说，我做的东西真的能解决“普”和“惠”呢？ 

区力 

京东金融消费者金融事业部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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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不是一句口号，普惠金融实际上是社会责任驱动的，是良心和道德驱

动的，说到底，金融产品的定价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不是披着“普惠”

的皮，做着不合理的、高定价的消费金融生意。 

最近，我看到一些很不好的现象，消费金融似乎成为了 P2P 的避风港，在

政策环境下，很多 P2P 公司一夜之间转型，扛起了做消费金融的大旗。最近，

也有很多声音在批评一些现金贷平台乱收费的现象，有人整理了市面 78 家比较

知名的现金贷平台，平均预期利率 158%，其中，最高的年化预期利率竟然达到

了 598%，砍头息、变相收费、暴力催收、裸条等负面舆论层出不穷。 

前段时间，我还得知以前一位老同事创业做消费金融了，打出来的广告是

要招聘三十个分公司总经理，年薪三百万，说实话，我真替这位老同事捏了一

把汗。 

所以，我想很有必要借这个机会呼吁，消费金融要回归到普惠的本质，消

费金融不是简单的放贷生意，更不是把高利贷线上化，没有好的风控、没有好

的定价机制、没有惠及民生的，都不叫做消费金融。 

其实，要理解“普惠”很简单，“普”的意思是普罗大众，所以，首先是

能不能创造一种新的、更有规模效应的服务模式，服务更广泛的用户，让更多

人受益。第二，要解决“惠”的问题，是不是成本能足够低，让用户享受到更

低成本的服务，而不是付出更高的代价。联合国在 2005年对普惠金融提出的定

义是，用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

金融服务。在我看来，这个定义的关键词就是可负担成本。 

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还是金融科技公司，解决普惠关键

就在于解决可负担成本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成本和效率的问题。这也是

我们做消费金融思考最多的问题。 

在现实的商业模式中，成本结构的不同会让商业模式产生很多的变化，固

定成本高而变动成本低的商业模式，是相对没有边际的，可以快速复制，这就

表明，如果固定成本可控，变动成本低，一定是适合普惠金融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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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京东金融举例，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做了大量的数据研发和系统的投

入，我们把这样的投入定义成固定成本，而每一单金融服务的操作成本，我们

定义成变动成本。比如“白条”业务，我们没有一笔是通过人工审核，都是机

器决策，这样子每单的变动成本近乎为零，我们的后台系统 1 秒钟可以处理几

十万笔交易，这在过去的金融服务模式中是不可想像的。 

除此之外，“白条”信用风险评估模型覆盖了两亿多个京东用户，而且每

一个数据模型体系中都有上百个子模型，几万个变量。我们也大量应用深度学

习、神经网络等新技术，通过这样的数据模型体系去解决风控、欺诈等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负责的部门不叫消费金融，而是消费者金

融，归根到底，消费只是场景概念，而最后落实的还是人，我们称之为消费者。

通过数据去驱动风险定价能力，如果只是一味地提高定价、盲目做大用户规模，

这不是能力，真正的能力体现在把定价控制在合理的水平，甚至想办法降低定

价，用高效率的风控逐步拓展用户。 

再比如，京东金融在做农村金融的时候，其核心也不是为了发放一笔贷款，

而是关注于农村经济的整个流转环节，解决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的问题。

如果将农村的产业链打通，那么，所有的农村金融服务成本就会相对下降，风

险也会降低。我们充分运用数据技术，对不同地区的需求、销售、商品流通状

况进行预测，让交易流转环节更加顺畅，进而让农户的贷款利率降到最低。截

至目前，我们帮助 4.2 万贫困人口获得了金融服务。 

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数据统计，“白条”客单价最高的是中西部地区。这

意味着，让数据模型起作用，我们服务了更多中西部地区的用户、农村的用户，

在这个过程中，精准的风险识别和定价，让消费金融风险也很容易化解掉。 

事实证明，无论是“白条”业务还是现金贷款“金条”业务，我们的费率

都能够做到和中小银行差不多的水平，同时，不良率也都控制在业内很低的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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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Fintech成为了一个热词，我认为，Fintech 绝不是一个概念，

它不一定仅仅代表互联网金融机构，而是要让 Fintech和传统金融机构建立密

切的关系，通过数据和技术帮助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互联网”，把互联网当做

技术去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因此，本质上 Fintech 是帮助做好金融业务的手段，

风控和定价能力依然是核心。 

从整个行业和国内市场来看，普惠金融其实不光局限于互联网金融机构。

在美国，从投行到大型银行，这些传统金融机构也是金融科技的深度参与者，

大量的新科技、新手段代替人力，自动化的效率、量化的效率、模型的效率、

机器化的效率越来越高。实践也证明，这些新技术的运用最终能够帮助降低金

融服务成本，提升服务效率，推动金融服务的普惠，尤其是让消费金融变得规

模化，成本更低。 

所以，互联网在普惠金融里并不是狭隘地扮演着渠道角色，而是一种新技

术手段。可能几年前是互联网，最近几年是移动互联网，现在是人工智能，未

来还会不断地有新技术涌现，这都将给金融服务带来非常多不一样的体验。 

这几年，京东金融也在数据和技术输出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包括和金融机

构合作联名信用卡，帮助发卡银行提高批核率。现在，我们的现金贷款产品背

后大部分都是对接的银行资金，帮助金融机构降低风险提高收益率。我们的白

条闪付产品，让新的移动支付技术和白条服务结合在一起，让用户随时随地都

能享受消费金融服务的便利。今后，我们依然会沿着开放的路径，对外输出数

据技术能力，帮助推动整个普惠金融生态的良性循环。 

最后，我想说的是，随着监管政策逐渐明朗，消费金融市场一定会迎来驱

除泡沫、发现价值的净化期，高利贷机构绝不可能拿消费金融当“皇帝的新

衣”。说到底，做普惠的消费金融就是要摸着自己的良心，做真正惠及民生的

金融服务，更要对风险长存敬畏之心。金融科技绝不是概念的炒作，而是这个

时代赠予金融市场的礼物和机遇，拥抱它、用好它，就会是实现数字普惠金融

的利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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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殷剑峰： 

谢谢区总！区总是京东金融消费者金融事业部的，消费者金融应该是更合

适的概念，消费者金融意味着更广的金融服务，意味着消费者各种类型的金融

服务。另外消费者金融强调的是对人的服务，对消费者提供服务，对消费者提

供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在英文里面叫做 Inclusive finance，翻译过来就是包容

性金融，用可负担的成本为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需求，这种可负担的成本至关

重要。从宏观上来说，我们知道去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年整个居民

部门的债务新增 6万亿，居民部门的存款新增 5 万亿，整个居民部门已经成为

融资的一个部门，这和教科书上的概念完全不同，上一次发生这种现象是 2007

年，2007 年房价最高，2008 年掉头往下。所以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作为消费者

的整个居民部门，负债的压力事实上也是非常大了。如何提供可负担的成本的

融资，区总提到用科技、用风控，这是传统的金融业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传统

金融业需要学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