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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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敏： 

我确实没什么准备，就谈一点简单的想法，想

到哪儿说到哪儿，10 到 15 分钟吧。 

关于消费金融，首先谈一点感受，刚才秘书长

和剑峰介绍了，的确我觉得这几年发展实在是太迅猛

了。这种便利的程度，它的渗透率，我们讲金融的渗

透率，从企业、政府、居民这三大主体来看，这几年

渗透率提高最快的就是居民。无论是支付还是我们过

去讲的投资，现在叫做融资，这种便利化程度的发展，

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金融创新在这个领域里边发

展的速度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这几年从技术创新这个大的格局来讲，互联网

金融跟实体经济结合最紧密的非消费金融莫属，其他

的金融，资管、理财、嵌套等等，都出现了金融体系

内部的循环，多多少少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发现在消

费这个领域，的确跟金融联系得最紧密。 

刚才秘书长介绍了一个情况，剑峰也提到了，

利率如果从笔数来讲，跟消费有关的笔数肯定在网上

发生得最多，92%的利率都在 5%以下。这个结果才真

正实现了互联网金融应该具有的优势，就是低成本、

高效率。 

它的利率，如果充分发挥科技的优势，应该是

低于传统金融的，或者低于传统银行的。我们之所以

看到现在很多 P2P平台被认为是网上高利贷，一方面

纪敏 

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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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风险定价的原则，服务的是一些小微企业，本身风险就比较高，从银行角

度来讲，那些企业基本是被拒之门外的，因为风险比较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

度讲，我们无论是在网上买东西还是在网上获得金融服务，它的成本应该是更

低的，效率应该是更高的。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有价格向下驱动的内生因素在

里面。 

从金融创新的角度来讲，消费金融实际上很好地实现了以下两点：第一，

和实体经济实现了非常紧密的结合；第二，把它的成本和效率优势，以及技术

优势体现得非常充分。 

所以，并不夸张地讲，近年来，从金融创新的角度，从技术驱动金融服务

进步的角度，消费金融或者说互联网金融当中的消费金融应该说是一个典范。 

我们的确看到，在现在的互联网金融的网贷平台当中，专注于消费的平台

体现了小额分散的原则，专注于信贷的平台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可控的，这是

一个可喜的现象。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也看到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迅速发展，实际

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挑战，需要我们未来更好地应对，进而促进这个行业的

健康发展。总的来讲，整个互联网金融或者金融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无非就

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这些问题可能原来就是存在的，只不过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这

些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更加显性化，它凸显了一些监管制度或者别的东西需

要更好地适应这些变化，进行一些改革。 

其实我觉得这类问题也是有不少的。比如刚才秘书长也提到了个人的信息

保护问题。这个问题之前就存在，我们从银行获得各种各样的和个人有关的金

融服务，当然，个人信息是需要被利用的，它是征信的基础，刚才秘书长也提

到了精确授信。互联网金融一个大的优势就是大数据以及其他科技优势，它能

够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更多地挖掘数据的价值，实现所谓的精确匹配，实现精确

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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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讲，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沿着大数据以及它的数据挖掘

所带来的获客优势发展下去，这就是互联网金融的优势，这个方向是毫无疑问

的，按照这个方向发展应该是消费金融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大数据。 

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会带来个人信息使用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是不是有

边界，是不是被过度滥用，作为个人来讲，作为主体来说，是不是应该有知情

权。这些问题加快暴露出来了。 

前两天我看行里面开了一个有关个人征信的国际研讨会。行长在会上提出

了个人征信三原则，一是独立性原则，按照我的理解，如果有某一个商业机构，

哪怕这个机构做得非常大，它同时在做其他的金融服务，做授信。如果由它搞

一个个人征信的机构，中间可能就会有冲突。这是若干机构联合起来搞这么一

个平台，而不是某一个机构利用大数据的优势逐渐发展成对其他金融机构提供

征信服务的一个平台，这就是我们说的独立性原则，第三方的独立性原则。 

二是公正性原则。征信当中，首先政治上应该是正确的，然后应该是公正

无偏的。所谓公正无偏，不能把个人的信用信息作为评价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依

据。个人信用信息的价值仅仅是使金融服务进行更精确的匹配，而不是由此把

人分成三六九等，然后把信用信息扩展到除了金融服务以外的其他领域，这就

是公正性原则。 

第三个原则，强调的是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这要和信息的商业流动之间

寻求一个有效的平衡。这里涉及到了个人信息的征信边界应该进一步明确界定，

不是所有的跟大数据管理和应用有关的东西都可以被纳入到征信，都可以按照

征信的办法管理、约束。 

行长讲话里面总结出来的这三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加快发展互联网

金融也好，发展其他形式的消费金融也好，都是应当共同遵守的。实际上，之

所以现在有这些原则，也是跟互联网金融，特别是互联网消费金融快速发展所

提出的更加迫切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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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可以有大数据，可以更多地挖掘数据的价值，可以

更好实现金融服务和需求方的精准匹配。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否

定了这个方向。我认为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并且从经营来讲就是处理信息不对

称。现在，互联网金融有很大优势来解决这个问题，实现精准的匹配。 

我个人的看法，比如利用大数据的挖掘对潜在客户实施精准营销，这个东

西恰恰是数据价值利用和提升的反映，反映了金融服务逐渐突出个性化、小众

化的一个表现，也是顺应新常态的格局，反映个人发展趋势的一个表现，并不

能简单认为是对数据的过度挖掘。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制度的完善提出

了迫切要求。当然这方面还有很多，这个就不再展开了。 

互联网金融本身同时也是金融，既然是做金融，有关金融的一些监管要求，

对你来讲也是同样适用的，换句话讲，你不能穿个马甲，这些金融监管的基本

规则就可以抛掉了。这个方面同样也是我们需要防止的，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倾

向。实际上，我们现在对 P2P 的定位也好，或者对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定位也好，

甚至对其他的互联网金融的定位也好，在监管上还没有能够实现开放式的发展

和充分的竞争，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给它的功能做一定的限制而实现监管资

源和风险的匹配。这个话听起来有点拗口，实际上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现在

的第三方支付、P2P、其他的互联网金融，如果能够对其发展作出一个正确的定

位，如果监管上能够充分的包容这种业态的发展，即你做成什么样子就有相应

的监管制度跟你匹配，而不是说你只能做成这个样子。 

换句话讲，我相信随着监管能力的提升，包括行业自律的完善，未来的互

联网金融包括 P2P在内，对它的定位可能更多的应该是给它一个充分的发展空

间。如果做成了资金池，相应的就要按照银行的一些监管办法，如拨备、资本

充足率等等就要有相应的要求。如果不做成资金池，做成另外一种金融，因为

它是金融，也要有相应的监管规则与之配套，而不是完全规定它应该是什么，

不应该是什么。 

最后，我觉得互联网金融，尤其是消费金融，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刚才我

讲的科技优势，尤其是大数据挖掘的优势，可能不仅仅表现在获客方面，在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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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方面、在降低成本方面、在提高效率方面、在资产方面都有表现，这种优势

可以进一步延伸到负债端，比如消费金融的应收账款，或者它的贷款，或者其

他资产证券化产品，利用大数据对资产进行定价，在融资方面同样可以发挥它

的优势。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殷剑峰： 

谢谢纪敏所长！刚才纪敏所长提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消费金融发展

的征信问题，这里我联想到一个问题，消费金融应该怎么定义？一种定义就是

消费金融是由消费提供的金融服务，而这种金融服务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支付，

一个是借贷。想消费没钱，提供消费信贷，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了征信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广义地理解，消费金融恐怕应该把消费者理财的需求提出来，就

是为消费而理财。 

另外，纪敏所长所说的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问题，在正规的金融体系中，

无论是什么机构，只要你做金融，就应该接受同样的监管。所以，中国的互联

网金融尽管发展得非常快，依然处于一个尚未成熟的阶段。同样，金融借款体

系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谢谢纪敏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