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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演新生活 2016新金融百花齐放

消费金融由“蓝海”变“红海 ”
消费金融喧嚣，民营银行躁动，金融科技遍地开花……2016年

的新金融行业风云变幻， 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巨大改变让这些新兴行
业进入到了发展的拐点。

一方面，抓住市场红利的细分行业开始崛起，如民营银行、消费金
融；另一方面，随着一系列新规出台，行业洗牌、风险爆发、增速放缓。

理财可以问智能投顾，刷个脸、扫下二维码就能取钱……2016
年，新金融业态层出不穷，成为新经济、新生活的真实预演。

消费金融在今年骤然变得喧
闹。首当其冲的是政策风口：今年3
月，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在全国开展消费金融公司试点，鼓
励金融机构创新消费信贷产品。

政策的东风不久就吹到了长
沙。2016年6月， 湘股通程控股发布
公告称，由长沙银行为主发起人，通
程控股将与北京城市网邻等共同发
起设立“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该公司拟注册资本3亿元。

记者发现，11月获批和开业
的消费金融公司中，5家为银行发
起成立，1家为银行参与成立。种
种迹象表明，消费金融公司将是银
行零售业务战略布局的一个板块。
目前，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电商巨

头、P2P平台等几大派系在消费金
融领域杀成一片“红海”。

行业人士认为， 消费金融在
2016年的爆发是市场和政府两只
手共同作用的结果。

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年
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研究报
告》称，2015年中国消费信贷规模
达到19万亿元， 同比增长23.3%，
预计2019年将达到41.1万亿元。面
对这个诱人的万亿元级“新蓝海”
市场，各类资本竞相进入。

业内人士分析，在政策引领与
市场需求的双风口下，“消费金融”
给了各路资本一个可供讲故事的
剧本，也正因如此，市场正加速由
“蓝海”转向“红海”。

相较消费金融的喧嚣， 理财市
场在今年迎来了智能投顾系统的新
风口，继基金公司、券商、互联网金
融机构等之后，浦发银行、招商银
行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智能投顾系
统，传统银行也开始布局该领域。

业内将2016年定义为智能投
顾发力元年：基金公司、券商、第三
方财富、互联网巨头、软件集成商，
甚至以个人网贷平台（P2P）为主
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扎堆布局，智能
投顾参与主体疾步扩容。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
包括蓝海智投、因果树、宜信、拿铁
财经、积木盒子、平安一账通、京东
金融等约50家背景各异的公司推
出智能投顾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12月，商
业银行也正式入局。 招商银行推出
的“摩羯智投”，开启了国内商业银

行运用智能投顾的新时代；12月7
日， 民生证券开发数字化资产配置
系统；12月中旬，浦发银行基于手机
银行8.0推出智能投顾系统———“财
智机器人”。智能投顾系统会依据客
户的投资偏好、 风险偏好和理财期
限等要素， 自动筛选并组合出一个
理财方案， 投资者只需要按下手指
即可一键购买， 这意味着投资理财
可以变成一种简单的“傻瓜模式”。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监
管层对数字化资产配置业务的监
管比较模糊，部分企业打着数字化
资产配置旗号，突破了原有监管体
系，带来了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

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
心研究报告也指出，国内目前已上
线的智能投顾产品中， 除同花顺、
东方财富等公司外，绝大部分不具
备执业牌照。

多项监管相继落地
互联网金融洗牌加速

如果说2015年是互联网
金融的监管元年，那2016年就
是监管政策全面细化、落地的
一年。

从2016年1月监管部门
启动互联网金融领域专项整
治开始，到12月央行副行长潘
功胜指出互联网金融风险底
数已经基本摸清，据记者不完
全统计，中央及各地方监管机
构围绕新金融领域至少出台
了40余份文件。

其中，包括《互联网金融
信息披露规范》、《互联网金融
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政
策的出台都对新金融行业发
展的未来走向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

监管思路的明确，监管细
则的落定，加速了行业洗牌和
重整。互联网金融监管朝着金
融业强监管的方向靠拢，尽管
没有实行牌照制，但种种条款
也已经为行业准入和经营垒
起了足够高的门槛。

比如， 今年P2P平台面临
的最大合规挑战之一，就是必
须要由银行来做资金存管。

12月23日，湖南本土网贷
平台蜂投网广东华兴银行签
署存管协议， 将在明年1月上
线银行存管系统。 即便如此，
截至目前， 湖南仍只有2家平
台真正实现银行存管。

在蜂投网副总裁阮堃看
来，目前整个P2P行业都处在
大浪淘沙阶段，“肯定会淘汰
一批平台，只会留下一部分规
范发展的平台， 这是大势所
趋，湖南的平台也不会例外。”

今年以来，湖南本土三湘
金融、开心贷、悦车贷等相继
跑路，20余家平台提现困难或
者停业。根据网贷之家公布的
数据，截至目前，湖南正常运
营的平台为43家。

■记者 蔡平

银行加速入场消费金融：由“蓝海”走向“红海”

智能投顾“元年”：方兴未艾，或面临违规风险

12月26日，由三一集团
主动发起成立的湖南三湘
银行正式开业，成为湖南首
家、 全国第八家民营银行。
三湘银行开业，只是民营资
本进军银行业的一个缩影。

2016年是民营银行迎
来大爆发的一年， 多家银行
获准筹建，截止到目前，民营
银行数量达到16家， 其中今
年获批的数量已经达到11
家。到了12月，还迎来了一波
批筹的小高潮，一个月内有6
家民营银行获批。

据了解，截至今年末，
首批5家民营银行中的前
海微众银行、 浙江网商银
行、上海华瑞银行、温州民
商银行已经基本实现盈亏
平衡。但作为先行者，这几

家民营银行的发展仍在摸
索中。

对此，三湘银行董事长
梁在中也表示，由于没有成
熟先例，在国内找不到对标
银行，三湘银行一切都是摸
着石头过河。 据梁在中介
绍，三湘银行将深耕产业链
金融，做中国第一个“金融+
产业”的行业区块链。

与民营资本积极涌入
相对应的是，已经至少有10
家公开披露过申请民营银
行计划的民企中途退出。湖
南上市公司永清环保也退
出了民营银行的筹建。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除
了有企业自身的原因外，亦
有大家对民营银行的认知
回归理性的原因。

三湘银行开业
民营银行从喧嚣回归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