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网络借贷资金存管
业务指引》 的发布，P2P平台对
接银行存管系统迎来一轮高
潮。银行开展P2P平台资金存管
业务的态度也发生了较大的转
变，从刚开始的谨慎，到现在的
热情。据课题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4月10日，已经推出资金存
管业务， 并且已经上线了相关
系统的银行共有27家。

整个网贷行业共有217
家P2P平台上线了银行资金
存管系统， 在正常运营平台
中的占比提升至17.6%，其
中，2017年1月份以来宣布上
线了银行存管系统的P2P平
台达到了41家。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网贷
行业规范性的提高，一些银行
为了抢夺资金存管系统这块

蛋糕， 对P2P平台的门槛要求开
始降低。大部分银行要求网贷平
台的公司资质、核心团队及公司
运营满足基本要求即可，对平台
的背景等增信因素要求降低。

【专家解读】 随着一年的整
改期大限将至，大部分网贷平台
仍未上线存管系统。 因此5月将
会是各银行抢占网贷存管市场
的关键时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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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网贷平台为何越来越少？
一季度新增仅8家 多家上市公司剥离网贷业务 八成网贷平台无法转型或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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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继续下行
成交量、贷款余额双降

网贷行业收益率继续下行，网
贷之家数据显示，2017年4月， 网贷
行业综合收益率为9.30%，环比下降
了11个基点（1个基点=0.01%），同比
下降了194个基点。

2017年以来， 多家网贷平台
纷纷发布降息公告， 调整幅度在
0.5%-1%之间。行业收益一直处于
下行通道， 由于近期银行理财和
余额宝类宝宝理财收益的上涨，
部分平台采取加息的形式吸引投
资人，目前从数据来看，网贷行业
收益率处于横向盘整阶段， 预计
未来网贷行业收益率下降依然是
大趋势。

今年一季度， 网贷行业成交
量为5401.11�亿元，环比2016年四
季度下降17.24%。 从投资人数上
看，2017年第一季度行业投资人
数1201万人， 环比2016年四季度
增长8%， 与去年同期-2%的增长
率相比，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

课题组重点监测的500多家
平台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网
贷行业成交量最高的四大省市合
计成交量4884.2亿元，占比90.4%。
2017年一季度成交量排在前20位
的平台贷款余额为3663亿元，占
到了网贷行业整体贷款余额的
53.2%。行业“二八分化”现象加
剧，网贷行业“阶层”逐步固化，中
小平台逆袭的机会越来越小。

风投态度转冷
多家上市公司抽身

2017年第一季度， 共计25家
互金平台宣布获得风投， 较上季
度减少3家， 其中获得Pre-A轮投
资的有4家， 获得A轮投资的有11
家，获得B+轮投资的有1家，获得
B轮投资的有3家， 获得C轮投资
的有1家，登陆新三板的1家，获得
战略投资的4家。

从获得风投的平台所涉及的
业务领域上看， 有10家平台业务
均涉及农业金融、车抵、消费金融
等业务。可以看出，资本追逐的热
点依然是消费金融、小额信用贷、
车贷等资产。

另一方面， 上市公司对网贷
行业的态度逐渐转冷， 部分上市
公司正在逐渐从网贷行业抽身。
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匹凸匹、高
鸿股份、东方金钰、盛达矿业、益
民集团、新纶科技、奥拓电子、华
鹏飞、 佳士科技和天源迪科等多
家上市公司选择剥离P2P网贷业
务。 主要因为随着网贷行业监管
趋严，部分上市公司对P2P平台的
前景不乐观；另一方面，一些上市
公司与所参股的P2P平台之间存
在不符合规范的合作， 为了避嫌
选择退出。

据统计， 在此次列入评级
的97家样本平台中， 有22家平
台在2017年初的资产类型与去
年同期对比具有明显变化。这
22家平台中， 有45.5%的平台
下线或者降低了大额房产抵押
类贷款、 大额担保贷等不合规
资产的比重。

随着小额信贷和消费金融
的快速发展，有31.8%的网贷平
台选择了拓展信用类资产。而
车贷因为小额、合规、有抵押、

易变现等特点， 一直以来都
是平台眼中抢手的热门资
产，有22.7%的平台选择开发
车贷资产。

另外， 供应链金融也成
为备受热捧的对象， 供应链
金融有核心企业担保背书，
融资额度也多在100万元以
下， 属于合规资产， 目前有
9.1%的平台选择开发供应链
金融业务。课题组预计，未来
网贷行业能够“存活”下来的

资产类型将以场景消费金融、小
额信贷、车贷、供应链金融四类
资产为主。

【专家解读】P2P平台资产转
型对于整个行业的合规性来讲
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对于投资
人来讲应当谨慎乐观。 因为，不
同的资产类型，风险识别的流程
和方法截然不同，无法依葫芦画
瓢， 在P2P平台的新的风控业务
线还没有得到市场检验的情况
下，投资人应当提高风险意识。

在网贷行业野蛮生长阶
段， 面对众多良莠不齐的平
台，投资人在选择平台时，尤
为看重平台的背景， 因为在
那个时候， 大部分平台其实
都在扮演着信用中介的角
色， 一个好的背景意味着平
台有着更强的代偿能力。所
以，国资在那个阶段成为P2P
平台趋之若鹜的品牌标识。
平台使出浑身解数， 找来国
资“干爹”为其背书。

但是现在， 随着网贷行
业的逐步规范， 国资的信用
背书价值逐步弱化，相反，由

于国资系的P2P平台模式的特
点，一般都是跟融担公司、小贷
公司、保理公司、金融资产交易
所等资产提供方合作来获取资
产，标的金额往往偏大，同时由
于国资系平台在商业化运营能
力方面的短板， 之前网贷行业
的国资系“老大哥”已经成为了
合规转型的“老大难”了。

今年4月，打着国资背景的
本土网贷平台益金宝暴雷。在
此之前，已有金联所、鲸孚融、
景腾金融等国资平台宣布退
出。另外，据融360网贷评级课
题组统计显示， 有接近20家国

资系平台被爆出现问题， 包括
蓝金所、徽金所、国控小微、天
财猫、罗斯金融、花橙金融等。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正常
运营的国资背景平台有169家，
但是这些平台中， 有超过六成
的平台只是沾了点国资的边。

【专家解读】随着监管的进
一步收紧，行业竞争的进一步
加剧，国资系平台在资产端转
型和理财端获客方面都将面
临严峻的挑战，“金字招牌”的
光环将一去不复返，未来或有
越来越多的国资系平台选择
退出。

网贷行业未来或只剩四类资产

2017年一季度，网贷行业
新增平台仅有8家，和2016年
四季度相比下降65.2%， 同比
2016年一季度， 下降93.8%，
新增平台创历史以来最低。截
至第一季度，行业内累计正常
运营平台数量为1234家，环比
2016年第四季度下降12.8%，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2.7%。

另一方面 ，2017年一季
度，新增问题平台189家，环比
2016四季度下降35.1%，其中
湖南呈现问题平台7家。

在新增问题平台中，停业
平台占比最高， 为56.08%，跑
路平台占比第二， 为21.69%，
提现困难和转型占比较低，分
别为16.93%和4.23%。随着监
管力度的加大，2017年第一季
度以来，停业平台数量继续攀
升，其占比由上季度的53.92%
上升至56.08%。

【专家解读】 课题组专家
表示， 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
将有越来越多的平台因为合
规门槛过高被迫离场，选择以
主动停业或转型等方式良性
退出。 接下来一直到8月份监
管大限，网贷行业淘汰率将会
继续加剧。

新增降至个位数
淘汰赛将加剧

国资系光环不再 已成转型“老大难”

平台对接存管提速 银行降门槛抢蛋糕

随着互联网金融监
管的持续深入， 网贷行
业也已经步入转型深水
区， 经历着一场合规性
的“刮骨疗毒”。

日前， 融360大数
据研究院联合中国人民
大学国际学院金融风险
实验室发布了2017年
第一期（总第九期）网贷
评级报告，2017年一季
度， 网贷行业新增平台
仅8家，新增平台创历史
最低。同时，网贷行业也
掀起了资产转型热潮，
大额房产抵押类贷款、
大额企业经营类贷款等
遭到“抛弃”，场景化的
消费金融、小额信贷、车
贷以及供应链金融成为
转型的主要资产类型，
竞争也日趋白热化。

报告预计， 随着竞
争的加剧，80%的平台
将因为无法完成转型被
淘汰， 未来属于在资产
端有着较强竞争力和合
规性的网贷平台。

■记者 蔡平

随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深入，网贷平台面临升级转型。（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