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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公司批筹或加快 主

体多元化将成趋势 
 

 4月23日，平安消费金融公司在上海开业。这是2020

年来第一家开业的消金公司，也是银保监会自2019年11月以

来批筹的第三家消金公司。银保监会3个月内批复三家消金

牌照，相较往年，这个节奏有所加快。我们研究了消费金融

公司批筹与消费贷款余额增速的关联，认为在消费金融公司

批筹加快的年份，消费贷款增速也在加大。在目前促销费提

质扩容的政策环境下，消费金融公司批筹加快的可能性很

大，但是由于申请条件严格，审批也会谨慎。 

在市场竞争加大的情况下，参与消费金融公司的发起主

体也愈来愈加多元化。这其中有商业银行战略转型零售业务

的需要，也有互联网金融平台经过严监管清退后的正规化之

举，更有互联网流量平台公司借助持股“曲线”持牌的需求。

随着金融业不断开放，监管层也更倾向于接纳多元化的参与

者进入持牌消费金融的队伍中；而参与者的多元化，也意味

着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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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公司批筹或加快 主体多元化将成趋势 

4月23日，平安消费金融公司在上海开业。这是2020年来第一家开业的消金公司，也是银保监

会自2019年11月来批筹的第三家消金公司。银保监会3个月内批复三家消金牌照，相对于往年节奏

有所加快。我们研究了消费金融公司批筹与消费贷款余额增速的关联，认为在消费金融公司批筹加

快的年份，消费贷款增速也在加大。在目前促销费提质扩容的政策环境下，消费金融公司批筹加快

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由于申请条件严格，审批也会谨慎。 

在市场竞争加大的情况下，参与消费金融公司的发起主体也愈来愈加多元化。这其中有商业银

行战略转型零售业务的需要，也有互联网金融平台经过严监管清退后的正规化之举，更有互联网流

量平台公司借助持股“曲线”持牌的需求。随着当前金融不断开放的情况下，监管层也更倾向于接

纳多元化的参与者进入持牌消费金融的队伍中；参与者更加多元化，也意味着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

性。 

一、顺应消费发展趋势 消费金融公司牌照批筹或加快 

1.银保监会3个月内批复三家消金牌照 

2019年11月到2020年1月，银保监会3个月内已经批复了三张消费金融公司牌照，消费金融牌照

发放在提速。 

2019年11月21日，银保监会官网信息显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市筹建

平安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获批。2020年4月9日，上海银保监局发布了《关于平安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开

业的批复》，批准平安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开业。从获批筹建到批准开业，平安消金实际筹备时间仅

仅用了140天，几乎创出消费金融筹备开业的最快记录。 

2020年1月10日，银保监会批复同意光大银行在北京市筹建北京阳光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在批复之日6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阳光消费金融其他两家参设股东为中青旅和台资银行王道商业

银行。 

1月17日，银保监会批复同意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在重庆市筹建重庆小米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自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2019年11月，重庆银保监局批复同意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参股

设立重庆小米消费金融公司，投资金额人民币4.5亿元，持股比例30%。这意味着，小米或将成为继

百度、阿里等之后下一家成功拿下消费金融牌照的互联网巨头，也将是重庆第二家消费金融公司。 

2.顺应消费趋势，今年批筹或加快 

2009年，银保监会颁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消费金融公司是不吸收公众存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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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分散为原则，为中国境内居民个人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2010年，银

保监会启动消费金融公司试点，采取先试点、后逐步放开的方式。 

截至2020年，消费金融已经发展了十年。从时间上看，正好处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10

年后经济下行压力开始加大，进一步加快了消费金融公司设立的进程，以此拉动消费和经济。在2010

年当年，银保监会批复了三家消费金融公司。随后2011-2013年，经济形势略有好转，新的消费金

融公司批筹设立也暂缓下来。2014年，经济下行压力开始重现。2015-2016年，监管机构相继出台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政

策支持消费金融发展。自此，消费金融公司批筹又进入了一个集中批筹期，2014年批筹两家、2015

年批筹6家、2016年批筹6家。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金融大规模发展的同时，很多问题也不断暴露。自2017年起，监管部门针

对P2P、校园贷、现金贷等领域开展集中整顿，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

通知》《关于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的通知》《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

消费金融行业监管逐步收紧，金融严监管下大量非法金融活动相继出清。截至目前，银保监会批复

在册的已有26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 

图表 1：近年消费金融公司审批数量及住户部门消费贷款余额年度增速 

 

来源：新华财经 

从图表中当年监管部门消费金融批复数量与住户部门消费贷款余额增速来看，在消费金融公司

批复数量加大的时候，住户部门消费贷款的增速也在加大，两者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在2019

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2020年初遭遇疫情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会议在2019年7月和2020年3

月两次提到要扩大消费。我们认为，在当前内外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亟需消费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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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公司的批复或将加快步伐。 

3.申请条件严格，审批仍谨慎 

尽管消费金融公司牌照批复有所加快，但在监管收严的条件下，消费金融牌照审批仍将谨慎。 

根据《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作为消费金融公司主要出资人，应当具有

五年以上消费金融领域的从业经验、最近一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6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

换货币等要求。而非金融企业作为消费金融公司主要出资人的要求同样高，需具备最近一年营业收

入不低于3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最近一年年末净资产不低于资产总额的30％，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等条件。 

除这些要求以外，2018年，监管部门还披露了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的12条完整细则，包括资

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率不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等。有业内人士表示，很

多机构迟迟拿不下牌照，极有可能是其中的发起合作方不符合监管的细化要求。同时，在等待审批

落地的期间，也有发起机构不再符合上述申请资质的，便只能退出。 

因此，在消费金融牌照的申请中，除非实力特别强劲的金融机构或非金融企业，如果想要申请

消金牌照都要做好长期准备。除此之外，严格的条件也加大了申请者的多元化组合，比如商业银行

+互联网公司+产业集团等。 

二、消费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互相融合将成趋势 

2020年3月，多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各类型机构加快布局消费金融。 

央行在2019年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2018） 》指出，消费金融范畴既包括传统商

业银行向消费者发放的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和其他贷款等，以及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向

消费者提供的家装贷、购物分期等，也包括新兴的互联网消费金融，其往往基于网上购物等消费场

景，为消费者提供线上购物分期服务。 

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主要聚焦于一般性消费贷款。在房贷增速放缓、汽车销量大幅滑坡的

情况下，一般性消费金融正不断成为各家机构必争之地。而拥有一张消费金融公司的牌照则显得愈

加珍贵。因此，在严格的申请条件下，消费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互相融合将成趋势。 

 

1.商业银行加快向零售业务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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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是我国消费金融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比一直在75%以上。由于住房贷款具有

期限长、不良率非常低、资金需求量大等特点，大型银行通常将其作为个人金融的核心业务。但自

2017年“房住不炒”成为调控基调以来，各地政府纷纷加码限购限售及配套政策，按揭贷款增速呈

现边际回落，非按揭消费信贷业务成为商业银行零售转型重要抓手。 

未来在新型消费力量影响下，中国消费市场格局将发生变化，进而为一般性消费贷款带来重要

发展机遇。各家银行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对一般性消费贷款的布局：一是将信用卡作为消费金融突破

口；二是打造消费贷明星单品以提升市场份额；三是大力加强场景化建设；四是不断加大跨界合作

力度；五是经营模式从卡片向APP转变。目前银行零售业务发展迅速，各项指标呈持续扩张态势，

不断加速消费金融布局。 

但是，很多银行并不满足于自身的零售业务力量，期望加入更多元素，比如引入科技力量、互

联网力量等，包括对于城商行的区域经营限制，这些都可以通过持有一张消费金融牌照而逐渐完善。

近几年，随着消费趋势的变化，年轻消费者倾向于提前消费并更多的依赖线上消费，消费金融市场

被一些互联网巨头抢食、开拓，并占有市场相当比例的规模，比如蚂蚁金服、微众银行、京东“白

条”等。目前，城商行由于前期忽视消费金融领域，导致在该领域风险控制水平一般、科技实力不

足，再叠加某些城商行经营业务受到区域限制的因素，参股或者合作发起成立消费金融公司参与消

费金融业务将成为最佳选择。 

目前，招商银行、兴业银行、邮储银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已经入股消费金融公司，综合

化经营布局较为完善。近期，建设银行也已宣布筹备消费金融公司，江苏银行、甘肃银行等多家城

商行也与合作伙伴排队等待批复。 

2.互联网金融平台寻找合规化路径 

2019年7月，陆金所退出P2P业务，11月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作为发起人共同申请转型持牌消费

金融公司并获批，成为互联网金融平台转型成功的案例之一。2018年6月以后，P2P行业风险日益突

出，一边是行业风险累积，一边是监管政策的收紧。大部分网贷机构还在持观望态度按兵不动之际，

余额超千亿的陆金所表态退出，整个行业突然明白P2P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大批P2P主动清盘退

出。之后陆金所宣布退出P2P业务，平安集团开始传出申请消费金融牌照。2020年4月23日，平安消

费金融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开业。平安消金的落地使陆金所的P2P业务得以转型为消费金融这样的

持牌经营方式，也为陆金所的上市之路扫清关于“持牌”的重要障碍。 

业内人士表示，消费金融公司与P2P、小贷的发展顺序是相反的。后者先是野蛮生长导致秩序

混乱、监管介入，进入大清洗阶段；前者一开始便是由监管审批准许后才成立的，前期门槛高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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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严格管控，发展一直在有序中进行。在不久的将来，监管还会继续审批通过一些消费金融公司

的申请，但数量或许并不会很多。 

同时，随着当前金融不断开放的情况下，监管更倾向于接纳多元化的参与者进入持牌消费金融

的队伍中。比如2018年获批的金美信消金和2019年获批的中信消金，分别有台资银行和信托公司作

为发起方。参与者更加多元化，也就意味着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3.互联网平台公司加速持股入局，曲线“持牌” 

相比于其他机构纷纷争抢消费金融牌照，站在消费链条核心端的线上互联网平台选持股加入，

曲线“持牌”。 

从2014年开始，“BATJ”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先后进入消费金融领域。阿里旗

下蚂蚁金服的“花呗”、腾讯的“微粒贷”、京东的“白条”，以及百度的“有钱花”都是消费金

融领域的明星产品。蚂蚁金服通过聚焦于用户的消费金融领域，以及场景化消费金融产品“花呗”

和无场景化消费金融产品“借呗”和征信体系芝麻信用的联合应用，阿里线上消费金融体系已趋于

完善。京东“白条”的诞生早于花呗，是业界第一款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 

尽管“BATJ”早已各自开展消费金融业务，但各家的消金业务实质上仍是网络小贷。互联网巨

头虽拥有小贷公司的牌照，但对消费金融的牌照渴求更大。小贷公司开展消费金融业务会受到异地

展业限制，而消费金融公司不受此限制，并且资金来源渠道更多，资金价格便宜。 

2019年5月，度小满金融入股哈银消金曲线获得消费金融牌照。2019年6月，阿里系微梦创科增

资包银消费金融2亿元，成为包银消费金融第二大股东；而微梦创科是微博网络（香港）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持有45.2%股权的新浪，第二大股东为持有30.4%股权的阿里

巴巴。这意味着，新浪间接持有包银消费金融18.08%股权、阿里巴巴间接持有包银消费金融12.16%

股权。同时，截至2018年末，蚂蚁金服、腾讯在邮储银行的持股比例分别为0.91%和0.16%。由于邮

储银行控股中邮消费金融70.5%的股份。按此推算，蚂蚁金服和腾讯间接持股中邮消费金融。至此，

“BATS”4家互联网巨头均持股或者间接持股消费金融牌照。 

专家表示，互联网公司拥有较强的流量优势，各家互联网公司布局金融板块也是将流量变现的

较好途径。一般互联网公司是通过申请小贷牌照进行金融板块的展业，但消费金融公司在杠杆率和

跨地域经营方面更有优势，所以互联网公司入股消费金融公司的意愿非常强烈。 

互联网公司可以给消费金融公司带来渠道和技术上的支持，增加消费金融公司的获客渠道，同

时通过技术支持为消费金融公司在贷前、贷后方面提供便利。互联网公司通过输出自己的技术实力，

拓宽业务范围，获得新的发展路径。目前，已有消息指出，互联网电商平台唯品会台湾富邦华一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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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将共同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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