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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数字化进程加快 从

科技投入到科技输出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线下消费急剧缩减，叠加居民对于未

来收入不确定性预期的增加，使得处于与内需消费以及实体

经济紧密相关的消费金融行业遭受冲击，而消费金融数字化

进程则有所加快。 

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物联网等金融科技的加

持下，消费金融公司未来的主要竞争点或集中到线上业务。

头部消费金融公司加大科技方面的投入，专利信息数量相比

2019年大幅提升。而在投入方向上，智能信贷、风险管控、

线上运营成为重要投入方向。同时，头部消费金融公司也开

始进行科技输出，加快与银行等机构的合作，提升整个消费

金融行业数字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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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数字化进程加快 从科技投入到科技输出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线下消费急剧缩减，叠加居民对于未来收入不确定性预期的增加，使得处于

与内需消费以及实体经济紧密相关的消费金融行业遭受冲击，而消费金融数字化进程则有所加快。 

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物联网等金融科技的加持下，消费金融公司未来的主要竞争点

或集中到线上业务。头部消费金融公司加大了科技方面的投入，专利信息数量新增相比2019年大幅

提升。而在投入方向上，智能信贷、风险管控、线上运营成为重要投入方向。 

在金融科技能力投入不断提升的同时，头部消费金融公司开始进行科技输出，加快与银行等机

构的合作，提升整个消费金融行业数字化水平。 

一、疫情突发推动消费金融数字化进程加快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餐饮、娱乐、教育、交运等线下消费场景造成较大影响，同时又因为企

业复工复产的延期使得居民收入大大减少。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下降了3.9%，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滑了12.5%，社零总额同比下降19%。 

由于疫情造成大量线下消费的急剧缩减，以及居民对于未来收入不确定性预期的增加，使得处

于与内需消费以及实体经济紧密相关的消费金融行业遭受冲击。一方面是获取客户渠道缩窄。许多

线下交易场景原本是消费金融机构的重要获取客户渠道，但是因为疫情防控，大量线下门店长时间

关闭，消费金融机构在短期内无法从线下渠道和场景获得客户。另一方面，贷款催收难度增加。疫

情导致很多还款人的收入下降进而影响按期还款，同时线下催收难度也有所增加。 

毋庸置疑的是，疫情对消费金融行业的影响是短期并且是阶段性的，消费仍是拉动经济发展最

重要的发展引擎。目前来看，在我国及时且强有力的疫情防控下，复工复产稳步推进，内需消费正

在逐渐恢复，在拉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会更加明显。消费金融也会继续在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升级、

服务实体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且随着消费信贷接受度的不断提高，消费金融受众面越来越广，渗

透度越来越高，行业发展空间巨大，消费金融行业的长期利好不会因为疫情而变化。随着国内疫情

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前期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需求得以重新释放，在疫情防控中会催生新型消

费和升级消费，给消费金融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而且消费金融数字化进程更是在疫情突发推

动中有所加快。 

根据对百融云创合作机构的调查分析，疫情对各类信贷机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疫情期间，银

行等机构业务量同比下降20%左右，而消费金融公司和互联网信贷机构的业务量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可以说，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机构，业务规模基本未受影响，在风控上的相应也是更加的迅捷；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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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机构，业务规模受影响较大，对风险的应对比较滞后。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在数字化方面

已提前布局并积累了深厚数字技术能力的企业，形成较为成熟的线上化服务和线上化办公能力，这

种全面数字化能力成功经受住了疫情考验，并且明显展现出强大的应对危机能力和生存能力。 

从宏观背景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正加速演进，而顺应这个趋势的关键在于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转型从供给侧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途径。落实到微观层

面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催化了这一数字化进化的进程，云办公、线上营销、远程服务、非接

触商业服务等系统地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发挥了巨大作用。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司长伍浩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了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与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大数据、远程

医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的冲

击下，消费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将大大加快。 

二、科技投入不断加大，智能风控、线上运营成重要投入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使得传统模式迎来挑战，各行各业都加快了数字化转型进程，金融科技发

展提速，也建立起了金融科技作为技术赋能的交易模式的基础。对于消费金融企业来说，科技注入

的色彩愈发彰显。 

1.2020年以来科技投入加大 

在经历了前几年的爆发式增长后，消费金融行业正在逐步回归理性——从各公司陆续发布的

2019年业绩报告来看，头部公司增速趋于平滑，二、三梯队利润空间开始收窄，消费金融行业或将

进入下半场。为了探索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越来越多的消费金融公司开始发力信息化、数字化、智

能化，培养自建场景、渠道合作、风险控制、用户体验，以及科技支撑的能力，在金融科技创新上

逐渐向银行和互联网巨头靠拢。 

通过抗击疫情，以及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消费金融

公司在未来的主要竞争点可能会集中到线上业务。而线上业务中所涉及的自主获客能力、智能风控

能力，以及数字运营能力都是中小型消费金融公司实现差异化发展和弯道超车的关键。 

我们整理了各消费金融公司在专利信息方面的数据量，可以看出头部消费金融公司加大了科技

方面的投入，专利信息数量在2020年大幅度提升。其中，马上消费金融、苏宁消费金融、招联消费

金融等头部消金公司专利获取量相比2019年多增了1倍多、16.7%、30%。 

图表 1：2019-2020年头部消费金融公司加快获取专利信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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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眼查、新华财经研报中心整理 

2.智能风控信贷、线上运营成重要投入方向 

近年来，消费金融行业内的优质客户已被开发殆尽，市场发展进入到存量博弈阶段。而突发的

新冠肺炎疫情，更增加了新客户挖掘的难度以及存量客户的还款难度，导致消费金融公司风险管控

难度加大。但是随着消费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运用金融科技力量使得风险管控更为便捷。 

传统风控以人工审核为主，依靠专家经验、内部资料、央行征信资料，以及客户提交的资料来

进行风控，难以准确的把握客户资质，局限性不断显现。而各消费金融机构通过不断投入科技力量，

运用金融科技力量进行风险控制。根据壹零智库报告显示，目前已有7家消费金融公司通过自行研

发，开发出自己的智能信贷系统，主要涉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两项技术，应用场景覆盖智能支付、

信用评分、智能催收、智能客服、风险管理、反欺诈识别等。 

而由于疫情影响，消费金融行业被迫转战线上，线上运营成为重要投入方向之一。一方面，消

费金融机构通过APP、电子邮箱、客服电话、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服务渠道，引导客户优先使用线上

平台办理业务；另一方面，很多消费金融机构开始借助人工智能、云平台、信息安全等相关金融科

技的力量来加强整个线上运营、在线办公能力。 

重庆市重点扶持的金融科技公司马上消费金融，在疫情期间“一马当先”，快速切换全业务链

条的远程线上化办公模式，不到48小时即完成呼叫中心远程办公全部部署，确保服务不断线，有力

拉动了线上消费。 

三、头部机构科技输出，带动行业整体数字化水平 

消费金融行业对科技的投入，一方面是来源于金融科技本身的发展、消费金融业务的成长；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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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来自于互联网金融整顿中消费金融行业中非持牌机构转型的需求。自2017年底现金贷新

政发布后，“转型”成了消费金融行业的热词，其中转型为服务B端机构做金融科技输出的企业越

来越多。 

目前，有多家互联网巨头对外输出已有金融科技成果，推动消费金融行业整体数字化水平提升。

互联网BATJ纷纷表示未来只做tech（技术），帮助金融机构做好fin（金融）。其中，蚂蚁金服除

了常规的风控技术等服务以外，还可以提供支付结算服务；京东金融能提供校园生态、地址画像服

务；度小满金融能提供智能客服。 

而对于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和小贷公司来说，其金融科技积累更具优势，这在于他们自身主营业

务与个人信贷直接挂钩，也在征信数据、风控系统和决策模型上具有先天优势。他们沉淀了用户数

据、交易数据，并能快速识别各类别的风险。 

消金公司与银行合作是优势互补。除了较大规模的国有行和商业银行外，更多的城商行、农商

行、农信社等由于技术储备、资金实力、人才机制等各方面限制，导致金融科技发展缓慢。而头部

消费金融公司比如马上消费金融、招联消费金融等，已开始帮助银行等机构更快速有效输出个性化

信贷解决方案，推动消金行业整体数字化水平提升。 

马上金融科技实力不容小觑，其入围“2020中国人工智能商业落地价值潜力100强榜单”，是

重庆市唯一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金融机构，入围工信部“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

榜单”，两项课题获中国银保监会科技风险管理课题研究一类成果奖。马上金融以开放平台模式对

外输出数字化技术服务，助力重庆金融同业、实体零售、中小微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基于在金融领域积累的金融科技能力和互联网运营业务实践，借助人工智能的身份识别、智能

客服及区块链平台等技术，马上消费金融与三峡银行在零售金融、大数据风控、智能客服等方面探

索合作，助力三峡人寿打造互联网金融业务系统架构、客户管理体系、互联网营销解决方案等。截

至目前，与马上消费金融合作的金融机构超过200家，合作场景超过200个，合作商户超过100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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