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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消费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其策略探讨
徐天驰

（北京乾元联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北京 100089）
摘 要：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消费金融已经成为国内消费的重要驱动力。消费金融既推动了普惠

金融的全面发展，满足了大众金融消费需求，又激发了金融市场活力，为金融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对此，本文以消费金融为

主题，在简要分析消费金融内涵基础上，重点分析消费金融发展中面临的制约因素，最终提出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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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费金融发展内涵
1.1 含义
消费金融是主要是指以日常消费为主而形成的金融模式，消费

金融类公司主要以普通大众为对象，为个人提供消费信贷。消费金
融是我国为刺激消费，扩大而需而由形成的金融消费模式。

1.2 特征
消费金融是为了满足家庭、个人消费而开展的金融贷款活动，

具有额度小、贷款快、审批简便等特征，消费金融主要以日常消费为
主，不包括房、车消费。现有阶段我国消费金融发展主要呈现这些特
征：其一，监管强化。针对校园贷、P2P等存在的问题，监管部门加强
了监管力度，通过金融牌照发放、风险保证金等方式逐渐规范消费
金融市场。其二，主体多元化。互联网金融时代，各种主体积极参与
到消费金融领域当中，使得消费金融服务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比
如电商类以京东、阿里等为主，生活服务以滴滴、美团等为主，此外，
金融机构开始向消费金融领域加速发展，例如保险、银行等利用旗
下金融公司拓展消费金融业务。其三，分工细化。随着消费金融市场

竞争的日趋激烈，消费金融市场分工日益细化，具体可以划分为旅
游、教育、电子产品、现金贷、家装等消费金融平模式。

1.3 发展模式
在现代技术快速发展下，消费金融呈现新的发展趋势，目前，主

要以下几种主要的发展模式。其一，电商平台与金融服务相结合模
式。这种模式主要以京东、阿里等电商平台为代表，主要通过平台开
展消费贷款业务，比如阿里推出的“蚂蚁花呗”，京东推出的“京东白
条”等；其二，产业集团与金融服务的相互结合模式。这种模式主要
以集团实体业务为主，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消费主体提供
消费金融服务，业务范围较为广泛，比如海尔、苏宁等，不仅满足日
常金融消费需求，而且将金融产品拓展到了基金、保险等领域；其
三，商户合作消费金融服务模式。主要通过平台与商户合作的方式
来满足消费金融需求，比如百度推出的“度小满”等，利用分析消费
满足客户消费需求。此外，还包括流量平台自营模式，主要以美团、
微信、今日头条等平台为主，主要采取现金贷方式满足消费者需求。

2 我国消费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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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信用因素
消费金融主要是为普通大众提供日常生活消费借贷，虽然额度

较小，但是依然需要对用户征信进行评估。目前而言，我国并未构建
全面征信体系，现有征信主要以人民银行征信体系为核心，同时还
有一些平台类型的征信机制，如腾讯征信、芝麻信用等。平台征信具
有一定局限性，主要以平台用户为主进行信用评估，央行征信系统
虽然具有权威性，但由于央行征信系统无法为所有消费金融平台服
务，而且网络征信体系共享力度有限，这就导致消费金融主体在金
融服务当中面临风险。此外，信用机制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限制了
消费金融的发展，在无法实现对消费主体全面评估时，信贷额度就
会相对较小。

2.2 监管因素
为了确保消费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国家颁布了诸多关于消

费金融方面的法律文献，比如《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消费金融
公司试点管理办法》等，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金融从业主
体行为进行了规范和约束，不过由于制度宽泛性、法律法规制定的
滞后性，使得现有监管依然存在诸多漏洞。由于监管漏洞而引发的
消费金融风险并不在少数，各种非法集资、虚假宣传等行为活动频
繁，比如“爱钱进集资诈骗事件”、“微网贷非法集资事件”等。之所以
出现这些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现有监管法律制度不完善，现有制度
缺乏操作性；另一方面，监管主体责任不明确，监管较为混乱，事前
监管匮乏，无法有效实现风险预防。

2.3 市场因素
在消费金融行业发展中，消费者以及消费金融服务主体是市场

重要参与者，两者行为活动影响着消费金融未来发展。首先，网络信
息化时代，虽然我国居民消费理念发生较大变化，更多主体参与到
金融消费领域当中，但是受传统消费理念影响，我国多数居民依然
保持着储蓄的理念，消费金融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消费金融
良好环境并未构建，尽管拥有诸多平台开展信贷业务，能够满足市
场消费主体多元化金融消费需求，但是缺乏消费环境的构建，并未
加强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培育，也没有让消费者树立良好的信贷偿还
理念，在此背景下就出现了像“校园裸贷”等现象。消费者作为消费
金融的参与主体，消费者素质水平的高低影响和决定着消费金融未
来发展。其次，消费金融服务主体在产品创新方面缺乏力度，产品同
质化严重，这就无法满足消费主体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长此以往
就会制约消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2.4 社会因素
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以及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

和影响着消费金融的发展趋势。目前来看，我国综合国力虽然大幅
提升，人均收入增多，但我国贫富差距依然较大，中低收入群体依然
占据较大比例，而消费金融主要是为普通大众提供的信贷消费服
务，这部分主体在收入有限的前提下对应的消费贷款意愿就会下
降。此外，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并未彻底结束，因为疫情随时面临
着停工歇业的情况，例如，2021年 1月 6号，河北石家庄发生聚集
性新型冠状病毒病例，为了避免疫情拓展，石家庄实行了全面戒严，
停工停产。在此背景下部分人员就没有收入保障，就不敢轻易进行
消费信贷，因为担心无力偿还。

3 我国消费金融发展的优化策略
3.1 完善信用体系，强化风险管控
消费金融是通过消费信贷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这是一种超

前消费，作为消费者则面临着偿还贷款的责任，一旦出现违约情况
就会对消费金融平台产生影响。针对信用体系问题，可以从这些方
面予以应对：首先，构建统一的信用平台，强化以央行为核心的征信
体系建设，并加强央行征信信息的共享，更好满足消费金融服务平
台对个人信息的掌握；其次，发挥消费金融服务平台的征信共享体
系构建，尤其要利用消费金融行业优势，通过行业内部个人征信信
息的有效共享，满足行业发展需求，更好规避信用风险；再次，加强
惩罚力度。针对消费金融信贷风险，可以通过惩罚力度的加大来增

强信贷主体的风险管理意识，将违规消费者信息纳入到黑名单当
中，并且与工商、交通等部门相结合，比如，限制失信人员乘坐高铁、
飞机等。

3.2 完善法律机制，强化监督管理
行业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法律机制，对于消费金融发展当中面临

的监管问题，必须要从法律制度以及监管体系两个方面入手予以完
善，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首先，构架以消费金融为核心的统一
法规，将零散的法律文献进行整合，构建规范、专业、详细的法律体
系，为消费金融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确保各项活动的有序开展。其
次，明确监管责任。目前我国消费金融监管主体相对较多，对此，必
须要确立消费金融监管主体责任，明确其监管义务，一旦发生监管
问题能够第一时间找出问题，并追究对应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

3.3 优化市场环境，创新产品类型
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金融环境，对此，必须要构

建良好的市场环境，为消费主体提供安全、高效的信贷服务。首先，
强化市场监管，构建严格的行业准入准则，明确参与主体的责任，确
保消费金融主体的合法权益；其次，注重金融消费宣传推广力度，帮
助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消费金融虽然以小额信贷为主，但
是依然会对消费者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对此，在消费金融发展过
程中，要提高消费金融的宣传力度，让更多主体对消费金融有客观、
全面的认识，既享受消费金融带来的便利，又能够避免超前消费引
发的风险；再次，加强产品创新，消费金融服务主体要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有效把控市场消费主体需求，并推出对应
的消费金融产品，满足市场消费者个性化、多元化需求。

3.4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扩大消费金融发展空间
社会保障机制健全与否影响着消费金融的发展水平，想要扩大

消费金融发展空间，让更多消费主体参与到消费金融领域当中，就
必须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解决消费主体后顾之忧。首先，加大
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在全民医疗保险完善的基础上，加大失业保
险、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尤其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
剧，养老问题日益严重，要通过养老保险等全面覆盖来解决公民养
老忧虑；其次，完善失业保险机制，解决就业者失业顾虑，不会因为
失业而面临偿还风险。所以，只有社会保障机制不断完善，才能够为
消费金融发展提供更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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