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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金融行业的影响 
联合资信 金融部 余淼 

 

2020 年春节前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国迅速扩散，全国多数地区人民

在政府的防疫措施指导下减少外出活动，多数行业受疫情短期冲击影响明显。消

费金融行业以居民日常消费为基础，受居民的消费需求、收入水平影响较大。目

前来看，疫情对宏观经济主要影响包括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收缩，居民收入下降以

及交易成本提升等。 

 

一、疫情对消费金融行业的风险传导 

宏观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下降将主要影响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收入及资产

形成。受疫情影响，一季度全国消费预计将有较大规模的下行。同时，消费的下

降将使消费信贷的融资需求随之下降，进而引起消费金融业务增速放缓甚至业务

规模收缩。对于消费金融公司而言，业务新增不足一方面直接影响其盈利水平。

另一方面，无法形成足额的新资产将降低资产证券化融资能力，同时，对于存续

期内的循环购买类型 ABS 资产池而言，新资产的不足将会引起提前进入摊还期

或触发差额补足机制，均会对公司的流动性带来一定压力。 

交易成本提高主要影响公司展业及对存量业务的催收管理。交易成本提高

主要体现在疫情期间企业复工晚、到岗率低、人员出行困难等方面。交易成本的

提高使消费金融公司线下展业难度加大，无论从尽职调查到线下签约各个流程环

节均在效率上有所下降，使业务的开展周期延长。同时，交易成本的提升也加大

了催收开展的难度，从而使逾期客户的回收率下降，进而引起资产质量的下行。 

居民收入下降主要影响资产质量，进一步对内生资本补充机制形成制约。消

费金融公司信贷以小额、分散为主，聚焦于长尾客群，其信用水平更加下沉，收

入水平相对更低，且存在较多的弹性收入客群（即收入与开工情况关联性较强的

群体），对于弹性收入群体而言，一般会有一定的储备资金来应对春节期间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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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收入下降。但今年春节以来，受疫情影响，弹性收入群体因复工复产延迟等多

个因素制约引起超出预期的收入下降，从而使消费金融公司遭受了一定程度非预

期损失。逾期贷款一旦超出一定天数，将会冲抵已确认的利息收入，同时使消费

金融公司加大拨备计提力度，进而引起盈利水平的下降，最终将侵蚀资本补充的

内生机制（图 1）。 

图 1 宏观经济冲击对消费金融公司的风险传导路径 

 

 

二、风险缓释及展望 

ABS 融资资产池影响差异化，部分场景或将短期利好；持牌消费金融公司

融资渠道多样化，央行逆回购进一步缓和融资压力。从当前形势来看，由于新业

务开展受到制约，新资产形成困难对拟发行的 ABS 及存量循环购买类 ABS 融资

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然而影响程度及方向也与底层资产的场景有一定关联。以线

上电商购物融资为场景的资产短期内由于线下购物渠道受限，而存在一定利好，

但以旅游等出行场景为主的资产池则受到较大负面影响。此外，由于持牌消费金

融公司的杠杆倍数较高，且具有较大比例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授信，因此 ABS

融资受阻对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影响有限，而对以消费信贷为主业的非持牌贷款

公司影响较为明显。同时，央行在春节后开展 1.2万亿元逆回购，并下调 7天和

14 天逆回购利率，进一步助力企业抗击疫情，资金面的宽松将有利于消费金融

公司开展同业市场业务以缓和当前面临的短期流动性压力。 

政策倡导下消费金融公司开展缓和减免罚息、调整还款计划等措施，缓和资

产质量下行压力，但资产质量下行或仍难完全避免。2020 年 1月 31 日，多部委

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对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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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

群，金融机构要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

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该项措施将有效降低短时内因还款能力受限

引起的逾期贷款规模，同时在资产质量的指标层面维持较好水平。但另一方面，

个人还款能力的恢复需要一定时间来缓和，特别是针对长尾客群，疫情结束后的

恢复期相对更长，期间资产质量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并且还款计划的调整及展

期等措施难以完全冲抵资产质量的下行压力。 

消费下滑及交易成本攀升的影响将于疫情结束后迅速消失，对消费金融公

司的持续影响有限。短期来看，消费金融公司当期新业务投放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但复盘 SARS 时期的经济状况可以得知，从疫情爆发的 3月到高峰期 5月，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显著下降，但在疫情结束后，前期积累的消费需求堰塞湖将

对消费规模形成超量恢复，消费信贷需求将随之反弹。同时，复工复产与出行恢

复将使消费金融公司展业及催收工作迅速回归常态。 

 

总体看，消费金融公司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将会得到有效缓释，并且其业务

的持续性也将在疫情结束后迅速恢复，但资产质量下行压力或难以完全避免。此

外，我们认为本次疫情所形成的非预期风险事件或将倒逼消费金融公司的渠道多

元化发展，促使消费金融公司加大线上业务的开发力度，同时制定更完善的风险

管理体系架构，带动风险管理体系优化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