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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消费金融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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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消费需求恢复、增资、股权划转等因素促进了消费金融公司资产端业务

的发展，消费金融公司资产规模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且头部化、分层化趋势显著。

自 2009年消费金融公司成立以来至 2022年末，累计发放消费贷款 7.17万亿元，累

计服务客户 7.89亿人次，呈持续增长态势。从业务规模看，随着资产端业务规模的

持续增长，我国消费金融公司资产规模保持增长趋势，截至 2023年末，28家已公开

披露初步数据的消费金融公司资产总额已突破 1.10万亿元，增速有所回升，一方面

是受整体市场消费需求逐步恢复，另一方面是部分消费金融公司进行增资及股权转让

后承接或发力消费信贷业务使得业务规模增长较明显所致，整体行业规模进一步扩

大。其中，2023年末招联消金、蚂蚁消金和兴业消金 3家消金公司的资产规模（未

经审计）合计 5030.21亿元，占上述消费金融公司总资产规模的比重超过 40%，头部

效应显著。

消费金融公司继续推进线上化转型，但第三方引流模式仍占有较高比重，自主

获客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与此同时，消费金融公司逐步开始布局线下业务，但

规模占比呈下降趋势，短期内线上化发展仍是行业主要趋势。在线上获客方面，2022
年以来，消费金融公司持续推动线上化转型，一方面是由于疫情的影响使得消费金融

公司更关注轻资产、高效快捷的业务模式，另一方面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线上业务转

型有助于消费金融公司降本增效，并同时避免线下业务带来的合规风险。2022 年，

消费金融公司累计发放线上贷款 2.47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 96.17%。根据《中国消

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告”）披露数据显示，30 家消费金融

公司均开展了线上业务，其中 12家消费金融公司完全采取线上方式获客。绝大部分

消费金融公司线上第三方引流获客占比超过 50%，同时半数消费金融公司该渠道投放

占比仍呈现上升趋势。大部分消费金融公司线上自营渠道占比呈现上升态势，但绝大

部分消费金融公司自营渠道低于 20%，整体自主获客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线下获

客模式主要是以直营模式或中介渠道合作来进行展业，2022年以来消费金融公司正

逐步开始布局线下自营业务，完全未涉及线下自营业务的消费金融公司家数有所下

降，但约半数消费金融公司线下自营投放占比少于 20%，线上化发展仍是目前行业的

大趋势。从线下第三方渠道看，少数消费金融公司采取了此种获客模式，但其中大部

分公司该渠道投放占比呈现下降趋势。

消费金融公司不良贷款率略有上升，但整体信贷资产质量相对稳定，拨备水平

充足，具有较强风险抵补能力，但考虑到经济形势仍有所承压等因素，仍需关注行

业后续资产质量变化；消费金融公司进一步探索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不良贷款转让

有所提速。从资产质量表现看，截至 2022年末，我国消费金融公司平均不良贷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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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22%，较 2021年末略有上升，或与疫情期间各家消费金融公司有相应的延期还

本付息、展期等政策，使得信用风险的暴露有一定的滞后性、五级分类标准趋严所致

以及短期内资产规模增速放缓，无法通过业务规模增长稀释风险管理水平所致，但近

年来整体信贷资产质量相对稳定。2023年以来，部分已披露数据的消费金融公司不

良贷款率仍有上升趋势，仍需关注宏观经济承压的背景下后续资产质量的变化情况。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消费金融公司不良资产转让有所提速，或与不良贷款

转让试点机构范围扩大、不良资产增多等因素有关。截至 2023年末，在已开业的 31
家消金公司中，已有 23家消费金融公司开设了不良贷款转让账户，其中 10余家参与

不良贷款转让业务，共发起了近 20个不良资产转让项目，涉及债权金额超过 200亿
元。从拨备水平来看，2022年末消费金融公司拨备覆盖率 271.49%，拨备充足，具有

较强的风险抵补能力。

消费金融公司负债端资金融入对同业借款渠道依赖程度仍较高，2022年以来部

分消费金融公司通过结构化融资、银团贷款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且行业金融债券

发行重启，中长期资金来源有所拓宽；但非同业渠道融资总体占比不高且有所下降，

融资渠道仍较为单一。截至 2022年末，消费金融公司融资余额为 7400.56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 16.52%，增速同比下降 33.18个百分点；同业借款仍然为消费金融公司资

金融入的主要渠道，2022年末占比为 81.05%，其他占比相对较高的融资渠道包括银

登中心资产流转工具（占比为 6.61%）、股东存款（占比为 5.92%）、线上拆借（占

比为 3.80%）、金融债（占比为 2.23%）。2022年，消费金融公司在银登中心资产流

转融资余额明显上升，主要原因为蚂蚁消费金融持续承接花呗和借呗业务，对资金的

需求量较大，加之其因成立年限等因素尚未取得发行 ABS和金融债的资质，故较多

利用信贷资产流转融资所致。资产证券化产品方面，2022年，由于监管对于消费金

融公司通过公开市场募集资金的审批趋严，当年消费金融公司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

节奏趋缓，但 2023年以来，随着消费相关行业逐步回暖，叠加监管持续释放支持消

费信贷的信号，消费金融公司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规模显著增长。从金融债发行情况

来看，2022年未有消费金融公司成功发行金融债券；2023年 10月，金融监管总局颁

布《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取消了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

构发行非资本性债券审批，2023年以来，兴业消费金融、招联消费金融、杭银消费

金融成功发行多期金融债，消费金融公司债券发行活跃度有所上升。另外，相较于发

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及金融债券等融资方式，银团贷款因其准入门槛相对较低、操作流

程更为便捷，获得多家消费金融公司青睐，但目前占比不高。

消费金融公司盈利表现较好，但综合定价水平下行、风险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和

核销需求的上升也使得未来利润增长面临压力；资本补充较为依赖增资扩股，行业

资本金规模持续扩大。2022 年业务规模的较快增长以及负债端资金成本的压降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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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水平提升，2022 年以来消费金融公司整体盈利水平较好。利率定

价方面，根据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消费金融公司客户加权平均综合

定价均在 24%以内，大部分消费金融公司综合定价水平下降。在利率上限与 LPR下

行等因素的多重考验下，消费金融公司定价空间被控制，一方面考验各机构综合运营

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另一方面风险资产面临的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需求等也使得消

费金融公司未来盈利能力或面临一定增长压力。

从资本充足水平来看，近年来业务增长过程中，消费金融公司对资本的消耗有所

加大，资本充足率小幅下降，截至 2022年末，消费金融公司的资本充足率为 14.01%。

资本管理方面，近年来，消费金融公司的资本补充主要依赖增资扩股，2023年有 4
家消费金融公司累计增加注册资本 192.35亿元，行业资本金规模持续扩大，为业务

扩展奠定了较好基础。

监管政策层面，消费金融领域监管政策对公司治理、业务发展及风险控制的要

求进一步细化，利于整体消费金融行业规模的扩容、市场活跃度的提升以及长远稳

定化的发展。2023年 11月，《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施行，进一

步简化放宽了消费金融公司债券发行的行政许可要求，取消了消费金融公司非资本类

债券发行的审批机制，改为事后报告制，明确资本类债券储架发行机制，一方面体现

了对于消费金融公司监管向银行类进行靠拢的趋势，同时也有利于消费金融公司拓展

资本补充渠道，缓解自身经营期间的资本补充压力。此外，2024年 3 月，国家金融

监管总局发布《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优化准入政策，

提高主要出资人持股比例至 50%、将最低注册资本提升至 10亿元，增设部分监管指

标，如规定消费金融公司担保增信业务余额不得超过公司全部贷款余额的 50%，限制

盲目扩张，并在后续给予一定的整改过渡期，且对业务范围进行了优化调整，该政策

大幅提升了消费金融公司的准入门槛，引导消费金融公司专注主责主业，并在公司治

理、风险管理与风险处置、消费者权益保护层面均有细化规定，有利于整体消费金融

公司的合规化、精细化及稳健化运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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