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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竞争格局 

消费金融是指由金融机构（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向消费者提

供包括消费贷款在内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消费金融公司主要定位为与商业银行传

统消费信贷业务差异化竞争、互补发展的新型金融主体。相对于银行、保险等传统金

融行业而言，我国消费金融公司普遍成立时间较短，资本实力较弱。消费金融公司的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3 亿元人民币，目前近半数的消费金融公司注册资本在 3~10 亿

元，部分头部消费金融公司注册资本超过 40 亿元。根据主要出资人的不同类型，消

费金融公司的主要出资人可分为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截至 2022 年末，我国共有

30 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开业成立，其中 20 家消费金融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为商业银行，

故称之为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非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共 10 家，以产业机构、电商

等为主要出资人。 

消费金融市场目前呈现以传统银行为主，以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等为

辅的格局；银行系和非银系消费金融公司在业务开展、资金成本和风险控制方面具有

天然优势，而非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在流量、消费场景、大数据风控等方面具有一定

优势。目前，消费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包括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

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还包括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等，

其中商业银行占据主导地位。从竞争格局来看，由于消费金融公司客户定位相对较弱、

融资成本较高，其竞争优势弱于商业银行，但强于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则

逐步向持牌机构方向转化。商业银行凭借覆盖全国的营业网点优势、成熟的风险控制

机制以及丰富多样的产品体系，是消费金融公司的主要发起机构，银行系消费金融公

司在流动性支持、风控体系等方面优势较为突出；互联网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等拥有

流量和技术优势，通过导流、技术输出等方式参与消费金融产业链，或通过控股参股

金融机构参与到消费金融市场中，这类非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主要在流量、场景、大

数据技术等方面具备优势。 

 

二、经营概况 

消费需求释放、线上化转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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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效应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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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得益于消费市

场需求的释放，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消费金融公司线上化展业转型对资产端业务发展的

有效赋能。自 2009 年消费金融公司成立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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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末，30 家消费金融公司资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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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8844.41 亿元，负债总额 7847.23 亿元，所有者权益 997.18 亿元，均保持增长态

势。其中，2022 年末招联消金和兴业消金 2 家头部消金公司的资产规模合计 2406.43

亿元，占消费金融公司总资产规模的 27.21%，头部效应较为显著。 

消费金融公司线上化转型加速，但第三方引流模式占有较高比重，自主获客能力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业务渠道方面，消费金融公司获客可简单区分为线上获客和线下

获客，根据业务模式的不同，又可区分为线上自营、线上第三方引流、线下自营和线

下第三方渠道四种方式。在线上获客方面，近年来人民的生活和消费模式都发生了较

大改变，各家消费金融公司业务经营线上化转型的趋势明显，并且在自营业务方面的

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消费信贷的数字化转型已逐步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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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消费金融公司线上获

客渠道除了自营 APP、公众号、服务号、H5 等自营渠道外，还通过与外部互联网平

台合作以信息流投放的方式获得客户，但第三方引流方式的客户转化效果仍有待观察。

根据《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披露数据显示，目前

30 家消费金融公司均开展了线上业务，其中 28 家消费金融公司开展了线上第三方引

流，为最主要的业务渠道，22 家消费金融公司线上第三方引流投放占比超过 50%。

大部分消费金融公司线上自营渠道占比呈现上升态势，但自营渠道占比超过 50%的

仅为 4 家，大部分消费金融公司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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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当前消费金融公

司的主流选择，目前半数消费金融公司完全未涉及线下自营或线下第三方渠道，8 家

消费金融公司线下自营投放占比少于 20%。 

消费金融公司信用风险可控，拨备覆盖水平上升，风险抵御能力增强，但考虑到

居民收入有所波动、延展期政策导致风险暴露有所滞后以及五级分类趋严等因素，仍

需关注后续资产质量变化。从资产质量表现看，截至 2021 年末，我国消费金融公司

平均不良贷款率为 2.11%，不良率中位数为 1.96%，近年来平均不良贷款率呈下降趋

势；2021 年末拨备覆盖率 295.84%，拨备充足。消费金融公司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一

方面反映了其收益水平能够对存量资产风险暴露形成有效覆盖，同时也反映出消费金

融公司展业期间对风险管理模型体系的迭代较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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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行金融

债以及 ABS 进行市场融资难度上升，融资渠道仍有待拓宽；资本补充较为依赖增资

扩股，行业资本金规模持续扩大。从融资渠道来看，消费金融公司负债端资金融入渠

道包括接受股东和股东境内子公司存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发行金融债券、境内

同业拆借、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消费金融公司借款通常包括向银行、非银同业金融机

构等的资金拆入，目前为绝大多数消费金融公司的第一融资来源。截至 2021 年末，

消费金融公司融资总额 6351.45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49.70%；同业借款仍然为消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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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公司资金融入的主要渠道，占融资总额的比重在 75%以上，其他融资渠道融入资金

占比相对较高的包括股东存款（占比约 10%）、发行金融债券（占比约 4%），发行资

产证券化的融资余额仅占融资总额的 1%左右。从金融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情况

看，2022 年，尚未有消费金融公司成功发行金融债券，且当年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较

上年全年有所收缩，2022 年消费金融公司合计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130.40 亿元，较

上年下降 17.49%，主要是由于监管对于消费金融公司通过公开市场募集资金方面的

审批趋严所致。近年来，消费金融公司的资本补充主要依赖增资扩股，2022 年消费金

融公司累计增加注册资本 39.20 亿元，行业资本金规模持续扩大。 

消费金融公司盈利表现有所提升，头部机构盈利能力良好，关注未来利润增长情

况。近年来消费金融公司盈利水平整体呈增长态势，2021 年业务规模的较快增长推

动利息收入水平提升，头部消费金融公司 2021 年盈利能力良好。利率定价方面，近

年来，多地监管部门对辖内消费金融公司进行窗口指导，要求消费金融公司将个人贷

款利率控制在 24%以内，消费金融公司贷款的年化利率有所下降，截至 2022 年 6 月

末，已有 22 家消费金融公司公示的贷款产品年化利率低于 24%，占比超过七成。考

虑到资产质量变化或使得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需求上升，加之利率持续压降等因素，

消费金融公司未来盈利能力或面临一定增长压力。 

 

三、监管政策 

消费金融领域监管政策出台较为频繁，行业进入存量治理与规范监管的时代，随

着行业分级的明确、对互联网贷款业务、利率管理等工作的加强，消费金融公司有望

保持理性有序的发展态势。2021 年 1 月，原银保监会发布《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

办法（试行）》，明确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要素分为公司治理与内控、资本管理、风

险管理、专业服务质量、信息科技管理五个方面，并将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分为 5

级，旨在促进消费金融公司更加规范化、合规化发展。2021 年 2 月，原银保监会发布

《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下称《通知》），

从联合贷款出资比例、集中度、限额管理等三个方面设定严格的定量指标，大幅度收

紧互联网贷款业务政策要求，并严控地方法人银行跨区域经营，一方面对消费金融公

司贷款管理和业务规范性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或也对消费金融公司拓展相关

合作业务产生一定影响。2021 年 3 月，央行发布第 3 号公告，要求包括消费金融公

司在内的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以明显方式展示贷款年化利率(相较于日利率、月利率

更明显)，贷款成本应包括利息及与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2022 年 11 月，原银保

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法》，消费金融公司首次被纳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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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法》监管范围，在《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办法（试行）》

的基础上对于各级别的监管方式进行了明确，对于消费金融公司的监管要求更加细化，

未来监管标准也会继续向银行、保险等机构看齐。 

 

  



 

www.lhratings.com  研究报告 6

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著作权为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须注明出

处为“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

修改。未经授权刊载或者转发本研究报告的，联合资信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

利。 

本研究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联合资信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

或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本研究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联合资信于发布

本研究报告当期的判断，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

或邀请。 

在任何情况下，本研究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联

合资信对使用本研究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