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被媒体称之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余额宝的横空出世，让“ 寄生”于互联网的新生代领略了理财的魅力；

你还在银行柜台苦苦排队汇款缴费？你还没用过第三方支付？那你就是21世纪的“ 恐龙”；

想创业缺资金，可以去众筹网发布项目，募集启动资金。小散户也可以通过众筹项目投资拍摄影视剧“ 分一杯羹”；

当你手头紧的时候，你不必再羞于向父母和亲朋好友启齿，不必再困扰于银行复杂的审核流程，可以去网上找一个陌生人借钱；有1万元

闲散资金无处投资，亦可通过互联网P2P网站借给其他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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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金融崛起的当下，

同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跃跃欲

试。尽管这个新兴行业还存在着

许 多 盲 点 和 未 知 ， 但 在 这 样

“ 乱” 的环境中也不乏机遇，等

待着勇敢者的挑战。

有利网创始人刘雁南就是这

样一个尝鲜者。刘雁南毕业于英

国华威大学，2008年，他如愿加入

世界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的美银美

林集团，先后供职于英国和中国

香港。201 1年，加入TPG。

有心创业的刘雁南利用工

作之便看过一圈中国小额贷款

公司后，他对这个行业做了一次

摸底，很快就锁定了运用互联网

做小微借贷。在经过前期艰难的

转型和筹备后，201 3年1 1 月，有

利 网 宣 布 获 得 软 银 中 国 资 本

(SBCVC)千万美元的投资，成为软

银中国首次在中国内地投资的

互联网金融企业。

实际上，这个时间点，正是

国内P2P行业每天新增3! 5家新

P2P公司的快速发展时期。在P2P

领域，IDG资本早在201 1 年便以

千万美元投资中国的P2P公司宜

信；201 2年，红杉向拍拍贷投资

2500万美元。而刘雁南带着平均

年龄都只在27岁左右的另外两

位合伙人也正式跻身其中。

对于P2P，他这样解读：银行

不是从来就有的，之后是否一直

会存在下去，总是有不同的争

论。《 经济学人》杂志曾用“ 无银

行的银行业” 来形容发生在P2P

平台里的交易。而与学者不同的

是，P2P本身是不是金融创新不

重要，去讨论P2P是不是一种新

的模式，市场其实并不关心，市

场关心的是它能否解决问题。

而对于自己选择的创业方

向，他始终认为颠覆式创新可遇

不可求，微创新不能应对大公司

的资源优势，创业者的机会在于

与传统行业结合，在于做大公司

不愿做的脏活、累活，以创新模

式更好地满足需求。

青年报记者走访上海互联

网金融博览会发现，从P2P、众筹

到比特币，各个互联网金融细分

领域都有企业参展。不过，其中

依旧以P2P类型的第三方投资管

理公司为主要成员。

而产品方面，除了眼下人们

已知的借贷类投资产品外，一些

专注细分领域的互联网金融产品

也开始涌现。此前，阿里巴巴推出

的“ 娱乐宝”产品就是专注于影

视文化投资的保险产品。同样，内

地首个以文化产品、影视作品和

艺术品为投资标的的众筹平台

“ 当天贷”也在博览会上亮相。

上海快鹿投资集团董事局

主席施建祥表示，艺术品价格

高、交易量少，影视文化产业同

样需要成本低、速度快的投融

资。“ 利用‘ 当天贷’这样的平

台，可以将艺术家、艺术作品和

投资者联系起来，让民间资本顺

畅地进入文化艺术领域。”

另外，针对P2P平台流动性不

佳的问题，互联网金融博览会也

出现了解决方案。客户将钱放入

P2P平台后，一般要经过较长的周

期才能取现。P2P平台想要增加流

动性，就要促使债权自由交易。上

线不久的“ 易联天下”就是让跨

P2P平台债权交易成为可能，所以

也被称为“ P2P的P2P”。

除了这些P2P公司外，记者

在现场看到，此前火热一时的比

特币也出现在了本届活动的展

区里。其中，比特币交易网CEO张

寿松就是个80后创业者。他说，

在去年三四月份接触了比特币

后，当下就觉得比特币的想法让

人耳目一新，于是在5月份就迅

速建立了自己的交易平台。“ 一

开始自己操作时，我看到的交易

平台都是一些规模不大的公司，

安全性以及其他都很粗糙，暴涨

暴跌的时候很难交易掉，所以当

下我觉就得这东西还需要有人

去做、有人去推动，所以我很快

就决定自己做交易平台了。”

联系我们 qnbcj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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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蕴藏哪些创业

机会？青年报记者为此探营首届

上海互联网金融博览会，以期从

中发现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

趋势、方向和机遇。

在其首日举办的“ 201 4 首

届上海互联网金融论坛” 上，

超过千余名来自银行、证券、保

险、信托、基金、P2P、小额贷款、

融资担保、典当、第三方支付、

融资租赁、保理等业内企业代

表汇聚一堂，探讨互联网金融

发展。

目前，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可

分为五大模式：互联网支付、互

联 网 小 额 贷 款 、 个 人 对 个 人

（ P2P）网贷、金融互联网销售产

品、众筹融资。上海市政协副主

席周汉民指出，我国互联网有

四大特点值得肯定：成本低、效

率高、覆盖广、发展快。但同时，

也有两大特点值得担忧，一是

管理弱，互联网金融还没有接

入央行征信系统，也不存在信

用信息共享机制；二是风险大，

既有信用风险，也有网络安全

风险。

他建议，我国互联网金融应

注重行为监管，根据业务的性

质，归口相关部门进行监管。例

如，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通过

立法给予众筹合法地位，美国、

法国已经拟定众筹管理细则。另

外，应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以支撑互联网金融快速健康地

发展。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发

展，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

陆雷也认为，互联网金融想要取

得长足发展，一是要做好与政府

的沟通；二是做好行业建设，完

成从创新业务发展向标准业务

转变；三是和传统金融机构共融

共生，协调发展。

互联网金融之天下大势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前央行副行长、清

华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日

前在出席首届新金融联盟峰会

时也提出，互联网跨界金融中

的直接融资是未来发展的主要

方向，其中P2P借贷和众筹模式

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这两

个领域创业的公司，只有具备

征信能力，才能最终走向正确

的方向。”

伴随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

技术的创新大大降低了创业的

门槛，许多互联网创业者以“ 一

日千里” 的发展速度颠覆了原

有的市场格局。这时，互联网金

融一夜之间火爆了起来。尽管

在这些公司中，有的在质疑中

成长，有的还方兴未艾，但都是

互联网人在金融行业创新探索

难得的一步。在未来，当金融遇

上互联网，可以想象的，其实还

有更多。

互联网金融之群雄争锋

互联网金融之创业蓝海

青年报记者探营首届上海互联网金融博览会

互联网金融蕴藏哪些创业机会

互联网金融领域处在高速发展期，有很多青年创业的机会。
青年报记者 吴恺 实习记者 许曼殊 摄

2014首届上海互联网金融博览会吸引了众多创业企业参展。 青年报记者 吴恺 实习记者 戈博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