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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时代”真的来了，2016年 P2P创业之路在何方？
2015 年，是 P2P 网

贷行业发展“冰与火”的
一年。一方面，行业继续
高速成长，成交量节节攀
升，P2P模式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认可；另一方面，
P2P平台泥沙俱下，问题
平台占到了全行业机构
总数的30%，倒闭的不在
少数。

此情此景颇像几年
前的团购网站。2010年

“千团大战”之后，团购网
站数量从顶峰的5000余
家锐减到不足200家，存
活率不足 3.5%。2016
年显然将成为 P2P 行业
的转型年、规范年、用
户年。

青年报记者 孙琪

关于网络借贷行业未来发
展，盈灿咨询总经理马骏分别从
供需、资产端、资金端及平台端4
个方面来展望2016。

供需不平衡
流动性放宽，融资需求仍存

缺口。虽然央行一直在释放流动
性，降低信贷利率，然而顶层设计
传导周期较长，货币政策放松效
果并不理想，并且由于中小微企
业通常会缺乏获得银行贷款所需
要的足够的抵押资产、以往的信
用记录、规范的财务报表，以及充
分的信息披露，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问题依旧存在，融资需求远未
得到满足，缺口仍然巨大。

体量快速扩大，成就万亿市
场。预计在 2016 年，P2P 网贷行
业体量仍将迅速扩大，年成交量
或达3万亿元，贷款余额达1.5万
亿元。随着行业公信力的提升，
P2P网贷投资逐步被社会大众所
认知、接受并参与进来，预计2016
年的投资人数或超2000万人，借
款人数约为1000万人。

收益率跌幅空间有限。P2P
网贷行业收益率已经从2013年7
月的高位下降到2015年12月的
12.45%，跌幅超过了一半。从各
平台的综合收益率分布来看，多
数平台综合收益率介于8%-18%
之间，占比高达77.02%。

由于宏观经济承压，资金面

整体较为宽松；行业制度不断规
范、信息披露逐渐透明完善，对于
风险的补偿也逐步降低；另外，相
比投资人的获得，优质资产的获
得日益困难，资金供给大于资金
需求的开发，这些都推动了P2P网
贷收益率的持续下降。2016年，
P2P网贷行业综合收益率仍然有
下降的压力，但跌幅将收窄，预计
在10-11%。

资产端分散
业务类型的多样化。
P2P网贷平台产品业务类型

不局限于信用贷款、车贷、房贷，
如今许多平台已经拓展到票据、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
等垂直化业务。

预计供应链金融和消费金融
会是2016年的热点。从供应链金
融来讲，随着对于优质资产端的
激烈争夺，供应链金融成为新的
焦点。供应链金融基于真实的交
易数据，做到商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的整合，将对单个企业的
风险控制转化为对核心企业的风
控以及供应链整体把控。而消费
金融方面，我国住户消费性贷款
呈现明显上升走势，随着我国人
均 GDP 的增长，国民条件日益改
善，我国居民消费已由温饱型同
质化向享受型个性化过渡，然而
消费金融在我国规模仍然偏小，
市场前景广阔。

信贷竞争加剧，在线放贷成
趋势。信贷会成为未来兵家必争
之地，第一阶段信贷在各自垂直
领域突破，未来竞争激烈。而信
贷业务发展的集中度由征信发展
水平所决定，可以说征信发展是
P2P网贷信贷业务的先行指标，也
是信贷业务的发展基石。

另一方面，随着征信体系的
逐步完善，在2015年，纯线上信贷
模式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各类金
融机构纷纷推出纯线上信贷产
品，极大地丰富了借款人的借款
途径。与传统的信贷模式相比，
纯线上信贷模式从申请到审批通
过、放款、再到借款人还款，不需
要借款人提交纸质材料也不需要
进行面签，只要借款人信用记录
良好，就可以获得贷款。这个过
程可能仅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效
率远高于传统信贷模式。在征信
技术逐渐完备的趋势下，纯线上
放贷将是大势所趋。

资金端聚拢
类ETF网贷基金投资快速增

长。由于个人能够投入P2P网贷
投资及研究的精力和时间有限，
类ETF网贷基金因此出现，目前市
场上网贷基金平台有十多家。网
贷基金通过分散投资、专业化管
理，将资金大范围地投向不同的
P2P网贷平台和项目标的，为投资
人实现收益的同时一定程度降低

了风险。
目前，网贷基金总体规模较

小，基金产品种类有限，整个网贷
基金的成交量不到100亿元，很多
投资人还处于尝试的状态。随着
P2P网贷平台数量和问题平台数
量的双升，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对
于网贷基金需求增长，资金端出
现聚拢效应。预计2016年将有更
多投资人群参与网贷基金这一网
贷投资方式，网贷平台也将迎来
更多的机构投资人。

移动端成为资金主要入口。
据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
10月底，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
模达9.5亿户，在我国，移动互联
网正在大踏步进入主流。未来几
年，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仍将进
一步增长。从P2P网贷资金端来
看，PC端的客户资源抢夺已经过于
白热化。未来，移动互联网将成为
获取资金的主要入口，平台间将开
启移动端口的流量竞赛。

平台端变革
融资渠道进一步打开，更多

的平台登陆资本市场。
《互金指导意见》指出需要拓

宽从业机构融资渠道，改善融资
环境。鼓励符合条件的优质从业
机构在主板、创业板等境内资本
市场上市融资。

P2P网贷行业之前由于监管
问题，无法进行IPO或者新三板挂

牌。随着监管的出台，P2P网贷行
业资本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打开。
上市一方面出于融资等资本运作
的考虑，并为公司现有和潜在的
股东提供退出和进入的渠道，给
平台带来的品牌价值也非常高，
能帮助平台增信和吸引更多的借
款端和投资端客户，在目前日益
竞争激烈的P2P网贷行业竞争中
脱颖而出。

目前P2P网贷平台上市途径
主要有四种：一是谋求海外IPO上
市；二是通过借壳行为再资产注
入；三是通过上市公司控股收购；
四是挂牌新三板待创业板转板制
度出台。宜人贷在纽交所的成功
上市，给予了很好的借鉴意义，后
续 仍 将 有 平 台 冲 刺 海 外 市 场
IPO。当然，随着中概股的回归潮
以及国内上市环境的好转，监管
层观念的改变，P2P网贷平台国内
上市需求也更甚。

兼并收购或成常态，行业潜
在进入者实力强大。

P2P网贷行业发展至今，鼓励
与争议并存。即将到来的一年对
于我国P2P网贷来讲无论从政策
监管角度、行业角度、平台及参与
方角度都将是极为关键的一年，
行业面临洗牌、整合及升级，也许
仍将面对诸多的挑战，但相信经
过洗礼，未来P2P网贷能够更为健
康、合规化发展，真正践行普惠金
融的本质！

网络借贷行业的4大猜想

作为互联网金融的重大创新方向之一，P2P网络借贷在2015年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