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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金融科技的 2022 — 消费金融再出发 

作者：权威丨朱俊丨廖瞰曦丨夏迎雨丨郑博 

引言 

此刻，正是寒冬。 

注定无法定义的 2022 年，春天与初夏无奈为疫情留白，而后者又在此时此刻，以最肆意的方式铺陈

开去。阵痛，如你所见。 

俄乌战争延绵三百天，大国博弈逐渐进入白热，科技封锁、贸易制裁和数安监管不断升级。逆全球

化，大势依然。 

金融科技领域，“整改”与“合规”依然是绝对主线，但伴随着二十大的胜利召开，“服务新市民”、

“输血小微”、“助力双碳”等新思路的引入，也仍然持续性地为行业注入活力。危中有机，我们始终相

信，并满怀乐观。 

相较过往难有尽头的守望，此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转变与苦痛都必然有其意义。在 2022 即将与我们

作别之际，我们希望和您一起聊聊金融科技过去的这一年。希望冬夜过后，就是晨露与光芒。 

消费金融行业在过去的一年中，始终在负重前行。内有监管部门的存量整治与精细规范，外有疫情导致

的消费骤降与违约上升，当潮水退去，跑马圈地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唯有精耕细作方能行

稳致远。站在年末的时点再回头看，持牌经营、个保与金融消保、差异化风控依然是行业的发展关键。但在

此之外，整个行业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产生了新动向，无论是“服务新市民”、“助力小微”，还是“互联

网贷款过渡期延长”、“断直连整改”等，均体现了“因时因势”的监管思路。 

在本篇中，我们将与您一起聊聊监管、聊聊市场、聊聊未来，和您一同回顾消费金融行业所走过的 2022

年。 

一、看监管：宽严相济、分类施策 

（一） 信贷监管要求进一步细化，互联网贷款过渡期延长 

1. 1 月：金融机构服务价格管理规范。1 月 15 日，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规范银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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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指导意见》（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银保监会监管的大部分金融机构均适

用，该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充分了解互联网平台等合作机构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内容和价格标准，禁

止合作机构以银行名义向客户收取任何费用，及时终止与服务收费质价不符机构的合作，进一步

影响了互联网贷款项下银行等资金方与合作机构的收费约定。 

2. 7 月：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发展。7 月 7 日，银保监会和央行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

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涵盖了信用卡经营、发卡营销、风险管理、分期管理、合作机构管理、

金融消保等各方面。虽然该通知直接规范的是“信用卡”相关业务，但信用卡业务作为一项向 C

端用户开展的信贷业务而言，监管机关在前述通知中所表露的监管口径对于开展其他类型的线上

信贷的助贷类机构或金融机构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7 月：互联网贷款业务过渡期延长。7 月 15 日，银保监会出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加强商业银行

互联网贷款业务管理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虽只有寥寥八项要求，但在经济环境及监管环

境经历激荡变化的时刻传达出了积极的讯号。一方面金融机构展业独立性、资金流要求、合作机构

管理等进一步细化和加强，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互联网贷款重点发力的领域，综合考虑商业银行与

合作机构整改进度、业务连续性以及与征信规定衔接等因素，将存量业务过渡期延长一年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以确保互联网贷款业务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减。 

（二） 数字化转型与个保管理大势所趋，乱象整治分阶段进行 

1. 1 月：银行保险数字化转型意见。1 月 10 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

的指导意见》出台，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包括消费

金融领域在内的个人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此外，对于金融机构的数据安全和数据管理等方面，前

述指导意见也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加强创新业务合规管理、加强外包风险管理、防范

模型和算法风险、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 

2. 8 月：个保乱象整治活动大幕开启。消费金融领域的个人信息处理一直是投诉与问题的“多发区”，

8 月中上旬，银保监会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银行保险机构侵害个人信息权益乱象专项整治工作的

通知》，全面摸排相关机构自 2021年以来与消费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相关的经营行为和管理情况，

开启了银行保险业个保乱象整治活动的序幕。从“个人信息收集”“个人信息存储和传输”“个

人信息查询”“个人信息使用”“个人信息提供”“个人信息删除”“第三方合作”七大方面提

出了明确要求，并分三阶段进行自查整改验收，金融机构及其合作机构需结合具体业务情况进行

调整。2022 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规定（征

求意见稿）》、《关于实施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公告》以及《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个人信息跨境

处理活动安全认证规范 V2.0》等规则、指引的接连出台，部分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也开始逐步

梳理包括消费金融业务在内的各项数据出境活动的情形，进一步规范金融数据管理。 

（三） 新市民金融与助力小微成重点，疫情之下精准“滴灌” 

考虑到疫情的影响以及秉承服务实体经济、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监管理念，央行、银保监会等金融

监管部门在 2022 年将信贷扶持的重点落到了新市民与小微企业（含个体户），并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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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信贷管理措施，以实现政策的精准“滴灌”，为相关市场主体提供更多恢复与发展的空间。例如： 

1. 3 月初发布《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根据新市民的差

异化金融需求合理提供消费信贷产品； 

2. 6 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受疫情影响困难行业企业等金融服务的通知》，从加大信贷支

持力度、做好接续融资安排、适当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持续提升服务效率、创新信贷服务模式等

多个方面，对进一步做好受疫情影响暂时遇困行业企业等的金融服务提出了工作要求； 

3. 5 月和 11 月，央行分别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动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

效机制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力度的通知》，加大对小微

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二、看市场：业务调整、负重前行 

（一） 消费金融公司牌照有所变动，小贷清退整改进行时 

与 2021 年类似，本年度内消费金融公司牌照的新设亦在稳步推进中，如建设银行于 9 月发布公告

称已收到关于筹建建信消金的监管批复。此外，多家消费金融公司的股权/控制权与注册资本发生变更，

一方面顺应了金融机构风险化解的要求，另一方面提升资本也有利于增强业务增长与战略布局。与增资

相对应的，2022 年也是消费金融公司的“融资年”，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产品松绑放行，消费金融 ABS

融资进入了重启放量的阶段，还有部分公司通过银团贷款、发行二级资本债等方式融资，也反映出消费

金融行业整体向好的态势。 

但对于传统消费金融领域的另一类玩家——小贷公司而言，2022 年却是更加艰难的一年。从政策

环境来看，由于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网络小贷管理办法等一直未出台，在上层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

各地部门仍然按照较为严格的标准对小贷行业进行监管（如提高注册资本门槛），且各地在 2022 年持

续开展小贷公司的清退与整合工作，行业洗牌加速；从市场竞争来看，由于银行、消金等传统金融机构

的放贷利率继续下降，也进一步挤压了小贷公司的业务空间，只有少数头部平台企业旗下的小贷公司具

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二） “断直连”整改继续推进，头部机构积极探索新方案 

相较于 2021 年征信行业的新规频出、窗口指导，2022 年的征信行业表面看来似乎并无波澜，但实

际上仍有一股“暗流”继续涌动。根据公开信息，在 2021 年参加了“4·29 约谈”的网络平台企业整改

验收工作于 2022 年仍然稳步推进，其中就包含了“征信断直连”的整改。此类平台企业被要求在年底

提交初步整改方案，大致可分为引入持牌征信机构的“助贷数据通道”模式，以及与部分融担机构合作

开展信息处理的合作模式。前者在《征信业务管理办法》项下具备较为明确的法规基础，从信息流来看

主要是“平台-征信机构-金融机构”的操作方案；而后者则是通过创建银担业务合作基础，通过融担公

司收集并传输一部分借款人信息（包含信用评估类信息）并向合作资金方传输担保评估结果。 

头部平台企业的“断直连加速”可以为其他市场主体提供相应的参照方案，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案，

助贷机构仍然可以向金融机构传输有关基础信息（如用户身份信息、交易订单信息等），并未被要求“彻

底断直连”，助贷机构提供的流量、场景、技术等价值仍然是其可以持续发力的业务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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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场主体逐步落实合规要求，提质增效、负重前行 

2022 年以来，尽管资产质量的下降是整个信贷市场不可回避的境况，但众多资金方与互联网平台

继续加大对借款用户的支持力度，通过各类线上线下的营销活动进行拉新与存量客户的促活，还积极响

应监管号召推出延期还贷、息费减免等多种举措助力复工复产与扩大消费需求。 

近两年，虽然疫情反复和经济环境等因素对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整改进程造成一定影响，但总

体来看各市场主体的“整改”与“合规”仍是主线，涉及“落实贷款主体责任、自主完成客户身份及贷

款意愿核验”、“息费控制、质价相符”、“个人信息处理优化”、“消费者保护与客诉处理”等方面

的综合优化调整，注重提升业务的质量。此外，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金融

机构面临的客诉压降要求也逐渐升高，亦有部分逾期客户将恶意投诉作为新型的逃废债手段，这对于打

击非法代理与黑产等相关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三、看未来：精耕细作、曙光在望 

（一） 消费金融业务下限与上限的决定因素将保持不变 

正如我们在 2021 年度的消费金融回顾文章中所提出的，在全面步入“精细化合规”的 2022 年，

是否具备成熟的“个保”能力和“消保”能力将为从业机构的业务能力设定下限，结合过去一年的监

管与市场实践再来展望 2023 年，我们依然认为“个保”与“消保”是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及其他市

场机构的重点关切，只有将“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才能具备站稳消费金融市场的根基。而随着存

量资产质量的降低、用户消费观念的转变，差异化的获客与风控能力仍将是关键的竞争优势，决定各从

业主体的业务上限。 

（二） 持牌经营与合规展业仍是主线，精耕细作方能行稳致远 

从相关规定设定的过渡期来看，2023 年 6 月末是互联网贷款与征信这两类业务的重要时点，而且

目前的监管导向清楚、合规要求明确，消费金融的各类从业主体均需要结合法规规定及各自的角色职能

相应进行调整优化，理论上均应在前述时间节点完成业务整改，金融监管部门也将加强对相关机构的指

导以推动实现平稳过渡。尽管消费金融行业经历了 2022 年的艰难时刻，但不管未来如何，从以往经验

来看，只有稳扎稳打才能降低展业合规风险，也只有精耕细作才能在没有标准解法的道路上找到出口，

从而抓住高质量发展的契机。 

（三） 后疫情时代，经济企稳与消费需求回升将为行业带来曙光 

经历了疫情三年，许多民众的消费观念、消费能力也已经悄然发生变化，目前疫情放开，但短时间

内该等局面可能无法完全转变，可以想见消费金融行业在 2023 年初将继续承压。不过从长远来看，我

们对于未来报以乐观与期待。一方面，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监管部门对互联网贷款、消费金融等领域的

监管强度有所缓和与扭转，促经济与保民生的重要性与优先级提升；另一方面，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

“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相关监管和政策推动下，经济企稳与消费需

求回升将为整个行业带来曙光。让政策资金有速度、让政策支持有力度、让金融服务有温度、让更多市

场主体得实惠，相信未来的消费金融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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