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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9-2025年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监测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

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

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

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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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互联网金融（ITFIN）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

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互联网金融ITFIN不是互联网

和金融业的简单结合，而是在实现安全、移动等网络技术水平上，被用户熟悉接受后（尤其

是对电子商务的接受），自然而然为适应新的需求而产生的新模式及新业务，是传统金融行

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

      当前互联网+金融格局，由传统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组成。传统金融机构主要为传统金

融业务的互联网创新以及电商化创新、APP软件等；非金融机构则主要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

进行金融运作的电商企业、（P2P）模式的网络借贷平台，众筹模式的网络投资平台，挖财类

（模式）的手机理财APP(理财宝类)，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是全球瞩目

的大事，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金融管制的放松。而全球主要经济体每一次重要

的体制变革，往往伴随着重大的金融创新。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值互联网金融潮流兴起，在

传统金融部门和互联网金融的推动下，中国的金融效率、交易结构，甚至整体金融架构都将

发生深刻变革。

      互联网金融估值维持较高水准。当前互联网金融板块市盈率(TTM)73倍，处于2006-2017年

（除2015年极高估值外）平均估值62倍上方。互联网金融热潮从2014年下半年开启，第三方支

付、P2P、消费金融相继成为市场热点。互联网金融2013-2017年估值（剔除2015年）数据来源

：公开资料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监测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

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

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报告目录：第.1章 互联网金融发展及对银行业的冲击与重构321.1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

起321.1.1互联网金融主要模式及特点321.1.2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发展现状35（1）第三方支付35

（2）P2P网贷36（3）众筹融资37（4）电商小贷38（5）互联网理财40（6）虚拟货币41（7）

金融产品互联网销售431.1.3互联网金融兴起的原因剖析441.1.4互联网金融的优势及风险评



估461.1.5互联网金融未来的发展趋向48（1）行业监管趋向48（2）行业演进趋势49（3）行业

技术趋向491.2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冲击与挑战501.2.1互联网给金融业带来了什么50（1）极

为低廉的交易成本50（2）更有效的大数据分析方法50（3）打破了信息的不对称性格局51（4

）摆脱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52（5）改变了消费者的行为与习惯531.2.2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

冲击与挑战56（1）对银行业收入端的冲击561）支付平台&mdash;&mdash;冲击多项中收562）

理财平台&mdash;&mdash;冲击代理业务573）综合平台&mdash;&mdash;冲击理财业务574）网

贷平台&mdash;&mdash;争夺中小客户信贷资源57（2）对银行业成本端的冲击581）支付平

台&mdash;&mdash;冲击活期存款582）网贷平台&mdash;&mdash;冲击定存理财593）理财平

台&mdash;&mdash;冲击存款理财594）综合平台&mdash;&mdash;冲击存款理财601.2.3互联网金

融对银行业冲击程度测算61（1）对银行业收入端冲击的测算61（2）对银行业成本端冲击的

测算611.3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颠覆与重构621.3.1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边缘化621.3.2颠覆银

行业传统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631.3.3银行业的发展版图和竞争格局面临重构641.3.4传统金融生

态链面临重大变局651.4互联网金融时代银行客户行为变化趋势661.4.1银行客户经历的四个时

代661.4.2银行客户的行为变化趋势68（1）第. 一阶段：网点依赖型行为模式68（2）第二阶段

：半自助化行为模式69（3）第三阶段：多渠道的互联网化行为模式69（4）第四阶段

：&ldquo;自我为中心+平台化&rdquo;行为趋势711.5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银行业经营业绩721.5.1

银行业总体经营业绩72

2016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155.0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1.3%；狭义货币供应量

（M1）余额48.7万亿元，增长21.4%；流通中货币（M0）余额6.8万亿元，增长8.1%。2016年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7.8万亿元，比上年多2.4万亿元。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

额155.5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5.7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150.6万亿元，增加14.9万亿

元。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12.1万亿元，增加12.7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

余额106.6万亿元，增加12.6万亿元。

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经济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也使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显现出复杂性、突发

性、扩散性和快速传播性等新特征。在市场竞争方面，随着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开放程度的

不断提高，大型银行面临的竞争格局、竞争的空间范围和竞争对手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深刻

的变化。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银行业亦得到快速发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 2012年

至2016年中国银行业人民币贷款与存款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5.42%和14.35%。     项目  

2012 年12月31日   2013 年12月31日   2014 年12月31日   2015 年12 月 31日   2016 年12 月 31日   年均

复合增长率       人民币贷款总额（亿元）   629,910   718,961   816,770   992,902   1,117,809   15.42%   

   人民币存款总额（亿元）   917,555   1,043,847   1,138,645   1,409,061   1,568,869   14.35%       外币贷



款总额（亿美元）   6,836   7,769   8,351   8,303   7,858   3.54%       外币存款总额（亿美元）   4,065  

4,386   5,735   6,272   7,119   15.04%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根据中国银监会统计口径，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分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和其他类金融机构等。下表列示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中国银

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情况（单位：万亿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

比       大型商业银行   86.60   37.29%   79.93   37.21%       股份制商业银行   43.47   18.72%   40.80  

18.99%       城市商业银行   28.24   12.16%   26.40   12.29%       农村金融机构   29.90   12.87%   27.72  

12.91%       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44.05   18.97%   39.97   18.61%       合计   232.25   100.00%   214.82  

100.0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整理1.5.2上市银行经营情况77 第2章 银行业转

型突围方向及互联网金融布局策略802.1银行业转型突围方向与路径802.1.1银行业转型突围方

向与思路80（1）开辟非网点渠道，打造立体式服务渠道80（2）切入互联网金融，推动金融

业务创新80（3）线下网点智能化改造，助力传统渠道转型80（4）重视大数据运用，改造银

行业务流程82（5）客户下沉，进军长尾市场872.1.2银行业布局互联网金融的可行性与路径选

择89（1）银行业互联网金融建设的必要性89（2）银行业与互联网金融融合的可行性90（3）

银行业布局互联网金融的战略步骤92（4）银行业发展互联网金融的路径选择94（5）当前银

行业互联网金融的实践探索1002.2银行业互联网金融建设路径之&mdash;&mdash;直销银

行1012.2.1直销银行的定位与特点101（1）定位中端客户群101（2）组织结构扁平化101（3）

去&ldquo;实体化&rdquo;的营销模式101（4）吸引客户的方式灵活多样102（5）追求便捷性和

安全性的统一1022.2.2直销银行的优势及价值103（1）直销银行的优势体现103（2）银行业开

展直销银行的价值1042.2.3银行业开展直销银行的可行性104（1）客户群体适应性104（2）规

模适应性105（3）政策环境适应性106（4）技术支持可行性1072.2.4直销银行建设的关键因

素108（1）直销银行建设的基础108（2）直销银行建设的前提109（3）对目标客户定位的要

求109（4）对营销体系的要求1092.2.5银行业直销银行战略部署与经营策略109（1）直销银行

的战略部署109（2）直销银行的组织模式110（3）直销银行的经营策略1111）产品策略1112）

营销策略1143）成本管控策略1162.2.6直销银行成功关键：如何处理好内部竞合关系116（1）

战略定位的重叠&mdash;&mdash;差异化的战略定位116（2）客户资源的重叠&mdash;&mdash;

补充性的客户定位117（3）产品种类的重叠&mdash;&mdash;专属化的产品体系117（4）服务

渠道的重叠&mdash;&mdash;包容性的渠道平台1182.2.7直销银行外部联盟合作战略选择118（1

）与大型电商平台合作118（2）与第三方支付等金融企业合作119（3）与非金融领域最佳实

践公司的合作1192.2.8银行业开展直销银行业务的建议119（1）中国式直销银行的发展困境119

（2）中国银行业开展直销银行的建议1202.3银行业互联网金融建设路径之&mdash;&mdash;电

商平台1222.3.1银行进军电商的可行性分析1222.3.2银行发展电商的条件与基础1242.3.3银行发



展电商的差异化定位124（1）与银行的业务价值对接124（2）与银行的客户群体对接125（3）

与银行的发展策略对接1252.3.4银行业进军电商的路径与模式选择1252.3.5银行业电商业务的优

劣势分析1272.3.6银行系电商的症结及突破对策1272.3.7银行系电商平台典型案例研究131（1）

建行&ldquo;善融商务&rdquo;131（2）交行&ldquo;交博汇&rdquo;133（3）农行&ldquo;E商管

家&rdquo;133（4）工行&ldquo;融e购&ldquo;1342.3.8银行系电商运营策略建议136（1）增强客

户黏性的实施方案136（2）改进服务产品的实施方法136（3）加强风险管理优势的举措137（4

）如何深入挖掘与利用大数据1372.4银行业互联网金融建设路径之&mdash;&mdash;P2P1382.4.1

银行业P2P投资价值1382.4.2银行业开展P2P的优势1392.4.3银行业开展P2P的可行性140（1）政

策环境适应性140（2）对风险管理的可行性141（3）客户与技术可行性1412.4.4银行业开展P2P

的战略规划141（1）平台定位141（2）组织架构142（3）运行模式142（4）介入策略142（5）

推广策略142（6）客户筛选143（7）贷款定价143（8）风险控制1432.4.5国内银行开展P2P案例

研究144（1）平安银行：陆金所144（2）国家开发银行：金开贷145（3）国开金融：开鑫

贷146（4）招商银行：小企业e家147（5）民生银行：民生易贷147（6）包商银行：小

马bank148（7）兰州银行：e融e贷1502.4.6国内银行P2P业务开展情况150（1）银行系P2P平台

发展模式150（2）银行系P2P平台组织形式151（3）银行系P2P平台收益水平152（4）银行

系P2P平台定位差异1522.4.7银行P2P业务市场潜力分析153（1）国内P2P网贷市场潜力153（2）

银行系P2P的竞争力分析154（3）银行系P2P面临的阻碍及对策1552.5银行业互联网金融建设路

径之&mdash;&mdash;移动金融1582.5.1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商机158（1）移动金融的商机158（2

）银行业移动金融发展路线159（3）银行业移动金融客户定位1602.5.2移动金融

之&mdash;&mdash;移动支付161（1）移动支付市场潜力161（2）移动支付商业模式分析161（3

）银行在移动支付市场中的定位166（4）银行业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模式168（5）银行业移动

支付产业布局规划168（6）银行业移动支付业务合作战略172（7）国外银行业移动支付创新

经验172（8）银行移动支付业务风险防范策略1742.5.3移动金融之&mdash;&mdash;手机银行175

（1）手机银行的核心价值175（2）手机银行的竞争力分析176（3）手机银行发展潜力分析177

（4）手机银行当前存在的问题178（5）手机银行优化与创新建议180（6）手机银行新媒体营

销策略181（7）手机银行未来发展方向1832.5.4移动金融之&mdash;&mdash;微信184（1）微信

平台对于银行的价值184（2）银行业微信服务切入点1851）宣传营销1852）客户服务1853）金

融交易1864）电商平台1865）数据挖掘186（3）微信银行建设方案及推广策略1871）微信银行

特点及业务1872）微信银行发展前景分析1883）微信银行未来创新方向1884）微信银行服务模

式选择1905）微信银行建设方案及案例1926）微信银行的营销推广策略1937）微信银行面临的

风险及防范196 第3章 银行业网点转型升级路径设计及推进方案2003.1银行网点转型路径设计

与实施2003.1.1网点运营发展阶段成熟度诊断200（1）片区化运营阶段200（2）标准化运营阶



段200（3）区域化运营阶段201（4）全渠道运营阶段2013.1.2网点运营体系成熟度诊断202（1

）网点运营体系成熟度诊断指标202（2）网点运营体系成熟度诊断案例2023.1.3建立网点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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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与电商平台形成战略合作290（2）银行自主搭建电商平台290（3）银行建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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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325（2）线上与线下的结合325（3）端经营业绩3265.2.5Bofi互联网技术杠杆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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