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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网络借贷是指借助电子商务网络平台实现借贷双方的信息对接并完成交易的借贷模式。它

事实上是民间借贷的网络版，将熟人之间的借贷放到网络上进行，发展到陌生网友之间，网

站作为一个中介平台为资金提供方和需求方提供信息匹配，并对其身份及交易信息的真实性

进行审查。 2015年网贷行业投资人数与借款人数分别达586万人和285万人，较2014年分别增

加405%和352%，网贷行业人气明显飙升。2014年网贷行业投资人数与借款人数分别达116万人

和63万人。按目前增长态势，预计2016年网贷行业投资人数与借款人数或许将分别超过2000万

人和900万人。 在2015年，中国P2P网络借贷市场交易规模较2014年增长331.6%，而受监管细

则出台影响以及各级监管机构对于P2P网络借贷平台准入的限制，预计2016年中国P2P网络借

贷市场交易规模增速将放缓，交易规模数达到14451.5亿元人民币。  

      P2P网络借贷作为互联网金融重要的组成部分，依靠快速、高效的互联网技术以及对于传

统融资模式的变革，通过改善现阶段融资需求与财富管理不匹配的现状，实现了自身的快速

发展，预计未来P2P网络借贷市场仍将获得较高的关注，但由于监管力度加大，行业规范性的

加强，在未来1-2年，其增速将放缓。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网络借贷行业交易规模突破8000亿人民币，较上一年增长248.2%。

未来几年内，网络借贷行业仍将保持一定规模的增长，至2019年前后，网络借贷行业交易规

模有望突破达到3.7万亿人民币。

 2012-2019年中国网络借贷行业交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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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九章。首先介绍了网络借贷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网络借贷规模及消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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