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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多数行业都面临

着很大压力，互联网金融却是“野蛮”增长的一支；而在百花

齐放的互联网金融公司中， 相比绝大多数单一业务模式，91

金融又因其生态模式成为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例外。

《中国企业报》：91 金融的业务包括 91 贷款、91 旺财、91

金融超市等，业务拓展的思路及其背后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

的？

吴文雄：互联网金融有很多模式，我们的产品线也比较

多，最核心的还是金融信息摄合和金融交易摄合。 金融机构

与用户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无法有效地进行配对，我们就

打造了一个金融信息摄合平台———91 金融超市， 这是 2011

年成立到 2013年在做的事情，跟银行、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

合作，选择其中优质的产品，匹配给用户。

我们在打造一个生态，里面的资金来源于需要理财的投

资人和企业，资金的落地则需要贷款的融资人和企业，整个

过程则是在传统金融交易模式下完成的。 这个生态未来会沉

淀越来越多的金融数据，第三阶段，就是基于大数据的金融

信息和交易摄合。

《中国企业报》： 创新性金融相比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

双方又有着怎么样的竞合关系？

吴文雄：传统金融机构可以分为两种，银行业和非银行

业，银行是一个吸储、放贷的过程，是一个顶点，钱经过各类

非银行机构最终流入银行，这种产业链模式下，资金的成本

越来越高。 而生态模式下，接入了很多金融机构，每个节点之

间可以直接交易，不像过去那样需要经过多个中介，提高效

率必定会降低成本。

我们一直在跟金融机构合作，在信息摄合环节，把它们

的优质产品拿过来对接用户。 在交易环节，双方的合作还会

进一步深化，因为金融机构现有的产品满足不了需求，这就

需要我们在产品设计环节更多的合作， 包括跟海通证券、民

生银行等，都在合作定制金融产品。

《中国企业报》： 相比 P2P 等其它互联金融平台，91 金融

在模式上又有哪些创新之处， 在行业格局中 91 金融有着什

么样的规划？

吴文雄：生态模式下，每个节点可以直接相互合作，来自

保险产品的用户同样会有理财需求，一个理财用户未来还可

能要贷款，这样会使得用户价值很高，而单一业务未来会存

在很大的运营成本和推广成本， 而且数据沉淀的价值不大，

比如说 P2P 平台，沉淀之后还只是为了放贷而已，我们有了

保险、有了理财，这些数据可以相互交错开发。 这就是说，生

态模式的情况下，平台的可扩展性很强，成本很低，利润可以

相互依托。

我们现在是每年百分之三百到四百的增长速度，完成了

1700 亿元的交易量，有 300 多万用户，而且还在准备上市，在

行业来讲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是一个纯内资的公

司，目前已进入上市辅导阶段，争取在 2016年于创业板上市。

《中国企业报》：商业模式的创新总会与现有格局产生冲

突， 对已有监管的冲击尤其敏感，91 金融如何看待以后的政

策环境？

吴文雄：整体来看，政策层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还是

比较支持的， 对于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采取了包容的态

度。 监管文件目前已经在研究过程中，出台之后，相信会进一

步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不过短期内监管层面建立完善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方案

还是不太现实，我们还在通过金融机构的合作解决资质的问

题，比如与海通证券的战略合作，将会为 91 金融在证券业务

的发展奠定基础，包括与信托、资管公司等都进行合作。

《中国企业报》：2015年开始中国 GDP增速放缓，91 金融

如何看待大环境对行业和公司带来的影响，商业模式在其中

扮演什么角色？

吴文雄： 经济周期和行业环境的变化的影响应该不大，

我们是基于现有金融市场的业务， 不是做新的资产创新，基

于现有金融市场的信息摄合。 在交易摄合方面，比如说 91旺

财，我们采取的是房贷抵押，预计在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三

到五年内不会出现房价大幅下滑现象，因此资产还是比较安

全的。

相信中国未来会进入一个消费金融的时代，包括理财、保

险、信贷等，会是很重要的一块，目前是个机遇期，大增长的时

期。 我们预计 2015年还能延续年增长 300%到 400%之间的比

例， 预计 2015年的交易额会有 5000 亿元， 这不是很高的目

标。

“密码配对”淘金

别样金融生态

本报记者 郭奎涛

受益于互联网金融的政策预期，P2P 网贷无论是

从规模还是从影响力都直线上升，但这个行业的

泡沫和风险也在加剧。 进入 2015 年，随着风控能力的

强化、 云征信系统的落地等，P2P 将逐步走入规范化、

良性化发展轨道。

2014 年 P2P 网贷风风火火，盛行

于网贷、租车、旅游、房产等诸多领域。

根据网贷之家最新数据显示 ，

2014年 1—11月网贷行业整体成交量

已达 2157.4 亿元，2014 年全年成交量

有望突破 2500亿元。 P2P网贷行业在

2014 年发展迅猛，目前正在运营的平

台截至 2014 年底可望达到 1600 家。

“2014年 P2P网贷发展亮点纷呈。 ”网

贷之家总经理徐宏伟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金融作

为当前最具创新活力和增长潜力的新

兴业态引来地方政府的关注， 各大城

市纷纷出台地方性互联网金融支持政

策，比如深圳、南京、广州、贵阳、上海、

武汉、青岛、成都等地，在 2014 年纷纷

出台地区性互联网金融促进指导意

见，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

政策加大扶持

《中国企业报》 记者进一步了解

到，2014 年 P2P 网贷行业快速发展，

与地方政策扶持紧密相关， 支持形式

主要有建设互联网产业园区、 提供税

收优惠、提供补贴等。如上海推出五家

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 武汉鼓励有条

件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在新三板上市，

成都对于互联网金融机构提供最高

2000 万的补贴等。

徐宏伟表示，2014 年，P2P 网贷行

业出借人端不断推出服务创新， 如出

现了 N2P/N2N 模式。N2P/N2N 模式

包括了垂直搜索引擎、 机构投资等方

式，新浪微财富、百度财富、投之家、火

球网等都属于此类模式创新。

据了解，P2P 网贷模式演进至今，

从早期的平台如人人贷、红岭创投、拍

拍贷， 都需要自己去做资金端和借款

端(项目端)，发展至有利网、开鑫贷为

代表的 P2N 模式，即将寻找借款人和

担保公司这两项专业性较强而又复杂

的工作， 交由专业的小额贷款公司或

担保公司完成。

监管待跟进

徐宏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自 2007 年中国首家 P2P 网贷平台拍

拍贷上线以来，虽然异常热闹，但也面

临着发展的“七年之痒”。 问题平台

事件频发，社会征信体系尚不完善，监

管政策仍不明朗，模式发展争议不断，

背景强大的平台也无法迅速做大。

记者调查显示， 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出现提现困难、倒闭、跑路等问

题的 P2P 平台已达 338 家。

那么，P2P 网贷行业监管政策何

时会出？ 监管政策出台后对行业将产

生何种影响？ 徐宏伟认为，2014 年应

该成为互联网金融监管元年， 但政策

迟迟未出台，预计 2015 年监管政策即

将落地， 未来也会有更多的地方政府

发布互联网金融支持政策。

“在政策预期下，未来 P2P 网贷主

要有四大趋势。 ”徐宏伟向记者分析，

一是去担保化， 风险存款准备金模式

有可能成为主流。 二是第三方托管取

代现在的通道模式、大账户模式、存管

模式等。三是借款标的透明度提高，平

台信息披露要求加大， 主要包括平台

网站备案。 四是明确行业准入门槛如

规定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 实行实名

制；资金流水账目清晰等。五是更多的

网络借贷行业联盟和行业自律组织出

现，形成多维度的自律监管体系。

对于 P2P 网贷行业的未来竞争，

徐宏伟表示， 未来 P2P 网贷行业竞争

将明显加剧， 实力匮乏退出者比例将

上升。

“近期问题平台事件频发，给行业

发展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徐

宏伟介绍，2014 年问题平台原因首位

是诈骗和跑路，P2P 网贷行业面临前

期野蛮成长后的阵痛期。 在监管政策

落地后， 纯粹的诈骗平台比例将会下

降， 而由于竞争力不足退出的平台比

例将会提高。

引入“云征信”

业内最关注的是，2015 年 P2P 网

贷行业的变革体现在哪里?

徐宏伟预计，2015 年， 那些具备

流量、研究实力、风控能力的出借人端

服务机构在 2015 年将迅速壮大。对于

一般的投资人而言， 并没有那么多时

间和精力， 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去

判断、 去研究每个 P2P 网贷平台的风

控水平、 经营模式以及去权衡风险与

投资收益。

徐宏伟还认为，2015 年 P2P 网贷

行业的变革还有云征信系统建设起

航。

业内专家认为，P2P 网贷行业的

征信难点在于，一方面出于隐私或利

益等考虑，平台之间不愿意分享自己

的数据信息， 越是大的平台越是如

此；另一方面，汇集了大量信息的中

央数据库， 存在安全性风险。“云征

信” 是通过统一数据标准和接口，按

需查询、按实际效果付费。“云征信”

系统更侧重于查询，且不保留查询数

据，平台可以自行管理，解决了 P2P

网贷行业征信难题以及信息共享的

问题。“云征信”的推行可以打破信用

债权发展瓶颈，对于 P2P 网贷行业意

义深远。

“2015 年，P2P 网贷行业价格战、

差别营销战略都会打响， 更加考验平

台风控能力、运营能力，缺乏核心竞争

力和实力匮乏的平台将更加如履薄

冰。”徐宏伟说，大浪淘沙、优胜劣汰后

的行业，将逐步走入规范化、良性化发

展轨道。

云征信系统将加速

P2P优胜劣汰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徐宏伟

网贷之家总经理徐宏伟：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2014 年的

中国能源产业，多数人想到的是“翻天

覆地”，煤炭、石油、电力以及风电、光

伏等， 无不发生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变

化。 那么未来的能源格局将呈现怎样

的趋势， 能源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政

策等方面又存在着怎样的期许？《中国

企业报》 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保利

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吕锦

标。

《中国企业报》：目前，我国能源结

构正悄然发生着改变， 您认为未来将

呈现怎样的能源格局？

吕锦标：人类发展离不开能源，虽

然目前煤炭、 油气等化石能源还占绝

对主力， 但新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

一定是个大趋势，有的国家走得早，我

们在追， 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人类发展

进步的方向，不是可有可无的，是越多

越好，多多益善，可再生能源多了，就

一步步脱离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

赖， 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和减排与环境

改善。

在可再生能源中，当然大头还是

核电、水电，但核电有安全方面的制

约，水电有资源瓶颈和生态影响。 所

以还是寄希望于风电、太阳能等，其

中发展太阳能又更有优势， 因为太

阳能和人类生产生活的节奏是同步

的。 到今年底全国太阳能发电装机

容量不到 300 万千瓦，年发电利用小

时数平均 1500 小时， 现在我们太阳

能发电占能源消费的比例不到 1%，

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潜力非常大，

任重而道远。

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传统能

源的价格波动， 应该引起政府和产业

界高度关注， 对大力优先发展可再生

能源的决定，一刻也不能动摇，要整合

各种力量勇往直前。

《中国企业报》：这几年，我国光伏

产业在大发展的同时， 受到了越来越

多国家的打压，这说明了什么呢？是对

中国发展光伏产业的变相认可还是心

里发虚？

吕锦标：“光伏产业是我国为数不

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之

一。”国务院对中国光伏产业的这一判

断是准确的。 中国光伏产业在不到 10

年的短短时间里就后来居上， 首先在

光伏发电产品制造上， 引领了占据全

球 90%的晶硅技术， 以产业化推动技

术进步和光伏利用成本持续下降，占

据了全球 65%的市场份额； 其次突破

技术封锁， 在门槛最高的多晶硅产业

从零起步，5—6 年时间努力打破了多

晶硅原料由欧美独霸 50—60 年的历

史， 实现了原料自主， 像我们保利协

鑫，将以年产能 10 万吨低成本高品质

多晶硅，和超过 12 吉瓦高效硅片称雄

国际光伏原料市场， 分别占领 1/3 的

全球市场份额。其三，在政府重视和产

业龙头企业的努力下，2012 年我国开

始启动国内光伏应用市场，2013 年新

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12吉瓦，2014 年

计划 14 吉瓦，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规模

的光伏应用市场， 改变了中国光伏制

造的出口依赖， 同时在光伏运用推广

方面出现了自己的龙头企业， 像协鑫

新能源、顺风光电、联合光伏。 中国的

光伏产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全球

优势。

欧美发达国家滥用贸易救济手段

围堵中国光伏产业， 为的是拯救本国

的高端制造业，这是一种产业争夺战。

欧美等发达国家， 一样面临产业发展

过程的能源需求， 面临以新能源替代

传统化石能源的压力。（下转第八版）

中国光伏应对能源新格局

本报记者 陈玮英

保利协鑫能源控股公司副总裁吕锦标：

91金融创始人吴文雄：

一手托着金融机构，一手托着用户，将二

者中优质的产品相互匹配，经营者将这个

过程称作“摄合”。“摄合”可以不断地创造新的

产品、满足用户新的需求。

吴文雄

吕锦标

这几年，我国光伏产业在大发展的同时，受到了

越来越多国家的打压，但越是挤压，我们越是反

弹，尤其在门槛最高的多晶硅产业上，在 5—6 年时间

里，我们从零起步，到主导世界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