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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P2P平台与银行在资金托管业务

方面的合作正越来越密切。 宜信公司

与中信银行、 你我贷与招商银行、积

木盒子和人人贷与民生银行等均在

近期宣布将在资金托管方面展开合

作。 业内认为，这意味着此前一直被

第三方支付雄霸的 P2P 资金托管市

场开始被银行分食。

经过 2014 年的快速发展，P2P 行

业年交易额已达到 3280 亿元。 业内

人士分析， P2P 资金托管市场将非常

巨大而且发展很快，未来或达万亿规

模。

商业银行入局

P2P资金托管

在商业银行入局之前，P2P 资金

托管一直是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天下。

据了解，仅汇付天下和易宝支付这两

家公司在网贷平台托管市场占有率

就高达 60%。

而随着央行对 P2P 平台的监管

政策越来越明朗， P2P 平台青睐于商

业银行的增信功能和政策监管背景，

不少平台纷纷“抛弃”第三方支付，转

向商业银行。

1 月 8 日， 中信银行与宜信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将在资金结算监

督、大数据金融领域等多个领域展开

合作，这被视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

付在网贷资金托管领域的争夺正式

展开。 1 月 28 日，你我贷与招商银行

签署了资金委托管理协议。 2 月 10

日，积木盒子、人人贷、民生易贷等

P2P 公司成为民生银行推出“网络交

易平台资金托管系统”的首批用户。 2

月 12 日，PP-money 与浦发银行宣布

就交易资金对接、风险准备金计划等

达成合作意向。

证大向上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市

场总监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从

目前的形势来看，未来银行托管是主

要趋势，从监管力度和执行力度而言

与银行合作都更有优势。 向上金服也

正积极与银行接洽中。

拼服务成关键

业内人士分析， 银行有其政策和

法律条文上的优势，因此未来的趋势

还是银行进行托管，但银行托管的平

台需要经过更为严格的审核，目前能

与银行合作的 P2P 平台很少，基本都

是综合排名靠前的几个平台。

积木盒子产品总监杨帆表示，并

不是说资金托管于银行后 P2P 平台

就与第三方支付没有业务合作。 比如

汇付天下在互联网支付、银行卡收单

等方面有很多自己的强项。 积木盒子

切换到民生银行的托管后，会继续保

持和汇付天下的紧密合作。

易宝支付 CEO 唐彬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亦表示，他对银

行的入局并不担忧，这说明 P2P 正开

始被传统金融机构所接受。

唐彬表示，既然在资金安全上第三

方支付和银行提供的是同质化的东西，

竞争关键就在于谁能对 P2P平台及其

用户的服务更灵活和到位。这些服务包

括 P2P平台需要的跨行支付、征信、营

销等，也包括贷款人、借款人能够安全

方便地完成交易，包括移动支付、产品

推荐等。

“在这一层面上，第三方支付机制

灵活，互联网思维和技术发达；传统金

融机构的体制机制， 以及互联网时代

基因和服务能力的缺失， 使其无法有

效服务好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和大众。 ”

唐彬说。

银行第三方支付

或走向合作

壹文财富董事长李宾告诉《中

国企业报》 记者，P2P 行业在资金托

管方面存在的第一大问题，就是“真

假托管”。 随着互联网金融监管原则

的轮廓越来越清晰，“P2P 资金需要

由第三方托管”已成业内共识。

杨帆表示，“目前行业提供托管

的第三方支付公司， 也都实现了用

户账户资金的隔离， 主要是在打通

实体银行卡、接入更多的支付通道、

提供更多的理财方式存在一些难

点。 ”

李宾表示， 资金托管与银行合

作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 从目前

P2P 实现资金第三方托管的方式来

看， 主要分为银行托管和第三方支

付机构托管。 实现银行托管的平台

屈指可数，多为银行系 P2P 平台。 其

他实现资金第三方托管的平台均是

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 银行来做

第三方托管肯定更有资质、 名正言

顺，也更有公信力，而第三方支付机

构忙着在 P2P 资金托管这一细分领

域里“跑马圈地”，先声夺人，也已经

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银行却对

此态度依然审慎，还在摸索阶段。

杨帆表示， 银行的充值提现也

是通过接入其他的第三方支付通道

来完成，各有所长，银行擅长托管，

第三方支付擅长各种银行的充值和

付款。

李宾分析， 未来在资金托管这

一细分领域， 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

构存在很大的合作可能性。 因为第

三方支付机构已经掌握了大多数的

平台资源， 并且更擅长于为小微企

业提供服务。 而银行的资质及公信

力、 法律条文等则更适合做资金托

管。 未来有望由第三方支付机构做

账户体系加上支付功能， 资金直接

转交银行来监管。

汇付天下副总裁邹雯认为，银行

与第三方支付在 P2P 资金托管方面

是竞合关系， 第三方支付为平台提

供账户管理功能， 而资金是落地在

具体的银行。 如果将来监管层一定

要银行来做资金托管， 第三方支付

会与银行进行合作， 做好账户的管

理体系、支付功能。

一位商业银行电子信息部人士

表示，所谓第三方支付，其实还是基

于银行账户建立起来的， 没有银行

账户，也就不存在第三方平台。 所以

第三方平台完全排挤掉银行的支付

系统是不太可能的。 而第三方支付

经过这么多年的价格优势， 以及各

种线上服务， 赢得了很多客户的认

可， 也就是所谓的苦心经营了多年

终于培养了客户移动支付的习惯，

这既是对银行支付方式的补充也是

一种威胁。

该人士说：“银行在技术上其实

都不存在问题， 但在用户体验上做

的没有第三方支付好， 未来银行与

第三方支付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

日前，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关于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证

券公司名单的公告，新增 20家证券公司获准开展互联网证券

业务试点，至此，拥有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资格的券商数量已

经达到 55家，约占券商总数的一半。 业内专家表示，今后国内

券商将带来更多专注于用户体验的互联网金融新产品， 有望

引领行业转型的新方向。

券商将迎“差异化竞争”时代

自 2014 年 4 月中信证券、银河证券等 6 家券商率先获得

试点资格以来，截至目前，拥有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资格的券

商共计 55 家，大约占券商总数的一半。 上市券商中，除光大证

券、东北证券以外，皆已获得该业务资格。

平安证券相关专家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通过互联网金融信息平台的客户流量导入，已开展互联网证券

业务的券商将在存量客户和增量客户争夺上更为有利。今后国

内券商将带来更多专注于用户体验的互联网金融新产品，有望

引领行业转型的新方向。 可以预见，未来国内券商将迎来“差

异化竞争”的时代。

该专家指出， 目前国内券商推进互联网业务时采取的方

式及路径各不相同。 各家券商都会根据自身发展情况来量身

定制互联网业务模式。例如中小型券商，其自身的平台存在一

定局限性而且用户数较少， 一般都会采取与已有互联网平台

合作，实现用户导流，助力线上经纪业务的展开。 这在业务发

展初期，是一种较好的方式。 对于大型券商来说，则会倾向于

采取自主研发网上平台的方式。第三种模式是通过股权收购，

实现业务转型。

中银国际分析师魏涛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未来随

着券商互联网化的加快，也许传统的营业部将来会不复存在，

券商的营销模式可能会演变成通过移动客户端向客户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

股权收购模式最具竞争力

此次 20 家获得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资格的券商，普遍属

于中小型券商， 且在互联网证券领域开始或已经取得了一定

成绩。 成功被互联网软件企业大智慧纳入麾下的湘财证券也

位列其中。

大智慧日前公布收购湘财证券的具体方案， 公司将斥资

85 亿元收购湘财证券 100%股权。 湘财证券表示，2015 年，若

顺利完成与大智慧的换股合并重组， 公司将成为国内第一家

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券商。

“大智慧收购湘财证券，属于资本运作，存在利益相关，而

且可实现优势互补， 因此相比国内券商其他互联网金融发展

模式，这种形式更具竞争力和长远发展前景。 ”魏涛坦言，因为

股权收购一定会带来公司战略层面的深层次业务合作， 而券

商与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合作就有可能局限于浅层业务层面的

合作。此外，券商自主研发网上平台，更是事倍功半，还需要通

过时间考验。

业内人士指出，大智慧的互联网金融客户群、在大数据方

面的积累和服务能力及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平台， 将与湘财

证券的传统券商业务进行结合，积极打造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以资产管理为中心，集信息、资讯、交易、销售、理财等金融服

务为一体的一站式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

魏涛表示，可以预见，双方将通过业务互补来发力互联网

金融领域。 大智慧的金融信息平台尽管还没有形成直接的强

有力的盈利能力，但是，通过金融信息平台对湘财证券的客户

流量导入，可以实现湘财证券客户资源量的快速提升，从而拉

动湘财证券经纪业务、信用业务等业务规模提升。

业内人士指出， 大智慧原有的软件业务近两年投入成本

较高， 亏损较严重，2014 年业绩的增长主要依靠转让股权收

益。 而湘财证券 2014 年净利润达到 7.8 亿元， 同比增速

500%。 收购并表后，也将为公司贡献巨额业绩增量，扭转主业

亏损局面。

国内券商信息系统建设有待提高

谈及我国券商互联网化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平安证券相

关专家表示， 国外证券公司非常重视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实现

金融创新、资源整合，从而提高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 而截至

目前，我国券商所能提供的金融服务还较为简单，在信息系统

的建设上还有待提高。

美国是开展网络证券交易最早的国家， 也是网络证券交

易经纪业务最为发达的国家。 以美国最大的证券经纪公

司———美林证券为例， 美林证券为客户提供的大的所有投资

咨询服务主要是依靠美林强大的研究力量所建立的 TGA

（Trusted Giobai Advisor）信息平台实现的。

此外，一方面，牵手互联网，所有数据均采用电子方式进

行记录、存储，将为客户提供更便利的服务；另一方面，也将增

加券商的市场风险系数。因此，券商要着重在互联网时代提高

风险管控能力。

最后，互联网金融人才队伍的建设，也是券商一定要面

对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 随着券商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

券商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人才需求也相应增加。 不过国内互

联网金融发展迅猛，相关人才储备较为匮乏，而既懂互联网

金融，又了解券商相关业务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 业内人士

认为，要解决该问题还需要券商从外部招聘及内部培养两方

面入手解决。

券商发力互联网金融

股权收购模式更具竞争力

觊觎万亿 P2P 资金托管市场

银行第三方支付暗战启幕

提高涉农不良贷容忍度难解农贷之困

王利博制图

最近，银监会下发了《关于做好

2015 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

主要包括四项内容： 努力实现涉农

贷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平均水平；

鼓励集中连片发起设立村镇银行；

适当提高对分支机构“三农”业务考

核的分值权重； 对涉农不良贷款给

予更大的容忍度。

提高涉农不良贷款容忍度，已反

复被监管当局作为一项惠农金融监

管政策使用， 今年则提出给予“更

大” 容忍度。 不良贷款容忍度监管

政策前后变化， 既表明涉农贷款总

体质量有所改善， 又表明监管当局

在破解涉农贷款难问题上的急切心

情。 因为尽管屡推不良贷款容忍度

监管政策， 但涉农贷款并未因实施

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监管政策而获

得根本改观。

也许大家想不通，监管当局都放

松了对涉农不良贷款考核要求，为何

涉农银行并不领情，致使涉农贷款出

现“叫好不叫座”的冷场局面。原因其

实很简单：一方面，银监会提高不良

贷款容忍度只是给了涉农银行发放

涉农贷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

件，涉农银行在涉农贷款上可以具有

较大选择自由度。因为提高涉农银行

发放农贷积极性仅有这个必要条件，

而没有建立起优惠财税、风险补偿和

分担机制等系列充分配套政策措施，

就难以起到激励涉农银行发放涉农

贷款的作用，涉农银行就不会打消农

贷顾虑，“死心塌地”地忠实推行监管

当局涉农信贷政策，涉农信贷困局也

就无法真正破解。 说句不中听的话，

如果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缺位或不完

善，哪怕监管当局取消涉农不良贷款

考核，都会无济于事，涉农银行顶多

只能消极应付，或干脆当“耳旁风”，

不仅监管政策无法落地生根，涉农信

贷现状也无从改观。

另一方面，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

对涉农银行而言， 仅为一个微不足

道的外部因素， 而激发涉农贷款兴

趣关键靠涉农银行内在动机。 涉农

不良贷款容忍度只有为涉农银行带

来全面利益保障时， 外因才能通过

内因起作用。 如果涉农贷款无利可

图，且又有信贷资产损失之虞，涉农

银行肯定不会将信贷资金投向涉农

领域。 打一个浅显比方：过去监管部

门一直对涉农银行喊话， 注意涉农

贷款风险和损失， 要进行不良贷款

考核云云； 现在又突然对涉农银行

喊话，大胆发放“三农”贷款吧，监管

部门对涉农不良贷款考核放松了。

而在涉农银行普遍已意识到涉农贷

款就是一个“火坑”，而又没有“救生

员”情况下，谁还敢往里跳？ 再说，仅

为了响应监管当局放松对不良贷款

几个百分点的考核， 涉农银行也犯

不着拿自己的钱往里砸， 去做费力

不讨好的事。 可见，即便监管当局对

涉农不良贷款考核放得再松， 也不

过是监管部门一厢情愿， 最多只是

过嘴瘾而已，涉农银行会无动于衷，

监管政策也只能是“对牛弹琴”，这

些年农贷现状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反过来说，如果当涉农银行确定

涉农贷款具有较高收益并可实现风

险最小化时， 即便监管当局不提高

不良贷款容忍度，甚至考核更严，涉

农银行也会产生涉农贷款冲动，增

加涉农贷款投放总量。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银监会提高

涉农不良贷款容忍度的政策作用，

至少可减少涉农银行在涉农贷款上

的思想顾虑， 调整对涉农贷款严苛

考核方式， 灵活区分造成涉农不良

贷款的原因， 消除涉农银行信贷人

员一些后顾之忧， 无疑对破解涉农

贷款难起到一定作用。 但要真正激

发涉农银行涉农贷款活力， 破解涉

农贷款困局， 还需打造支农信贷社

会系统工程，由财政、银行、税务、监

管当局等部门联合构建相应机制，

协同推进相关政策措施， 涉农贷款

才有希望。 否则，单靠监管当局喊破

大天，也是徒劳和枉然。

本报记者 崔敏

莫开伟

本报记者 朱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