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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0日，安徽省国资委会同

安徽省金融办、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安

徽银监局共同举办的安徽省属企业与金融

机构对接会在合肥召开。会上，安徽省国

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李明表示，在这样一个

非常时期，各金融机构积极主动作为，与安

徽省属企业密切合作，不抽贷、不惜贷、不

减贷，较好地解决了省属企业在稳增长、渡

难关过程中的基本资金接续问题。

目前，全球经济低迷，我国经济增长趋

缓，市场需求不振，部分企业效益大幅下

滑，资金紧张。在这一特殊时期，各金融机

构与安徽省属企业精诚协作，满足了安徽

省属企业实施重大项目建设的巨额资金需

求，推动淮北矿业投资80亿元的定远华塑

盐化一期项目、铜陵有色投资48亿元的“双

闪”铜冶炼技术升级项目、江淮汽车投资

12.8亿元的双离合自动变速器和高新能汽

油发动机项目等一大批标志性重大项目建

成投产，安徽省属企业抵御经济危机、抗击

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安徽省属企业

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2016 年 1—11 月份，安徽省属企业累

计实现营业收入 5848.3 亿元，同比增长

5.6%；实现利润总额257.9亿元，同比增长

46.9%；资产总额 13275 亿元，同比增长

4.8%。截至2016年11月底，与全国省级监

管企业相比，安徽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营业

收入均位居第8位，利润总额位居第7位；

与中部省份相比，安徽省属企业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均位居第 2 位，利润总额居第 1

位。安徽省属企业所取得的这些业绩与金

融机构的支持密不可分。

目前，安徽省属企业户均资产已达到

474.1亿元，其中有4户企业资产过千亿，1

户企业营业收入过千亿，10 户企业进入

2016 年中国企业 500 强，安徽省属企业已

经成为金融机构不可或缺的优质客户资

源。这些年很多金融机构通过加强与安徽

省属企业机构的合作，实现了自身长足发

展，安徽省属企业与金融机构在合作中积

累了不少好经验与做法，为下一步双方深

化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为了推动安徽省属企业与金融机构的

充分对接，安徽省国资委会同省金融办、人

民 银 行 合 肥 中 心 支 行、安 徽 银 监 局 于

2016年10月初就开始积极谋划，精心制订

对接方案，组织省属企业与金融机构集中

时间进行全面深入的衔接洽谈，达成一批

重要合作成果。截至目前，27户省属企业

中有 23 户企业与金融机构共计签约融资

需求项目186个，融资额达3878亿元。

会上，他表示，虽然少数安徽省属企业

目前仍较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特别是“三

煤一钢”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转，大都实现

扭亏为盈。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结构

调整力度的不断加大，“五大发展行动计划”

的深入实施，安徽省属企业的发展势头会越

来越好。各金融机构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

眼长远；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不断

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在贷款期限、利率等方

面给予重点支持，为安徽省属企业提供多种

形式的融资安排，不断拓宽企业的融资渠

道。同时，积极与安徽省属企业共同构建合

作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深化

合作关系，实现共赢发展。

时间如白驹过隙，2017年已然来临。对于国内互联网

金融行业而言，2016年是一次转折，一次考验，一次革新。

这一年，线下财富公司“爆雷”殃及P2P网贷平台；多

地暂停投资类、互联网金融类企业登记注册；新三板暂停

类金融企业的挂牌；首付贷落幕，校园贷饱受争议，加之借

款限额让资产端开发更显局限性。

同时，这一年，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等概念悄然兴起，

一方面大平台迫不及待地想去除P2P的标签，另一方面中

小平台对于未来发展感到迷茫。2017年，面临最严监管后

的互金行业将如何再度出发？新一年的互金行业又将如

何发展？笔者认为将会呈现以下五大趋势。

许泽玮

2017年互联网金融行业
将迎五大趋势

安徽省属企业对接
金融机构实现共赢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张骅

2016年，区块链、科技金融等概念广受互

金行业关注，各大平台跃跃欲试。它们一方面

希望借此概念炒作平台自身，另一方面以此摆

脱P2P标签。人工智能、大数据征信、区块链

等，当互联网金融行业进入行业洗牌期之时，

科技显然已经成为业内机构的战略核心。

实事求是地讲，区块链、大数据征信这些

都将会成为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推手，

2017年，在监管趋严、竞争加剧的行业背

景下，互金平台将会寻找新的突破点，以此突

出平台自身优势，加强其行业竞争力。显然，

区块链、大数据风控、大数据征信这些将成为

一个新的突破点。因此，科技驱动未来也将成

为互金行业发展的一大趋势。

总体而言，2017年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依

旧面临“大考”，将是用“合规”对行业进行洗牌

的一年，也是革故鼎新的一年。进入监管后时

代，互金行业步入规范发展期，行业将更为健

康的前行，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合规平台运营

以及投资人理财环境来讲都是利好的。未来，

行业也将会由事件驱动、政策驱动逐渐发展至

科技驱动、创新驱动的新格局。

（作者系91投资，91众创空间，91金融创

始人、董事长、CEO）

2016年，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及政策规范不

断出台，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原有做法似乎

走入死胡同，众多互联网金融平台已经纷纷寻

求转型、升级，核心目标是收缩个人信用类借款

战线，准备彻底摆脱P2P原始标签。

当然，热闹的转型背后，既有互金平台的身

不由己，也有主动而为。除了“监管加强”这一

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外，不能获取核心征信数据

是一些平台收缩信用贷的重要原因之一。互金

平台能够读取的信息有限，只能读，不能写，这

样不能让“老赖”的违约成本最大化。

因此，很多平台选择在现有用户群体基础

上，挖掘他们的新需求，开发新的业务，向消费

金融、汽车众筹等领域发展。2017年，我相信互

金平台谋求集体转型将成为一种趋势，尤其是

在监管趋严的情况下，类似于资金存管系统、备

案制等要求，绝大部分平台都没有能力去完成

这些合规整改，只有通过转型来绕过去。

2016年，银行资金存管系统、备案制等合

规要求无疑成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一道硬性

门槛。而有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10 月 30

日，已有 17 省市的 107 家 P2P 网贷机构实现

了银行资金存管。这在全国网贷平台6257家

中，仅占1.7%比例。

而另一方面，2016年11月28日，银监会联

合工信部、工商局联合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

中介备案登记管理指引》，要求已设立的网贷

平台，依据P2P网贷专项整治工作的安排，在

各地完成分类处置后再行申请备案登记。这

种备案制其实是代替了以往的牌照制。而从

数据来看，截至目前，通过备案的互联网金融

平台占比不足1%。因此，在2017年，仅凭这两

项合规要求就会将90%以上的互联网金融平

台淘汰出局。

事实上，2016年，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已

经出现了诸多并购案例。而在 2017 年，互金

行业监管趋严，竞争加剧，一些小的平台要想

继续生存下去，会选择投靠大的平台名下，而

一些大的平台则会通过并购、入股等方式，扩

大自己的业务范畴，实现多元化经营，进而壮

大平台自身实力。因此，2017年，互金行业内

平台相互并购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在监管趋严的情况下，一方面一些不合规

的平台将因不符合监管要求而被市场淘汰出

局；另一方面，资金存管系统、信息披露制度、平

台限额等合规要求无形中增加了平台的运营成

本，进一步压缩了平台的利润空间。2017年，整

改过渡期之后将迎来具体执行期。有些平台会

选择主动退出互金行业，或者选择转型。由于

行业竞争加剧，也会导致一些平台相继倒闭。

实际上，在2016年，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

集中度已经提升了很多。有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11月末，网贷行业成交量前100的平台

成交量占到全行业成交量的75%；前200的平

台成交量占比为85%；前300的平台成交量占

比高达90%。

从2016年网贷行业集中度数据及走势来

看，P2P 网贷行业离寡头垄断距离尚远，但行

业集中度提升，马太效应加剧。相信这种趋势

在2017年会变得更明显。

回望过去这一年，互联网金融行业监管日

渐趋严，形成了“中央统筹、行业自律、专项整

治”三大行动体系。这三大行动体系从监管政

策、民间自律、专项突破三方面各自发力。从中

央到地方、从国务院到地方金融办，形成了一个

全国布局，深及各部委、机构和互联网金融各细

分领域的监管网络，令整个行业震荡不安。

可以说，作为国家普惠金融战略的重要阵

地之一，互联网金融在过去一年走得并不平

稳。从《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到《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

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互联网金融风险

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等一系列的监管政策

已经为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定下了一个

基本准则：平台唯有合规，才能长期发展。

如果说 2016 年是监管政策颁布期，那么

2017年将进入一个具体执行期，各种监管政策

的过渡期、整改期临近，都将加速行业洗牌。因

此，2017年，“合规”将成为互联网金融平台发展

主基调，也将成为其先发优势。率先完成各类

监管的合规整改，就意味着能抢占行业先机。

趋势三：90%的平台会死，行业内平台相互并购将成为趋势

趋势四：互联网金融行业或迎来集体转型期

趋势五：数据驱动未来，科技金融迎来大发展

趋势二：距离寡头垄断尚远，但行业集中度提升，马太效应加剧

趋势一：监管趋严，合规发展既是主基调又将成为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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