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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到2018年，互联网金融
连续五年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互
联网金融在助力实体经济层面的重
要作用和效果逐渐显现。行业的发
展也由最初的野蛮生长、跑马圈地
逐渐发展至合规为先的阶段。

政府工作报告中从促进互联
网金融发展到规范互联网金融发
展，到风险防范，再到健全监管，渐
进式发展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路
径一致。2018年的互联网金融又
将呈现什么样的态势？平台又将
如何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受到
高度关注。

“供血”中小微
助力实体经济
无论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互

联网金融的表述有何不同，国家
支持和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初
心不变，即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而民爱贷始终坚持深耕最底
层“毛细血管”市场，助力中小微
企业的发展。作为实体经济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中小微企业是金
融需求最强烈的群体，同时也是

融资难体现最明显的群体。
目前，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

占比90%以上，预计到2018年，将
超过8700万家，已经成为中国经
济的重要力量，它们的发展对中
国经济的未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被称为支撑经济发展的“毛细
血管”。但中小微企业却一直受
困于融资难，有相关调查显示，仅
有10%左右的中小微企业能够获
得银行的贷款。

正是看到中小企业融资缺口
与金融服务的供给不平衡，民爱
贷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为众多中
小微企业提供贴心便捷、高效、低
成本的企业融资服务，满足它们
的中、短期小额贷款融资需求。

民爱贷首席运营官张江华表
示，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就是要服
务实体经济，民爱贷将持续为中
小微企业“补血”，做好传统金融
的补充的同时，走出自己的差异
化之路。

携手商会
瞄准产业园区
作为上海市松江区领军的互

联网金融企业，民爱贷始终希望为

松江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正
能量。2017年11月27日，经过多
方深入沟通，民爱贷与上海松江区
申田经济园区正式签订园区融资
战略合作协议，这标志着民爱贷资
产端转型升级工作持续推进，优质
标的项目不断丰富。11月29日，
民爱贷与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商
会正式签订企业融资战略合作协
议，至此，民爱贷在推进园区融资
合作方面又下一城。

民爱贷坚持“立足松江、服务
松江”的资产端发展原则，为松江
企业提供个性化的融资服务。作
为园区管理方和园区入驻企业的
纽带，民爱贷作为当地互联网金
融企业优势明显，尤其是在了解
企业融资需求和风控方面，有着
核心竞争力。

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民爱
贷安排公司相关职能部门与园区
内亟须资金支持的企业建立联
系，实地考察企业经营情况，为企
业设计综合化个性化的融资服
务，以便更好地满足园区企业经
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作为一家
信息中介，民爱贷连接着数量众
多的优质投资人和优质借款人，
企业在民爱贷发布项目以后，能

够得到投资人的支持，快速完成
融资。

民爱贷非常看好与园区的合
作模式，并希望通过自身的优势
赋能实体经济，使合作企业不再
为融资难融资贵所困扰，实现“为
中小微企业、实体经济赋能”的社
会责任及企业目标。

合规为先
坚持初心
2018年，网贷行业进入备案

元年，监管严苛的同时为行业建
立了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张江
华表示，2018年上半年，合规平台
完成备案以后，预计行业会迎来
新的爆发。届时，投资人信心将
得到大幅度提升，行业投资人数
和投资金额极有可能大幅上升。
同时，行业借款综合利率会出现
一定下降，借款人融资成本会逐
步下降，网络借贷会被更多借款
人接受。

2018年对于整个网贷行业来
说显得异常重要，民爱贷也计划
在今年突破自身，在互联网金融
领域继续深耕。张江华表示，
2018年上半年，民爱贷的首要任

务是顺利拿到备案。目前，民爱
贷成立了专门的备案小组，已按
照相关政策进行全面自查和整
改，积极准备和完善备案所需要
的各项资料。同时，会计师事务
所和律师事务所已经进驻民爱
贷，进行相关工作。

在完成备案的同时，民爱贷
计划进一步加强与园区以及其他
优质资产的合作。目前，民爱贷
已经与上海松江区申田经济园区
和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商会签订
企业融资战略合作协议，并且已
经成功为多家企业提供融资服
务。在2018年，民爱贷计划加强
与园区和商会的企业合作，为更
多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仅从上述
两个合作方面来看，进驻的中小
微企业就达数千家，民爱贷的资
产端业务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此外，民爱贷目前也在同更多的
园区积极接触，开拓优质资产。

此外，民爱贷计划在2018年
给投资人带来更优质的服务。近
期，民爱贷升级了邀请好友机制，
新的会员体系也即将上线。在
2018年，民爱贷将增加与投资者
之间的互动，时刻了解投资人的
需求，全方位升级投资人体验。

资产转型+合规备案两手抓
民爱贷助小扶微不忘初心

刘颖

互联网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
践行者，历经10年发展，在监管的
指导下逐步走向合规。从2014年
到2018年，互联网金融连续五年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充分表明国
家对互联网金融的重视。

健全互金监管，合规
成为平台第一要务

今年全国两会的互联网金融
关键词是“完善监管”，中再融合伙
人兼副总裁侯君表示，希望更多的
两会代表委员能够关注互金行业，
对行业规范发展建言献策，共同构
建一个合规、有序、良性的发展环
境，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互联网金融
的便利。同时，还希望国家监管层
面积极构建金融行业顶层设计，从
政策方面高屋建瓴提出金融业发
展规划，引领行业有序竞争、多元
并存。

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互联网
金融从最初的野蛮生长、跑马圈地
发展至现在的监管严苛、市场区域
理性的阶段，互联网金融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的表述也从“促进”变为

“完善监管”。在此背景下，平台如
何打造核心竞争优势，在激烈的洗
牌中存活至关重要。

侯君分析，首先，在目前的行
业环境下，合规经营是平台发展

的基础，中再融上线两年以来，积
极拥抱监管，基本完成合规事项；
其次，企业核心产品打造是超越
竞争对手的独特能力，中再融在
互联网金融竞争白热化的阶段开
始酝酿产品，独辟蹊径将着眼点
放在再生实体产业，并将其发展
成为核心业务，成为平台立足的
根本；最后，创新是动力，从成立
之初，中再融从传统车贷、房贷产
品的桎梏中跳脱出来，结合实体
企业特点与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协会行业资源优势，创新提出
会员企业信用借贷，从产业链上
下游去构建风控标准。

依托中再生协会资
源优势，开拓绿色资产

我国经济正值结构调整和新
旧动能换挡的关键时期，发展绿色

金融被赋予了更多时代责任。在
过去几年的全国两会上，“绿色发
展”、“绿色金融”、“生态环保”一直
是代表委员们密切关注的民生话
题。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潘永刚表示，近年
来，循环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关
注，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
策扶持，也离不开金融引导，再生
资源行业有13万家企业，其中中
小企业偏多，融资难、融资贵成为
制约产业化进程的瓶颈。

据了解，中再融是中再生协会
持股平台，依托协会资源，通过产
业资源+互联网+金融，有效地将
社会资金引向实体产业，深度为再
生资源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提供
差异化路径。

“在未来，随着征信体系、法律
体系的完善，互联网金融行业环境

向好，能够以普惠大众的理念将社
会闲散资金引流到小微企业、环保
企业、生态项目，降低生态环保企
业的融资成本，给生态经济的发展
提供充足空间。与此同时，科技的
普及应用，环保无污染的技术不断
提升，生态技术日益创新，金融供
给效率提升，最终实现可持续发
展。”侯君如是说。

从再生资源的市场容量来说，
这是一个千亿级的市场。“中再融
是中再生协会唯一指定的互联网
金融平台，深耕行业，项目资产来
源于协会与供销系统的推荐，在优
质项目筛选中具有行业唯一性，掌
握一手资源，一方面降低了资产获
取成本，另一方面在资产安全性上
也有更好的保障。”潘永刚分析，依
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以及中
再生协会下属万余家再生资源企
业的资源，中再融拥有大量合规、
小额、安全、优质资产标的。

践行绿色金融，服务
十万家再生企业

中再融作为互联网金融领域
绿色金融的践行者，如何服务好再
生资源行业10万家企业是目前最
大的挑战，接下来，将以新金融撬
动巨大的再生资源产业布局重点。

潘永刚表示，再生资源因其资
产的特殊性，在融资以及资本化方
面一直落后于其他产业，协会作为

再生企业的服务机构，在破解企业
融资难方面不断尝试，引进供应链
金融、股权融资机构等，但企业的
金融需求可以说是多元化的。同
时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扶持中
再融这样一个互联网金融平台，也
正是看中了互联网金融大势下，灵
活、便捷的企业融资模式，快速解
决企业资金周转难题。

“近两年来，中再融在再生领
域的下沉与专注也是有目共睹的，
金融扶持计划不断落实，与再生企
业互动频频，共同爱心扶贫、倡导
垃圾分类，解决企业融资难的同时
让再生、环保理念得以普及。”潘永
刚表示，“未来，期待中再融更深入
服务再生企业，为广大用户提供更
安全、高效、多元的科技金融服务，
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
值。”

第七届中再生协会会员大会
上，中再融宣布成立“绿色金融服
务中心”。侯君表示，在未来，中再
融会围绕这一中心大力发展再生
行业优质资产，通过有效为再生资
源中小微企业解决经营性资金需
求，助推绿色产业发展，在这一垂
直细分领域赢得一席之地。

关于未来布局，侯君透露，依
托绿色金融服务中心，2018年，中
再融会不断完善扩充资金、资产、
大数据风控等业务线，加大力度进
行多元化布局，为启动集团化战略
做铺垫。

聚焦绿色金融 中再融深耕再生资源千亿级市场
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