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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 5月金融统计数

据报告显示，5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36 万亿

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 3672亿元，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 1988亿元。

住户短期贷款增加，意味着居民消费信

心有所增强。5 月，市场销售持续恢复，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37803 亿元，同比增长 12.7%，

环比增长 0.42%。

近年来，消费信贷的普及率和渗透率不

断增长。如何发挥消费信贷的积极作用，进

一步提升居民消费信心和意愿，助力消费恢

复向好？记者近日走进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

进行了调查。

消费金融助力消费恢复，
满足升级需求

“在手机上按流程申请就能贷到款，挺方

便。”湖南长沙的顾女士告诉记者，最近为了

给家里添置新家具，她从招联消费金融公司

申请了消费信贷。两年来，置办小家电、购买

心理学课程……消费信贷帮了她不少忙。顾

女士说，消费信贷可以随借随还，很快就能到

账，还经常有一些优惠活动，比较符合自己的

消费习惯。

除了日常生活所需，不少人还借助贷款

升级消费，把生活打理得更加丰富。在北京

工作的 90 后郝女士说，平时自己刚性支出不

少，遇到想买的大件商品时，她更倾向选择线

上分期付款，“这样开支压力会小一些。”

消费信贷除了用于日常消费，还可用于

房屋装修、旅行等消费。目前，发放消费信贷

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

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平台等。其中，银行发

放贷款的额度相对较高，在 20 万元至 30 万元

不等，相应的贷款规模占比最高、产品利率更

优惠；消费金融公司覆盖人群较多，已累计服

务近 7.9 亿人次；互联网平台则在嵌入消费场

景方面有更多优势。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云泽表示：“我们将紧抓恢复和扩大有效需

求这个关键，持续优化和改善金融服务，加大

新型消费和服务消费金融支持。”

“实证测算表明，引入消费金融产品后，

借款人消费金额提升 16%—30%，合作商户销

售额提升约 40%，能够助力释放潜在消费需

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张承惠表示，随着经济恢复向好，社会消费需

求将进一步释放，消费金融行业将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

金融科技提升服务效能，
拓展服务覆盖面

陕 西 延 安 的 曹 女 士 经 营 着 一 家 婚 庆 公

司，平时收入不太稳定。最近她搬入新居，要

置办家电等用品，在购物平台上选购完毕后，

她直接在付款时选择“分期付款”。“有些商品

能享受到免息，有些还能参加满减活动。”曹

女士说。

当前，线上化、场景化是消费信贷的发展

趋势。

“我们的客户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对互

联网的接受程度较高，习惯使用手机理财和借

贷，优质的金融服务需要更好满足客户的使用

偏好。”中银消费金融首席运营官章涛说，年轻

人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是促进消费恢复和扩大

的主力，也是消费信贷的主要用户。

如今不少银行发力年轻消费群体，拓展

线上化服务。今年一季度以来，中国银行线

上消费信贷申请人数超 155 万，客户提款超过

100 万 笔 ，其 中 35 岁 以 下 客 户 用 款 比 例 达

37%；微众银行“微粒贷”的统计数据显示，成

功授信客户中约一半为 35 岁以下，今年以来

已为近 950 万名年轻客户提供贷款服务。

线上化、场景化离不开银行整体运营系

统的科技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消费信贷领域，支持

小额、海量、高频的消费信贷服务。

“当前，金融科技已经贯穿于获客、运营、

风险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通过智能识别、

快速响应、精细运营、精准风控、优化体验，科

技能够更好地服务客户，促进全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招联消费金融总经理章杨清介绍。

中邮消费金融董事长王晓敏介绍，公司

加强数字化平台建设，提高业务办理效率，信

息系统可支撑日交易峰值超 100 万笔，贷款自

动审批率达 98%。

嵌入消费场景让消费信贷更容易触达消

费者。消费者在互联网平台购买商品和服务

时，可以直接选择消费分期，同时就完成了消

费信贷。一些金融机构与客户丰富、交易活

跃的互联网平台合作，引入客户资源或是发

放联合贷款，也有金融机构尝试自建消费场

景。此外，还有一些金融机构依然注重线下

场景拓展和线下贷款审核。“我们通过送贷上

门、面对面服务，更全面地了解客户诉求、消

费习惯，有助于判断客户的生活水平和家庭

状况，从而更精准地‘画像’。”兴业消费金融

副总裁杜一谦介绍。

倡导理性消费、理性借贷，
构建良好信用环境

如何更好地发挥消费信贷作用，进一步

促进消费？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

中心主任甘犁认为，中青年群体是消费的主

力军，尤其是支出比较多的年轻家庭，消费意

愿高于其他群体。应该在风险可控的基础

上，动态衡量他们的远期收入，考虑他们潜在

的消费需求，给予更多金融支持。

同时，也要倡导理性消费、理性借贷。“年

轻一代有成长发展的需求，也有追求品质生

活的愿望，信用消费正成为他们实现消费升

级的重要途径。”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曾刚表示，要把握好促消费和防风险的平衡，

既鼓励有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健康消费，

也要避免追逐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帮助年轻

人培养理性消费、理性借贷的习惯。

就 业 状 况 和 收 入 预 期 是 影 响 当 期 消 费

最直接的因素。“除了激发消费需求以外，金

融机构还应为客户群体提供更多发展事业、

促进收入增长的金融服务。有了稳定工作

和足够收入，才能促进消费进一步增长。”章

杨清说。

此外，还需构建健康的行业生态。此前，

有些消费金融机构采取误导性宣传，隐瞒债

务风险，诱导年轻人借贷消费，或是采取欺诈

手 段 ，让 消 费 者 在 不 知 情 的 情 况 下 被 动 负

债。更有甚者，一些非法贷款中介冒充银行

或消费金融公司的工作人员，宣称不需要审

核身份，有特殊渠道可以帮客户获得贷款，实

际上可能是虚构借贷协议、诱骗消费者过度

负债的“套路贷”。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信贷机构应在业务

规模扩展与信用风险防控合理平衡的前提

下，以规范的营销方式，将合理的消费信贷产

品推介给合适的消费者。过分授信导致过度

负债，不仅损害消费者利益，最终也将损害金

融机构利益，影响整个行业稳健发展。针对

一些以低息条件诱惑消费者、在利息之外收

取服务费的“套路贷”，消费者要提高警惕，选

择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核实营销人员的

真实身份，增强辨识能力。

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也必不可少。相关

监管部门正加强消费金融公司投诉问题整治，

要求消费金融公司及时规范处理各类投诉，

同时严肃查处以“征信修复、洗白、铲单、征信

异议投诉咨询、代理”为名行骗的不法分子，

构建良好信用环境。

普及率和渗透率不断增长，线上化、场景化成发展趋势

消费信贷，助力消费恢复向好
本报记者 欧阳洁 杨梦皎

核心阅读

消费信贷是助力消费恢
复、激发潜在需求的重要手
段之一。近年来，消费信贷
的普及率和渗透率不断增
长，有助于消费需求进一步
释放。未来，更好发挥消费
信贷作用，还需更多关注主
力消费群体，倡导理性消费、
理性借贷，构建良好的行业
生态和社会信用环境。

■经济聚焦R

本版责编：林 琳 吕中正 韩春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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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昆明 6 月 20 日电 （记者沈靖然）6 月 19 日至 21
日，由商务部、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进博会走进云

南”活动在昆明举行。

本次活动主要包括云南省经贸合作推介会、线下产业

贸易投资对接会、线上产业贸易投资对接会、相关园区实地

考察等内容。线下产业贸易投资对接会设置了医疗器械及

医药保健品、食品及农产品、汽车及服务贸易、技术装备、消

费品等 5 个对接区。

据 介 绍 ，第 六 、七 届 中 国 国 际 进 口 博 览 会 将 分 别 于

2023 年、2024 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举办。本次活动

期间，第七届进博会招展工作正式启动，25 家企业现场签

署第七届参展合同或合作备忘录，签约展览面积近 1 万平

方米。

目前，进博会已成功举办 5 届，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

品。“进博会走进地方”活动举办 3 年来，有效推动了地方政

府与跨国企业的交流合作，为推动地方对外开放和经济发

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本次“进博会走进云南”活动是“进博会走进地方”活

动的第五站，也是“投资中国年”系列招商引资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将充分发挥进博会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

文交流、开放合作的作用，让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

资商，支持地方提升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

展格局。

此次活动共有 109 家跨国公司和 4 家国际商协会参加，

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 40 家、行业龙头企业 46 家，达成意向

投资额 33 亿美元、意向采购额 20 亿美元。

“进博会走进云南”活动举行
达成意向投资额33亿美元

本报北京 6月 20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授

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2023 年 6 月 20 日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1 年期 LPR 为 3.55%，5 年期以上 LPR
为 4.2%，均较上一期下降 10 个基点。这是自 2022 年 8 月 22
日以来，LPR 首次调整。

作为 LPR 报价的基础，6 月中期借贷便利的中标利率较

此前下降 10 个基点至 2.65%。在此之前，6 月 13 日人民银行

开展了 20 亿元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也较此前下降了 10 个

基点至 1.9%；同日，人民银行还公布隔夜期、7 天期、1 个月期

限的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各期利率均下降 10个基点。

据了解，此次 LPR 下调，有利于带动实际贷款利率下

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
1年期降至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