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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从“野蛮生长”到行业自律，P2P未来走向何方

提高自我要求，“愣头青”期待阳光未来

□记者 宋锋辉 李迎博 李云天

在洛阳，提起互联网金融，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可
能是余额宝之类的投资理财产品，或是银行的互联
网平台。其实，互联网金融的内容非常丰富，P2P就
是其中之一。它从无到有，从“野蛮生长”到陷入“倒
闭潮”，再到业界加强自律，呼唤监管，P2P的明天究
竟会怎样呢？

“野蛮生长”终尝苦果

2013年12月18日，上海市网络信贷服
务业企业联盟发布了《网络借贷行业标准》。

该标准首先对网络借贷的概念作了界
定：通过互联网金融信息平台，为资金的投资
方与资金的需求方建立直接借贷关系的互联网
金融创新模式。网络借贷服务机构作为中介机
构，为借贷活动提供信息发布、风险评估、信用咨
询、客户服务，向借款人和出借人提供服务以获得
服务费。

该标准总则共有十章。一名P2P的从业人员表
示，这是全国首例P2P自律标准。此标准对第三方存
管、清结算分离、风险管理制度、定期信息披露制度等
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

其实，在席升阳看来，想要保证资金安全，还需要公
开透明，以信用为基石。

目前，绝大多数人认为钱放在银行是最安全的，然而，
席升阳认为，这种认识是不科学的。他说，目前银行之所以
给人安全感是制度造成的，银行在用国家信用作担保。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尤其是随着金融领域的改革不断推
进，国家将不再为银行担保。

从整体上来看，资金未来的安全将以信用为基石，而信
用要放到社会公众的视野中才能得到保证。通过网络就可
以轻易地把企业的信用状况置于公众的视野中。比如，在
电子商务交易时，企业采购、销售行为很容易被记录，其行
为是透明的，通过查看企业的行为记录，可以清晰地知道
其信用状况。

因此，席升阳说，从长远来看，越是公开透明，就越有
信用，资金也就越安全。

P2P网贷平台“倒闭潮”的出现是否意味
着这个行业未老先衰，没有前景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一些P2P网贷平
台倒闭的同时，仍有新平台不断涌入。这个行
业看上去依然充满活力，市场前景广阔。

洛阳市金融专家委员会主任、河南科技大
学教授席升阳认为该市场的前景非常好。他
说，多数投资者的资金额度较小，资金呈碎片
化，对于企业经营者或其他资金需求者来说，
需求量又往往较大。

现实中，如果把碎片化的资金和大额资金
需求进行点对点对接，那么其配置效率是很低
的。如果有一个好的、强大的第三方平台，把
碎片化的资金聚集起来形成资金池，那么就可
以解决大的资金需求与碎片化资金供给之间
的矛盾。

涧西区中小企业金融超市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青说，从全球范围来看，P2P的发展历史
不长。2005年，第一家P2P公司在英国出现，
两年后P2P被引入中国。近年来，P2P发展迅

速，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许多P2P网贷平
台倒闭，近期，浙江省衢州市中宝投资有限公
司涉嫌经济犯罪被停业整顿。

李青说，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从业者
和相关部门的重视，该行业也应加强自律。

去年8月26日，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在京
正式对外发布了《个人对个人（P2P）小额信贷
信息咨询服务机构行业自律公约》，以促进
P2P行业阳光化、规范化发展。

另外，针对P2P准入门槛低、法律监管尚
处于“真空”状态等情况，业内人士呼吁出台监
管政策。

李青说，未来 P2P 的发展将呈现三大
趋势。一是监管将逐渐到位和加强，二是
线上与线下相互结合，三是行业自律加
强。可以说，P2P 的发展将越来越阳光化
和规范化。

“提高资金安全性，需要另外的组织架
构。”席升阳说，比如引入保险公司、担保公司
等为网络贷款平台提供底线保障。

最近一段时间，涧西区某公司白领张女士一直在
犹豫：敢不敢做P2P理财。

原来，张女士的几个朋友去年买了P2P理财产品，收
益率超过10%，不菲的收益让她有所心动。不过，她上
网搜索后发现，关于P2P的新闻还真不少，去年全国范围
内倒闭的P2P平台也不少。在诱人的收益率和资金安全
之间，张女士决定先观望观望。

说起P2P，知道它的人或者已经进行投资的人还
真不少。它有近似银行小额信贷的业务性质，收益
又远远高出银行利息，让人无法忽略它的存在。
然而，它准入门槛低，没有监管机构，平台良莠
不齐，让投资者心生不安。

P2P(Peer-to-Peer lending)，即点对
点信贷，它是互联网金融六大模式之一，
它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
借贷，使借贷双方更加匹配，需要借
贷的人群可通过网站平台寻找有
出借能力且愿意基于一定条件
出借的人群，帮助贷款人通过
和其他贷款人一起分担一笔借款
额度来分散风险，也帮助借款人在充
分比较的信息中选择有吸引力的利率
条件。

在我国，最早的P2P网贷平台成立于2006
年。直到2010年，这种网贷平台才被许多创业人
士看中，并陆续出现了敢于试水的人。2011年，P2P
网贷平台进入快速发展期，一批网贷平台踊跃上线。

2012年，我国P2P进入了爆发期，出现了2000余
家P2P企业，比较活跃的有百余家。据不完全统计，仅
2012年，国内含线下放贷的全年交易额已超百亿元。
2013年，全年P2P总成交量1058亿元，与2012年200
亿元左右的规模相比，呈爆发式增长。

可惜，这种“野蛮生长”带来的并不是累累硕果，
而是苦果。

作为网络贷款平台，资金安全是重中之重，而
正是这方面，P2P做得并不好。保障资金安全最
简单有效同时也是最难实施的办法就是第三方
托管，P2P本是中介，在保障资金安全方面存在
漏洞。自2013年10月以来，倒闭的P2P网贷
平台一家接着一家，几乎是每天一家甚至每天
几家。

昨天

加强自律，呼吁监管今天

纳入监管，透明化运作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