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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期陆续披露的上

市银行年报来看，消费信

贷业务近来异军突起，服

务百姓的同时，成为银行

业务新的增长点。然而，在

某些领域肆意丛生的消费

信贷也引发了强力监管。

在规范发展的前提下，消

费信贷业务有望放量增

长。

消费信贷业务受银行

青睐

悄然之间，个人金融

业务目前已经成为银行业

务增长重要驱动力。以中

国银行为例，“2020年个人

金融业务已经跃升为中行

第一大收入贡献板块，个

人金融业务的利润增速达

到22%。”中国银行副行长

郑国雨介绍说。

其中，消费信贷业务

尤其受到银行热捧。究其

原因，一方面是促进消费

扩大内需是现阶段的政策

导向；另一方面，也是由消

费信贷自身的特点所决

定。

具体来看，个人消费

贷款业务具有对象广泛、

风险分散的特点，且个人

消费贷款业务的利差水平

较高。在对企业贷款利差

收窄的背景下，消费贷款

业务的相对高利差成为吸

引银行目光的重要因素。

随着银行把战略重心

更多转向个人金融业务，

消费信贷成为转型过程中

的重要突破口。近期发布

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

（2020）》显示，在2020年个

人金融业务发展中，超七

成银行家认为个人消费贷

款 业 务 是 首 要 重 点 ，较

2019年比例提升近一成。

从各银行2020年度业

绩发布会上看，消费信贷

也可谓高频词汇。多家银

行都用“大力发展”“加快

发展”“升级提速”等词汇

形容本行2020年消费信贷

的发展情况。

“2020年，建行信用卡

贷款新增845亿元，个人消

费贷款新增 750 亿元。”建

设银行首席风险官靳彦民

表示，2021 年建行将把握

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的机

遇，继续推动信用卡和个

人消费贷款的持续发展。

农业银行表示，2021

年将加大对新型消费领域

居民个人信贷的投放。中

行则将消费金融列为“十

四五”时期重点发展领域

之一。中国银行党委副书

记刘金表示，中行将促进

消费金融发展，落实扩大

内需战略，顺应居民消费

升级趋势。

消费信贷发展空间广阔

“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增

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

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

从金融支持消费来看，发

展消费信贷是其中重要一

环，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

能力。

交通银行行长刘珺表

示，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

内需成为战略基点，未来

民生消费领域需求将持续

释放，为发展普惠金融、消

费金融带来良好机遇。

消费信贷的蓬勃发

展，还有一个新的背景。房

地产贷款长期以来被银行

视为“香饽饽”，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房

住不炒”和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等宏观调控政策作用

下，房地产融资趋紧，去年

房地产贷款增速 8 年来首

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特

别是2020年末房地产贷款

集中度管理制度的出台，

更是全面拧紧了房地产融

资的“闸门”。

面对这一变化，商业

银行迫切需要优化信贷结

构，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

消费信贷顺应全面促进消

费的政策导向，未来发展

空间广阔。

中国银行研究院发布

的报告预计，“十四五”时

期商业银行住户消费贷款

增速将保持在 12%至 14%

的稳定区间。商业银行会

以公共消费、汽车住房消

费、城乡消费、服务消费等

金融服务抓住潜在零售客

户，继续减费让利，降低个

人消费贷款利率、延长还

款期限、创新个人消费金

融产品。

监管完善促消费信贷

规范发展

近年来，商业银行与

互联网公司的积极合作使

得消费贷款渗透率大幅提

升，在扩大消费信贷覆盖

面和便利度的同时，也衍

生出新的风险。“互联网平

台提高了金融产品的‘可

获得性’，却往往忽视‘可

负担性’，金融风险随之累

积。”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

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说。

专家认为，部分互联

网平台向一些资信脆弱人

群灌输“超前消费”“过度

消费”等观念，过分追踪与

收集用户“数字足迹”，给

消费信贷的健康发展带来

阴霾。同时，也存在部分消

费贷款被挪用，违规流入

楼市、股市，推升相关资产

价格的现象。

为规范发展消费信

贷，整治市场乱象，相关监

管政策正在加快推出。近

期，网络小额贷款管理办

法、互联网存款新规、禁止

小贷公司向大学生发放互

联网消费贷款……一系列

监管举措陆续出台，剑指

市场乱象，为消费信贷规

范发展保驾护航。与此同

时，各地监管部门也出手

严查消费贷流向，确保贷

款不被挪用。

专家认为，随着监管

趋于完善，银行加快产品

创新和投入，打造高效便

捷的消费贷款产品体系，

消费信贷有望在规范发展

的前提下迎来发展机遇

期，助力形成更大规模、更

高质量的内需市场。

家住上海中心城区的

张彬一家六口到青浦区的

公墓祭扫后，并不打算像

往年那样立刻返回。他们

已在青浦区预订了一处乡

村民宿，整个清明假期在

民宿休憩或到周边郊野公

园赏花。

清明祭扫是中华传统

风俗。随着疫情防控形势

好 转 和 经 济 逐 步 恢 复 ，

2021年春节“就地过年”的

人们，乡愁在清明小长假

得到释放，因返乡、祭扫、

踏青、怀古纷纷走出家门。

多家旅游平台预测，清明

节 3 天假期国内出游人次

有望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

平。红色旅游、文博游、乡

村游等细分市场，甚至有

望高于2019年同期。

像张彬这样将祭扫与

踏青结合起来的人们让乡

村游、郊野游、赏花游等以

亲近自然为特征的旅游休

闲活动明显升温。途家平

台民宿预订量较2020年同

期增长 35 倍多，乡村民宿

预订量占总预订量的比例

超过 60%。驴妈妈旅游网

平台称，入住乡村田野、山

水景观以及海滨等特色酒

店和民宿再搭配从容的休

憩方式最受欢迎。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在清明假期

参加红色旅游缅怀革命先

烈也是众多居民的选择。

来自同程旅行的机票大数

据显示，截至3月下旬，清

明节假期和劳动节假期前

往红色目的地的航段占全

部航段的15.6%，较2019年

同期提升了4个百分点。从

机票预订情况看，上海、北

京、南昌、遵义、井冈山、延

安等位列红色旅游目的地

前十名。

同程旅行相关负责人

分析，年龄在 20 岁~39 岁

的游客，占红色旅游整体

游客的57.3%，若再加上中

小学生的占比，我国青少

年和青年人群体，已经成

为红色旅游的“主力军”。

驴妈妈旅游网负责人也介

绍，红色旅游客群呈现年

轻化和亲子化特征，众多

家 长 带 着 孩 子“ 寓 教 于

游”。

除了祭扫、缅怀，还有

不少人怀古。尤其是近日

三星堆集中“上新”助推文

博游升温。驴妈妈旅游网

相关负责人介绍，3月下旬

三星堆相关旅游产品预订

量环比 2 月下旬增长了 6

倍。部分游客在咨询成都

旅游线路时，会特别了解

是否涵盖三星堆博物馆，

人们还非常关注三星堆开

放式文物保护修复馆的最

新信息。

携程集团数据显示，

受三星堆关注度提升的带

动，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

遗址博物馆、武侯祠博物

馆等文博场馆近期热度也

排名居前。从全国情况来

看，去哪儿平台介绍，清明

假期全国文化古迹类景区

的整体热度较2019年时增

长了3.8倍。

为满足人们需求，并

确保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

地文旅部门按照当地疫情

防控指挥机构统一部署，

科学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不搞“一刀切”，丰富特色

文旅产品供给，做好春季

假日文旅市场工作。

中国旅游研究院此前

测算，2019 年清明假期全

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

1.12亿人次，受疫情影响，

2020年清明假期全国国内

旅游接待总人数为 4325.4

万人次。

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

师方泽茜预测，今年清明

假期国内游客有望超过 1

亿人次；受需求升温提振，

机票、度假酒店、租车自

驾、景区门票、跨省跟团游

等业务加速恢复。

无独有偶，春秋航空

的客座率自 3 月下旬以来

已经连续多日超过 90%，

基本恢复到 2019 年的水

平，清明假期的机票销售

则已经相当于 2019 年同

期。飞猪平台上，清明租车

预订量周环比 3 月初增长

超过 140%，平均用车周期

为3天。去哪儿数据显示，

清明假期酒店预订量同比

增长 4.5 倍。清明假期，同

程旅行的周边游已基本恢

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部

分热门主题的景区以及线

路 预 订 迎 来“ 报 复 性 增

长”。

国内旅游业正加速复

苏。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

发布预测，2021 年我国国

内旅游人数 41 亿人次，国

内旅游收入 3.3 万亿元，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42% 和

48%。人们的旅游目的地

转向国内游、本地游，旅

游方式转向家庭游、定制

游，旅游偏好转向度假休

闲、深度体验，这三个趋

势更加明显。

银行发力消费贷，强监管下走向何方？
文/新华社记者 姚均芳 李延霞 吴 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