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互联网金融发展

报告 （2016）》近日正式

发布。报告指出，上海优

厚的政策条件和丰富的行

业资源，正吸引着全国各

类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加

快聚集，最具代表性的包

括，2015年全国最大的第

三方支付机构——支付宝

以及万达集团旗下金融板

块万达金融，纷纷迁址或

落户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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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永辉超市日前发布公告称，拟对上海

上蔬永辉食品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此次增

资资金共计 1 亿元，其中，永辉超市出资

4500万元，上海上蔬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出

资5500万元。同时，永辉超市还对外宣布

将设立永辉小贷，服务于永辉超市生态体

系内的中小企业融资和消费者及员工信用

消费。

根据公告，拟将上海上蔬永辉食品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由目前人民币2亿元增资

到人民币3亿元。本次增资比例继续维持

不变，上海上蔬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占比

55%，永辉超市占比 45%，出资额分别是上

海上蔬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5500万元和永

辉超市4500万元。

公告还显示，永辉超市董事会已通过

“关于设立永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议

案”。

记者了解到，此前，永辉超市已发起设

立永辉青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元，将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开拓业务市

场，着眼于为中小企业提供贸易融资，通过

线上线下联合发展，突破供应链领域的各个

环节，为整个大型零售产业提供商业保理服

务。目前，共累计注册客户320个，累计放款

笔数2476笔，累计放款金额6.5亿元。

此外，永辉超市此前还发布公告称，拟

与阳光控股、永荣控股共同作为主发起人，

发起设立福建华通银行，注册资本拟定为

人民币 30 亿元，其中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6.6 亿元认购福建华通银行 22%的股份。

目前，福建华通银行批筹在即。这意味着

永辉超市金融布局已初步成型。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上蔬永辉是公司

强化上海地区网点布局的重要举措，结合

上蔬集团本地资源优势与永辉的生鲜经营

优势，改造上海本地菜场网点为生鲜超

市。截至2015年末，上蔬永辉共有门店13
家，本次增资预示着未来网点改造升级的

进度或将再次加速。而公司参股联华超市

联合采购的战略亦将在上海市场形成良好

布局，实现华东核心地区的曲线扩张，实现

多赢。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截至 2015年底，上海已集聚了全国

主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平台、30%以上的第

三方基金销售持牌机构、20%以上的第三

方支付机构、10%以上的网贷机构，众筹

平台数量也排名全国前三，成为全国领先

的互联网金融机构集聚高地。

成长出一批知名互联
网金融机构

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副秘

书长、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金融研究所副

所长孟添介绍，2015年上海互联网金融

行业发展总体较为稳健，各业态总体实

现均衡发展，市场规模稳步攀升，在全

国范围内市场占比进一步增加，主要表

现为行业发展总体稳健，市场交投较为

活跃；业态门类更为齐全，部分领域引

领发展；局部风险事件显现，行业自律

较为领先；传统转型创新突出，各类机

构加快集聚。

报告指出，相比全国其他省市，上海

地区互联网金融的业态分布较为全面，第

三方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第三方金

融销售、金融资讯与门户、网络征信等业

态已成长出一批具有一定规模体量和行

业知名度的从业机构，如第三方支付领域

的支付宝、银联商务、网络借贷领域的拍

拍贷、股权众筹领域的爱创业等。

其中，在第三方支付方面，辖内第三

方支付机构2015年累计交易超过35万亿

元，其中，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增长迅速，并

已在便利店、商超、交通、餐饮等多类小

额、快销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市场份额

方面，全国规模排名前八的机构中，上海

地区占据六席，分别为银联商务、支付宝、

快钱、汇付天下、通联支付和环迅支付，合

计市场份额达85%。

网络借贷方面，上海 2015年全年累

计交易量达1126亿元，同比增长3.75倍；

正常运营平台为 213家，同比增长 96家；

市场份额方面，上海地区网络借贷规模占

全国总量的11.5%，居全国首位。

股权众筹融资方面，2015年上海股

权众筹机构达到 37家，仅次于北京和广

东，全年累计交易规模超过13亿元，超过

历年交易总和的25倍。

新技术将对互金行业
产生深远影响

为反映最新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

报告在2015版原有结构的基础上添加了

“互联网+产业链金融”及“互联网金融生

态系统”两部分内容。

在“互联网+产业链金融”方面，行业

将呈现出电商平台拓展产业链金融、传统

龙头企业积极布局“互联网+产业链金

融”，以及P2P网贷与产业链金融结合三

大趋势。在“互联网金融生态”的方面，金

融科技与基础设施、行业自律协会、产业

功能园区、法制环境成为构建互联网金融

生态的重要环节，为上海互联网金融发展

保驾护航。

报告同时还对上海互联网金融的发

展趋势作出预测。其中，在行业监管方

面，互联网金融相关业态的监管政策将

逐步明确，行业开始进入规范发展阶段，

技术型监管、穿透式监管将成为监管趋

势。在行业融合方面，传统金融与互联

网金融的融合、实体产业与互联网金融

的融合都将有加剧趋势。在业务发展方

面，互联网金融将呈现出综合化、开放

化、垂直化、精细化、技术化、智能化的趋

势。

报告特别提到了新技术，如区块链、

虚拟现实、生物识别、语音识别、大数据风

控、人工智能等，均将对互联网金融行业

产生深远影响。此外，互联网众筹与互联

网征信的迅速崛起也值得各方关注。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昨日，上海财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研究院、微金融五十人论坛和浦东国

际金融学会等共同举办“2016 科技+时

代金融发展的趋势——创新、挑战、协

调监管国际论坛”。记者获悉，此次论

坛主要就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与监管

进行探索，旨在通过借鉴国际合理的

金融经验，形成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

政策建议。

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技术与金融深度融合，以智能投

顾、虚拟货币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正在全

球掀起热潮。同时，监管方案与细则的

陆续出台，则意味着该行业将逐步进入

规范与理性发展的阶段。

“互联网信贷市场目前冷却下来

了，最火的时候 P2P 平台有四五千家，

有些脱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这才

有了整顿。”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

会秘书长王喆表示，“互联网金融本质

是金融，金融的本质是风险，风险靠数

据来界定，在金融科技时代，如何监管

值得深思。”

上海市金融办创新处处长许耀武表

示，金融协同监管将是大趋势，这是由互

联网金融的特点决定的，新技术的发展

和跨界资产管理需要多部门介入，而上

海等地互联网金融机构都有上万家，这

也不是一家机构能监管得了的。

在许耀武看来，互联网金融监管思

路除了解决谁的孩子谁抱的问题，还解

决了没娘的孩子也有人抱的问题，穿透

式监管则从业务实质看到底属于哪个领

域。

“协同监管还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

很多互联网金融平台有很强的涉众性，

借助群众的力量可以更早、甚至更有前

瞻性地发现问题。”许耀武表示。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日前，浦发银行上海分行为“今麦郎”

公司的一家小微经销商发放首笔“浦银快

贷—盈利贷”，即基于小微企业的实时真实

经营数据，以在线信用贷款形式，为核心企

业供应链的上下游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

持，打破融资瓶颈。短短一周，浦发银行上

海分行已为100多名“今麦郎”小微经销商

提供在线信贷服务，依托网络贷款实现了

互联网批量获客。

“浦银快贷—盈利贷”是浦发银行上海

分行携手核心企业“今麦郎”和销售渠道系

统管理供应商“魔利互通”公司，为优质核

心企业的下游客户提供的在线贷款服务，

贷款额度最高100万元。客户通过浦发银

行网上银行即可在线操作，无需往返银行

网点，7×24小时随时随地，最快在 3-5分

钟内即可完成“申请-审批-放款”等一系

列流程。

在开发中，“浦银快贷—盈利贷”进行

了多项尝试，包括打破地域分布、突破时间

限制，同时，将融资流程嵌入供应链订单流

程，使供应商在支付货款时可直接选择使

用“盈利贷”额度，支用金额与订单金额匹

配，并采用额度定期重估等方式，为客户提

供更好的互联网融资体验。

基于“浦银快贷—盈利贷”的经验，浦

发银行上海分行后续还将拓展与其他优质

企业的供应链管理项目，以互联网金融服

务思维为供应链上下游的小微企业提供及

时、便利的融资服务。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汇丰近日与国际中央证券存托行

（ICSD）—— 明讯银行达成合作，协助其

客户投资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汇丰

将成为这些海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银行

间债市的结算代理人，提供交易、结算及

托管服务。

明讯银行由此成为首个为全球投资

者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服务的

国际中央证券存托行。

明讯银行总部设在卢森堡，为欧洲债

券市场提供交易后的服务基础设施，且提

供覆盖全球逾50个市场的证券服务。明

讯银行的客户包括全球逾 110个国家和

地区的约 2500家金融机构，托管资产约

13万亿欧元，是全球最大的国内及国际

证券结算和托管机构之一。

明讯银行联席首席执行官 Philip
Brown表示，与汇丰的合作正逢人民币国

际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人民币

加入 SDR货币篮子，这将进一步提高投

资者对于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的兴趣。

目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三大债券市

场，规模已超过50万亿元，在中国推动人

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性货币的进程中，发

展具有深度和流动性的国内债券市场成

为重要的基石。

来自德意志银行近日针对国际资管

常驻亚洲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一份调研

结果显示，一年内，参与者在岸人民币债

券投资配置总量在亚洲本地货币债券投

资组合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约 5%上升至

近 13%，并于五年内进一步上升至 26%以

上。超过半数参与调研者表示，中国银行

间债券市场向注册制、取消额度限制的调

整，加快了所属机构在该市场扩大投资规

模的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新生的熊猫债市

场（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人

民币计价债券），近半数参与调研者表示，

可能在未来 12个月内投资该市场；另有

38%的参与方预计将在未来三年内投资

该市场。

德意志银行研究部门估算，截至8月

底，中国在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存量达60.2
万亿元，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占市场总规

模的90%以上；8月，境外投资者在银行间

债券市场上的投资占比约为1.52%。

德意志银行环球市场部亚太区总经

理麦克·奥莫奇亚表示，目前，在岸人民币

债券市场已向海外投资者大幅开放，“未

来，在岸债券市场上的海外参与程度将加

速提高，而在岸人民币债券将日渐成为主

要全球固定收益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重

要部分。”

政策条件优厚 行业资源丰富

互联网金融机构加快向上海聚集

银行间债市迎首家国际中央证券存托行
助力海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

永辉超市拟对
上蔬永辉增资
并将设立永辉小贷

科技+时代金融发展趋势论坛举行
探索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与监管

网贷业务进军1+N供应链

浦发银行打造
在线供应链金融

上海互联网金融各业态总体实现均衡发展。 □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