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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分析及投资决策研究报告》介绍了互联

网金融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互联网金融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现状、

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互

联网金融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互联网金融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互

联网金融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及蓬勃发展，互联网金融开始应运而生。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

行业与以互联网（目前主要是Web 2.0）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搜索引擎、移动支付

、云计算、社会化网络和数据挖掘等相结合的新兴领域。 近年来，第三方支付、网络信贷、

众筹融资以及其他网络金融服务平台等互联网金融业迅速崛起。2015年底中国的互联网金融

规模将突破40万亿。第三方支付平台、P2P网货、宝宝类产品等已经进入普通人的视野。 

　　2015年1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率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银监会、证监会等多个

部委一把手视察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并称希望互联网金融艮行用自己的方式来倒逼传统金融

机构的改革，同时与传统金融机构一起融为一体，互相合作，共同实现&ldquo;普惠金

融&rdquo;。在2015年3月的政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了&ldquo;互联网+&rdquo;行动

计划，其中&ldquo;互联网+金融&rdquo;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2015年3月，银监会普惠金融部

召集会议，公布了较为完整的P2P监管文件，其中不仅对P2P提出了3000万的注册资本门槛限

制，更提出对P2P必须实行杠杆管理。 

　　目前，互联网金融业正从单纯的支付业务向转账汇款、跨境结算、小额信贷、现金管理

、资产管理、供应链金融、基金和保险代销、信用卡还款等传统银行业务领域渗透，在金融

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创新弥补了传统金融业的不足。 

　　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结合正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互联网&ldquo;牵手&rdquo;

金融业可谓大势所趋。国内银行、券商、基金、保险等金融巨头纷纷利用互联网拓展传统业

务，未来会出现更多互联网企业与金融业结合的案例。 

　　2015年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ldquo;互联网+&rdquo;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发布。《指导意见》提出，降低创新型、成长型互联网企业的上市准入门槛

，结合《证券法》修订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支持处于特定成长阶段、趋势预测好但尚未

盈利的互联网企业在创业板上市。《指导意见》同时提出，到2018年，实现互联网与经济社

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互联网支撑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互联网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网络经济与

实体经济协同互动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到2025年，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



的&ldquo;互联网+&rdquo;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ldquo;互联网+&rdquo;新经济形态初步形

成，&ldquo;互联网+&rdquo;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本报告利用博思数据长期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跟踪搜集的一手市场数据，同时依据国家统

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协会、博思数据、全国及海外

专业研究机构提供的大量权威资料，采用与国际同步的科学分析模型，全面而准确地为您从

行业的整体高度来架构分析体系。让您全面、准确地把握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市场走向和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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