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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对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全面部署。央行、证监会、银

监会、保监会等诸多部门相继出台多个相关配套政策，明确具体整治重点。历时

6 个月，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方案终于落地，这次的方案涉及部门之广，规定之

详细，前所未有。 

《方案》是有关方面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分析评估和充分听取意见后形成的

综合成果，明确了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目标、原则、重点、职责分工和

进度安排等。《实施方案》要求，按照“打击非法、保护合法，积极稳妥、有序

化解，明确分工、强化协作，远近结合、边整边改”的工作原则，区别对待、分

类施策，集中力量对 P2P 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第三方支付、通过

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及跨界从事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领域广告等重点领域进行

整治。 

一、 P2P 网络借贷和股权众筹 

《方案》提出“P2P 网络借贷平台不得设立资金池，不得发放贷款，不得非

法集资，不得自融自保、代替客户承诺保本保息、期限错配、期限拆分、虚假宣

传、虚构标的，夸大融资项目收益前景等方法误导出借人，除信用信息采集及核

实、贷后跟踪、抵质押管理等业务外，不得从事线下营销。”这些“不得”均是

贯彻落实网贷信息中介的定位，并针对近期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精准打击。 

《方案》提出“股权众筹平台不得发布虚假标的，不得自筹，不得‘明股实

债’或变相乱集资。”说明监管层已关注到众筹平台的风险。目前股权众筹平台

暴露出的问题和违法事件相对较少，但一些假借“投资原始股权”噱头，实则非

法集资的情况也开始出现，这些都是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的重点。 

《方案》明确指出，“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和互联网金融从业

机构等未取得相关金融资质，不得利用 P2P 网络借贷平台和股权众筹平台从事

房地产金融业务；取得相关金融资质的，不得违规开展房地产金融相关业务。此

外，还要求规范互联网‘众筹买房’等行为，严禁各类机构开展‘首付贷’性质

的业务。”由于今年楼市火爆，不少 P2P 网贷公司做起了垫付首付赚取利息的业

务，然而这些 P2P 公司并未取得相应金融资质，还涉嫌自融、自保、搞资金池等

行为。逐步叫停互联网金融的首付贷，有利于控制房地产波动所引发的风险。目

前不仅各地逐步叫停互联网金融的首付贷，银监会也对银行违规发放房贷加以处



罚，比如根据银监会深圳监管局 5 月 4 日网站公布的处罚信息中，有两例涉及首

付贷的处罚案例，广发、广东华兴银行分别由于个人消费信用贷款业务违规。 

二、 互联网金融资管 

《方案》要求“采取‘穿透式’监管方法，根据业务实质认定业务属性。”

按照此前的分类，股权众筹归证监会管，网络借贷平台由银监会负责，互联网保

险业务则由保监会来监管。但互联网金融往往具有混业经营特征，业务相互嵌套。

所以央行发布《方案》强调了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互联网金融下的混业经营模

式受到挑战。没牌照的不能做、有牌照的只能做牌照业务。那些所谓的通过金融

创新和互联网手段，打破门槛限制、人数限制和制监管限制的产品今后都要收敛

或停掉。 

三、 第三方支付机构 

《方案》要求“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连接多家银行系统，变相开展跨行清算

业务等。引导非银行支付机构回归提供小额、快捷、便民小微支付服务的宗旨。” 

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业务范围被进一步收缩，行业转型大潮逼近。下一步，第三方

支付将面临大洗牌，具有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的大机构才有发展前景。 

四、 互联网金融广告 

《方案》提出“互联网金融领域广告等宣传行为应依法合规、真实准确，不

得对金融产品和业务进行不当宣传。未取得相关金融业务资质的从业机构，不得

对金融业务或公司形象进行宣传。取得相关业务资质的，宣传内容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需经有关部门许可的，应当与许可的内容相符合，不得进行误导性、

虚假违法宣传。”这意味着互联网理财平台常用的以“保本保息”作为广告噱头，

专业人士站台的宣传手段将被禁止。 

小结 

专项整治工作已于 2016 年 4 月开始，计划至 2017 年 3 月底前完成。互联网

金融行业在历经了野蛮生长、风险频发、监管收紧的阶段之后，如今面临变局，

这也意味着转型机遇的出现。《方案》开头开宗明义，“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是国

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我

国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方案》

的总体目标是打击非法，保护合法，而不是金融压抑。此次整治方案从国家层面

明确监管职责的分工和责任划分，在提升对投资者保护的同时，行业本身也将正

本清源，一些具有道德风险的投机者被迫离去，为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创新发展，



营造一个更健康、更美好的发展前景。因而行业整治不意味着寒冬的到来，恰恰

意味着属于互联网金融的春天才真正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