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科技蓝皮书》：互联网金融监管将加强六方面工作 

  

2017年 12月 9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了《金融科

技蓝皮书：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报告(2017)》新书发布会。 

  蓝皮书梳理了当前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监管架构，一行三会的监管职责及行业协会的作用。

其次回顾了各部门出台的监管政策，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网贷和消费金融领域；二是

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和信息披露方面的制度建设；三是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另外，蓝皮书

分析指出，互联网金融监管将在以下六方面加强。 

  (一)“穿透式”监管理念 

  “穿透式”监管是指根据业务实质明确责任，这是《实施方案》中频繁提到的针对互联

网监管的一个理念。传统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人为地划分不同的监管领域，例如，证监会监

管股权众筹，银监会监管网络借贷，保监会监管互联网保险，由于互联网金融领域具有混业

经营的特征，业务交叉现象较为突出，严格遵守监管形式导致互联网金融领域存在监管真空

和监管套利的现象。 

  “穿透式”监管意味着一些 P2P网贷平台不再能够通过包装成 P2B、P2C、智能投顾、

金融科技公司等方式来逃避监管。此外，“穿透式”监管还意味着，不仅是一行三会，省级

人民政府也负有监督职能，而这一般是由各地金融办来承担的。除此之外，工商局要监督互

联网金融广告，公安机关要打击“e租宝”之类的非法集资，工信部要负责企业电信运营资

质审核，各部门各司其职。 

  (二)规范互联网“众筹买房”，严禁“首付贷”业务 

  “首付贷”是一些房地产中介机构在楼市火爆的背景下，为投资者垫付首付赚取利息的

业务，本质上已经属于金融业务。对此，《实施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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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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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顿互联网金融广告，规范市场准入 

  工商总局等 17个部门印发了《开展互联网金融广告及以投资理财名义从事金融活动风

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重点强调整顿互联网金融广告和规范

市场准入。 

  在互联网金融广告方面，提出加强互联网金融广告监测，抓紧制定准入清单，严厉查处

虚假违法金融广告或类金融广告，并划出九条禁止行为。监管机构不仅重点监控大型门户类

网站、搜索引擎类网站、财经金融类网站、房地产类网站，以及 P2P网贷平台、股权众筹平

台、网络基金平台等，甚至也将金融企业自设网站所发布的广告纳入整治范围。 

  严格规范市场准入是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方法之一，准入管理包括批准和备案。 



  (四)打击承诺超高回报率和变相补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实施方案》明确指出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不得以显性或隐性方式，通过自有资金补贴、

交叉补贴或使用其他客户资金向客户提供高回报金融产品。对此，《实施方案》指出，由中

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建立专家评审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对互联网金融不正当行为进行评估认

定，结果将作为相关部门惩处的依据。 

  (五)规范校园贷 

  整治思路是：第一，对校园贷违规行为进行分类处置；第二，排查从事校园贷机构的行

为，一旦发现存在暴力催收、发放高利贷的违法违规行为，则要求停业整顿；第三，加强借

款方管理，由于学生没有收入来源，还款实际上来自父母支持，因此要落实第二还款来源；

第四，在风险处理方面，教育部等部门建立了校园贷联合工作机制，防止风险进一步扩散和

蔓延。 

  (六)加强投资者保护 

《实施方案》从资金监测、信息披露、风险宣传教育等方面强调对投资者的保护。在资

金监测方面，重点在于落实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通过银行监测从业机构的资金账户、

股东身份、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等情况，便于对从业机构资金跨行清算的集中管理。在信息

披露方面，依托于行业自律组织，尤其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通过制定和落实数据统计和

信息披露标准，促使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阳光化、透明化，便于社会公众的监督，对从业机

构形成一种道德制约。在风险宣传教育方面，相关部门要利用典型案例教育群众，提高投资

者风险甄别能力和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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