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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互联网金融投资市场专项调研及十三五投资方向研究
报告》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
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
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
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
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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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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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规模已突破10万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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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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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在2015年
3月的政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其中“互联网+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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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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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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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前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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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产业
生态体系基本完善，“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初步形成，“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量。
《2016-2022年中国互联网金融投资市场专项调研及十三五投资方向研究报告》由中国报告
网领衔撰写，在周密严谨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
，行业协会，国家信息中心，商务部等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主要研行业市场经济特性（产能、产量、供需），投资分析（市场现状、市场结构、市
场特点等以及区域市场分析）、竞争分析（行业集中度、竞争格局、竞争对手、竞争因素等
）、产业链分析、替代品和互补品分析、行业的主导驱动因素、政策环境。为战略投资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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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划者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
考价值。
【报告大纲】
第一章 互联网金融相关概述
1.1 互联网金融相关概念界定
1.1.1 互联网
1.1.2 金融
1.1.3 互联网金融
1.2 互联网金融具体介绍
1.2.1 互联网金融的特征
1.2.2 互联网金融的功能
1.2.3 对传统金融的影响
1.3 互联网金融的模式
1.3.1 众筹
1.3.2 P2P网贷
1.3.3 第三方支付
1.3.4 数字货币
1.3.5 大数据金融
1.3.6 信息化金融机构
1.3.7 互联网金融门户
第二章 2013-2015年国际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状况
2.1 2013-2015年全球金融业分析
2.1.1 行业运行概况
2.1.2 市场运行特征
2.1.3 市场交易规模
2.1.4 行业前景分析
2.2 2013-2015年全球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综述
2.2.1 行业发展历史溯源
2.2.2 行业基本业态介绍
2.2.3 行业风险投资状况
2.2.4 各国发展模式分析
2.2.5 行业监管形势分析
2.2.6 行业监管经验借鉴
2.2.7 行业典型案例解析
2.3 2013-2015年欧洲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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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欧洲替代性金融市场概况
2.3.2 欧洲P2P平台发展分析
2.3.3 英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分析
2.3.4 德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分析
2.3.5 法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分析
2.4 2013-2015年美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
2.4.1 美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历程
2.4.2 美国互联网金融业态发展分析
2.4.3 美国互联网金融对金融业的影响
2.4.4 美国主要互联网金融平台分析
2.4.5 网络结算引发美国金融业分歧
2.4.6 美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监管状况
2.5 2013-2015年日本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
2.5.1 日本互联网金融行业基本情况
2.5.2 日本P2P借贷业务的发展分析
2.5.3 互联网金融冲击日本传统银行业
2.5.4 日本互联网金融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2.5.5 日本互联网券商的发展经验借鉴
2.6 2013-2015年韩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
2.6.1 韩国互联网金融业形成新局面
2.6.2 韩国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安全保障
2.6.3 韩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
2.6.4 韩国众筹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2.6.5 韩国互联网券商发展经验借鉴
第三章 2013-2015年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背景
3.1 宏观经济环境
3.1.1 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3.1.2 全球金融环境对中国的影响
3.1.3 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3.1.4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3.1.5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
3.2 金融环境
3.2.1 货币市场规模
3.2.2 债券市场运行
3.2.3 市场融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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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银行运行分析
3.2.5 股票市场状况
3.2.6 对外开放程度
3.2.7 金融市场改革
3.3 互联网行业
3.3.1 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的发展
3.3.2 中国互联网普及率现状分析
3.3.3 互联网金融消费习惯逐渐形成
3.3.4 互联网金融技术取得突破
3.3.5 互联网面临风险和安全问题
3.4 监管环境
3.4.1 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综述
3.4.2 互联网金融监管缺失现状
3.4.3 互联网金融行业指导意见出台
3.4.4 政府出台网络借贷管理办法
3.4.5 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发展状况
3.4.6 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建议
第四章 2013-2015年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分析
4.1 2013-2015年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运行现状
4.1.1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历程
4.1.2 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现状
4.1.3 企业加快布局互联网金融
4.1.4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逻辑
4.1.5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思路
4.2 2013-2015年大数据与互联网金融发展分析
4.2.1 大数据金融战略实施的必要性
4.2.2 大数据助力互联网金融的创新
4.2.3 大数据提升互联网金融风控能力
4.2.4 大数据对金融行业带来的改变
4.2.5 大数据和互联网金融的开放性
4.2.6 大数据与互联网对金融行业的影响
4.2.7 大数据与互联网对风控带来的变革
4.3 金融系与非金融系互联网金融对比分析
4.3.1 概念界定
4.3.2 优势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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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风险管控
4.3.4 应对策略
4.4 2013-2015年中国主要地区互联网金融发展状况
4.4.1 北京市
4.4.2 上海市
4.4.3 广州市
4.4.4 深圳市
4.4.5 宁波市
4.4.6 西安市
4.5 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问题分析
4.5.1 制约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因素
4.5.2 互联网金融的突出问题
4.5.3 互联网金融面临的威胁
4.5.4 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挑战
4.6 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对策
4.6.1 打造产业生态链
4.6.2 防止业务风险蔓延
4.6.3 推动形成行业自律
4.6.4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4.6.5 出台国家法律法规
第五章 2013-2015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证券市场发展状况
5.1 互联网证券市场相关概述
5.1.1 互联网证券的内涵
5.1.2 互联网证券的特点
5.1.3 互联网证券的模式
5.1.4 互联网证券的影响
5.2 证券业务互联网化的推动因素
5.2.1 证券业务环境发生变化
5.2.2 客户行为模式发生变化
5.2.3 券商业务多元化发展途径
5.2.4 互联网公司的跨界竞争
5.2.5 互联网为证券公司带来的优势
5.3 2013-2015年中国互联网证券行业发展分析
5.3.1 行业发展进程分析
5.3.2 行业运行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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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行业发展模式分析
5.3.4 企业加快行业布局
5.3.5 行业监管环境放松
5.3.6 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5.4 互联网对券商业务的影响分析
5.4.1 互联网对金融业的改造
5.4.2 推动证券远程交易发展
5.4.3 证券行业佣金率下降
5.4.4 大量长尾端投资者出现
5.4.5 券商接受互联网思维洗礼
5.4.6 互联网加速证券业务创新
5.4.7 大数据为风控保驾护航
5.5 券商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深度分析
5.5.1 券商开展互联网业务的优势与劣势
5.5.2 适合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券商
5.5.3 券商开展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挑战
5.5.4 券商发展互联网金融的路径探索
5.5.5 证券行业将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
5.5.6 证券移动互联平台建设趋势加强
5.6 中国互联网证券行业的挑战
5.6.1 “券商融合”存在的顾虑分析
5.6.2 互联网证券市场面临的问题
5.6.3 互联网证券交易的风险分析
5.7 中国互联网证券行业的发展对策
5.7.1 我国互联网证券市场的发展策略
5.7.2 推动互联网证券交易发展的措施
5.7.3 证券公司互联网业务的体系建设
5.7.4 完善互联网证券交易监管的建议
第六章 2013-2015年中国（移动）互联网银行市场发展状况
6.1 互联网银行相关概述
6.1.1 互联网银行的内涵
6.1.2 互联网银行的分类
6.1.3 互联网银行的特点
6.1.4 互联网银行的功能
6.2 2013-2015年互联网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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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互联网对传统银行业务的影响
6.2.2 互联网金融时代传统银行的优势
6.2.3 互联网改革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
6.2.4 互联网银行影响中国的金融生态
6.2.5 传统银行积极应对互联网银行挑战
6.3 2014-2015年中国互联网银行发展现状分析
6.3.1 互联网银行的渗透率
6.3.2 四大行布局“互联网+”
6.3.3 互联网银行的发展形势
6.3.4 互联网银行的建设现状
6.3.5 互联网银行的技术支撑
6.4 互联网银行主流商业模式分析
6.4.1 纯互联网银行
6.4.2 商业银行自建平台
6.4.3 第三方互联网银行平台
6.5 2014-2015年中国手机银行市场分析
6.5.1 手机银行市场发展态势
6.5.2 手机银行市场交易现状
6.5.3 企业布局手机银行市场
6.5.4 手机银行使用状况分析
6.5.5 手机银行用户评价状况
6.5.6 手机银行满意度调查
6.5.7 手机银行用户特征调查
6.6 中国互联网银行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6.6.1 新的竞争对手入侵
6.6.2 替代品的威胁
6.6.3 买方议价的能力
6.6.4 卖方议价的能力
6.6.5 现存竞争者之间的竞争
6.7 中国互联网银行业的挑战
6.7.1 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的威胁
6.7.2 中国互联网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
6.7.3 中国互联网银行业务发展的不足
6.8 中国互联网银行业的发展对策
6.8.1 互联网金融下银行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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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新一代互联网银行及构建思路
6.8.3 银行应对互联网金融大潮的策略
6.8.4 银行在互联网金融时代变革方向
第七章 2013-2015年中国（移动）互联网保险市场发展状况
7.1 互联网银行相关概述
7.1.1 互联网保险的定义
7.1.2 互联网保险的核心
7.1.3 互联网保险的支柱
7.1.4 互联网保险产业链
7.1.5 互联网保险的监管
7.2 2013-201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市场发展状况
7.2.1 行业发展历程
7.2.2 行业政策环境
7.2.3 行业发展规模
7.2.4 行业特征现状
7.2.5 行业运行特点
7.2.6 行业发展创新
7.2.7 主要商业模式
7.2.8 新兴模式发展
7.3 2013-2015年中国移动互联网保险市场发展分析
7.3.1 发展优势分析
7.3.2 行业发展形势
7.3.3 发展机遇与挑战
7.3.4 商业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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