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消彼长 抖音和蚂蚁如何重写消费贷版图

就近期自媒体称“抖音等字节系公司的放贷余额近 4000 亿”的说法，

1 月 22 日，抖音旗下深圳市中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称“中融小

贷”）斥之不实。但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至今未公布抖音等“字节系”

公司放贷、助贷的准确规模数据。

字节跳动目前流量已经超越阿里巴巴，仅次于拥有微信在手的腾讯，

电商业务蓬勃，带动旗下中融小贷通过抖音平台成为消费贷领域的攻

城略地者，势头之猛，直逼蚂蚁等互金巨头。

“原本计划是到 2023 年底，放贷余额翻倍，达到 4000 亿元，但并

没有完成初始目标。”行业人士称，抖音放贷余额目前在 3500 亿元

左右。对此，中融小贷相关负责人仍表示“相关数据不准确”，并称

“由中融小贷直接出资部分的占比很小。合作的金融机构具有独立审

批权。”

接近抖音的消息人士称，按照字节内部的通常做法，新的年度目标一

般都要翻倍，因此 2024 年的放贷余额目标会设定在 7000 亿至 8000



亿元。对此，中融小贷人士表示，“规模增长已不是 2024 年内部的

首要目标。”

此消彼长间，另一互金巨头蚂蚁集团的消费贷（包含自营和助贷）余

额已从两三年前的 2 万多亿元持续下降到 1 万多亿元，但蚂蚁未肯

披露最新详细数据。

此外，一位蚂蚁集团人士表示，“钱塘征信在今年内牌照会正式落地，

现在正在协调股东事宜，大股东将增持，国资股东持股比例将超过一

半。同时，钱塘征信的高管团队也将重新调整。”

1、抖音放贷激增

2018 年，字节跳动开始涉水金融业务。目前，布局主要包括三大金

融业务体系：第三方支付、互联网小贷、保险经纪领域，均围绕着电

商等字节体系内场景开展，旗下产品有第三方支付“抖音支付”、信

用消费贷产品“抖音月付”、消费和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产品“放心借”

等，并销售由合作保险公司承保的退货运费险、绿植养死包赔险、美

妆过敏险等保险产品。其中，最基础的业务是支付，最赚钱的业务是

消费信贷。消费贷款业务包含自营和助贷，自营部分的主体即是中融

小贷，抖音集团旗下没有银行、消费金融牌照，中融小贷是抖音持有

的惟一一个信贷类金融牌照。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中融小贷发生工商信息变更，注册资本金从

90 亿元增加至 190 亿元，是目前注册资本最高的小贷公司。数据显

示，中融小贷由深圳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95%，深圳智领星

辰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5%。



中融小贷成立于 2012 年 6 月，是经深圳市工商局注册并接受深圳市

金融办监管，专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2021 年 1 月，中

融小贷注册资本由 10 亿元增至 30 亿元；同年 6 月增至 50 亿元；

2022 年 4 月，增加至 90 亿元，彼时已经是行业内注册资本最高的

小贷公司。2023 年底的增资，再次刷新这一纪录。

根据 2020 年原银保监会印发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下称《暂行办法》）规定，跨省级行政区域经营网络

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 50 亿元，且为一次性

实缴货币资本。当时，字节、美团、腾讯、京东、百度等互联网大厂

纷纷为持有的网络小贷牌照增资。京东小贷、美团小贷、腾讯财付通

小贷、度小满小贷、滴滴旗下西岸小贷注册资本的最新数据是 80 亿、

75 亿、105.26 亿、74 亿元、7.88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55.91 亿元）。

同时，《暂行办法》还规定，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贷公司通过

银行借款、股东借款等非标准化融资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 1

倍，发债、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标准化债权类融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

产的 4 倍。这意味着理论上，增资后，在中融小贷通过银行借款、股

东借款等非标准化融资的余额上限从 90 亿元上升至 190 亿元；发债、

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标准化债权类融资余额从 360 亿元上升为 760 亿

元，两者叠加共 950 亿元。根据上交所、深交所数据，中融小贷共

有四个 ABS 计划被交易所受理，合计达到 350 亿元。

根据 2020 年原银保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下称《办法》），“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单笔



贷款中合作方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30％”。由此计算，中融小贷 190

亿元的注册资本金大概能支撑 3000 多亿元的放贷余额。

目前 190 亿元的注册资本金，是否够支撑 2024 年抖音信贷业务的体

量？中融小贷相关负责人回应：“此次增资是为提升对抖音生态内小

微企业的扶持力度，经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后，加大自有资金投入。增

资可为接下来的业务发展预留空间。”

“中融小贷无法支撑 8000 亿元信贷余额的目标，必须要拿到一张消

费金融牌照。”接近抖音人士表示。

2023 年 12 月 13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会

议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消费金融”。五天后，即 12 月 18 日，《消

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正式

公示，明确消金公司“注册资本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最低限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这一标准远低于网络

小贷的 50 亿元注册资本要求。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消金公司“杠杆率不得低于 4%”，与商业银行监

管标准一致。而此前消金公司杠杆率要求是参考金融机构相关政策执

行，一般是按照净资本的 10 倍左右开展业务，很多发展快的消金公

司必须不断增加实缴资本。杠杆率要求的变化，意味着持牌消金公司

杠杆倍数从原来的上限 10 倍左右升至最高 25 倍，这也远高于网络

小贷牌照的杠杆倍数。

新的监管政策进一步提升了消金牌照的含金量，字节等互联网巨头也

更积极申请设立或参股消金公司。据了解，字节跳动消费金融业务负



责人周波最先推动字节与中信集团旗下的中腾信联合申请消费金融

牌照，因无法达到监管指标而放弃。同时，字节又在金监总局（原银

保监会）天津分局的协调下，试图接盘外商独资的捷信消费金融，但

因捷信消费金融坏账太高而放弃。

“字节也在考虑入股民营银行牌照。”一位接近字节的业内人士透露。

2、蚂蚁消费贷回落

在抖音消费贷业务攻城略地的同时，老牌巨头蚂蚁消费贷业务正在此

长彼消。

此前有监管人士分析，国内互联网平台的消费贷余额总体规模约 3

万亿至 4 万亿元。2021 年初蚂蚁集团消费贷业务规模达到巅峰，余

额约 2 万亿元，独占全行业半壁江山；腾讯微粒贷等其他平台合计 2

万亿元。如今这半壁江山已然不再。

根据 2020 年发布的招股书，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蚂蚁集团消

费贷款整体余额 1.7 万亿元；2021 年初，达到巅峰时刻 2.1 万亿元；

2022 年中时，蚂蚁集团消费贷款整体余额降至 1.8 万亿元。而据了

解，目前的规模已经低于招股书时期的 1.7 万亿元。人事方面，蚂蚁

信贷事业群总裁也已由黄浩换为金晓龙。

在互联网平台金融业务专项整改下，2021 年 11⽉，蚂蚁借呗、花呗

先后宣布启动品牌隔离，二者将成为蚂蚁消费金融公司的专属消费信

贷品牌，属于蚂蚁自营的消费信贷业务；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额出资

的消费信贷，将更新为“信用贷”“信用购”类型的服务，蚂蚁在其

中提供助贷服务。据此前了解，2022 年中时，花呗、借呗合计余额



7000 亿-8000 亿元，包括花呗 4000 亿-5000 亿元，借呗 3000 亿

—4000 亿元，其余助贷性质的信用贷和信用购合计 1 万多亿元。

借呗、花呗等产品主要由蚂蚁消金经营。业内人士透露，纵观 2023

年消费金融公司业绩，蚂蚁消金以 2396.69 亿元的总资产排名行业

第一，招联消金以 1764.21 亿元的总资产排名第二。营业收入方面，

招联消金以 196.02 亿元排名第一，蚂蚁消金则以 86.29 亿元排名行

业第四。假设花呗、借呗均是蚂蚁消金和银行共同出资的联合贷，且

蚂蚁消金出资 30%，则花呗、借呗余额最大规模不超过 8000 亿元。

此外，信用贷与信用购等产品的规模，蚂蚁未曾披露，并表示这两款

产品都是银行独立授信的。

3、钱塘征信再调整

时隔两年多，蚂蚁的个人征信牌照终于有了进展。

2024 年 1 月 24 日，央行行长潘功胜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将进一步推进征信市场和支付市场发展。近期，人民银

行正会同浙江省政府指导钱塘征信申请办理个人征信牌照。

2021 年 11 月 26 日，央行公示受理了钱塘征信有限公司（筹）的个

人征信牌照申请。按照有关规定，从申请设立到批复的期限是 60 日。

据了解，2022 年 2 月初，钱塘征信得到的答复是“暂时中止”，此

后未有进展。此前，央行已经发放两张个人征信牌照，分别是注册在

深圳的百行征信和注册在北京的朴道征信。百行征信从公示到获批是

一个多月，而朴道征信从公示到批复仅用 18 天。

当时的公告显示，钱塘征信注册资本 10 亿元，注册地位于浙江省杭



州市。从股权结构来看，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共同参与，浙江省旅游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蚂蚁集团分别持股 35%，并列最大股东，传化

集团持股 7%，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电子口岸有限公

司各持股 6.5%，员工持股平台杭州溪树持股 10%。其中，浙江省旅

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由浙江省国资委持股 90%，杭州市金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由杭州市政府持股 90%，浙江电子口岸有限公司也是国

有企业，三家国企股东合计持股 48%；三家民企股东蚂蚁集团、传

化集团、员工持股平台杭州溪树合计持股 52%。

2022 年初，一位接近蚂蚁合作方人士曾透露，按照监管部门建议，

钱塘征信的股权结构会较公示有所变化，要增加国有资金持股比例，

不排除国有股权可能会超过 50%，以确保国有控股；蚂蚁实际持有

的股份将限制在约三成，且不能通过其他变通手法获得实际控制人地

位。

在 2024 年 1 月潘功胜讲话之后，一位接近蚂蚁集团人士表示，“预

计钱塘征信在年内牌照会正式落地，现在正在协调股东事宜，包括通

过第一大股东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持的方式，确保国资股

东持股比例将超过 50%。同时，钱塘征信的高管团队也将重新调整。”

最初在 2021 年公告的钱塘征信拟任命的董监高名单中，包括股东董

事陈隆、董占斌、余泉（女）、陈鑫春；独立董事郭田勇、胡少先、

章靖忠；监事周升学、赵磊、程芝娟（女）；高级管理人员方面，董

占斌拟任总裁、孔令仁拟任财务负责人。

据获悉，钱塘征信的董事长拟由陈隆担任，他于 2021 年 8 月从浙江



舟山群岛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上调任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党委委员、董事、副总

经理。拟任董事、总裁的董占斌，曾历任网商银行董事会秘书、监事

会主席等职，他和孔令仁都是杭州溪树的股东。拟任董事、副总经理

的余泉，于 2016 年 1 月加入蚂蚁集团，曾任蚂蚁集团信用风险管理

部总经理。拟任董事的陈鑫春，曾任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

管。拟任监事的周升学则是传化集团监事会主席，程芝娟是浙江电子

口岸有限公司董事。拟任财务负责人的孔令仁，曾任职于蚂蚁集团投

资部。

“时隔两年多，当时公告的人员不少都已离职，因此钱塘征信的董监

高名单大换血。”蚂蚁内部人士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