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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消费金融公司？

当你购买手机、住房装修等日常消
费需要资金周转时，除了银行，还可以向
另一类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那就是消费
金融公司。

与银行不同，消费金融公司服务的
主要对象是传统商业银行无法触及或者
服务不充分的中低收入人群，比如刚参
加工作的年轻人、进城务工人员、蓝领工
人等。消费金融公司专业化消费信贷功
能更为突出，与银行进行差异化竞争，促
进提升中低收入人群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和便利性。

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金额相对较
低、贷款期限较短而且比较灵活。根据
监管规定，消费金融公司对借款人贷款
授信额度最高不得超过人民币20万元。
但在实践中，大部分机构的平均授信额

度在1万到5万元。从贷款期限看，消费
金融公司发放贷款期限主要集中在6个
月至12个月。

自 2010 年首批消费金融公司成立
以来，目前，我国共有 31 家消费金融公
司。截至2023年末，消费金融公司资产
规模及贷款余额均突破1.1万亿元；2023
年累计服务客户超过3.7亿人次。

近年来，随着居民消费场景及消费
习惯的线上化，大多数消费金融公司以
线上获客为主，借助第三方平台扩大业
务规模，并逐步向消费信贷数字化转
型。贷款用途覆盖家电家居、手机数码、
家装租房、文旅娱乐、教育抚育等主要消
费场景，有效拉动了内需。

为何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此次发布的消费金融公司监管新
规，一大重点就是大幅提高行业准入门
槛，包括将消费金融公司主要出资人持
股比例要求由不低于30％提高至不低于
50％、提高具有消费金融业务管理和风
控经验出资人的持股比例、提高消费金
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等。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董希淼
表示，这是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严格
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相
关精神的具体举措，有助于从源头上提
高消费金融公司股东质量，压实主要股

东责任，也有助于维护消费金融市场适
度竞争格局。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认
为，消费金融市场发展空间广阔，但行业
竞争愈发激烈，一些银行也在逐渐下沉
客群，与消费金融公司形成竞争。从持
股比例、专业能力、注册资本金等方面提
高要求，将有助于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办法同时增加了担保增信贷款业务
的监管指标。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
责人表示，部分消费金融公司高度依赖
融资担保公司、保险公司风险兜底，不利
于提升自主风控能力，而且间接抬高贷
款综合利费水平，因此办法要求担保增
信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全部贷款余额的
50％。

此外，办法对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
范围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非主业、非必
要类业务，引导消费金融公司专注主责
主业。

如何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监管新规对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
出了系列要求，涉及贷款信息披露、催收
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可以说都切
中了当前消费金融行业发展中的痛点。

高费率一直是消费金融公司被投诉
的“重灾区”。消费金融公司不能直接面
向公众吸收存款，资金来源主要是从银

行拆借等，资金成本相对较高；主要服务
中低收入群体，风险成本较高；主要依靠
第三方平台获客，获客成本较高。总的
来看，消费金融公司贷款利率相对银行
较高。

办法要求消费金融公司“以显著方
式向借款人告知贷款年化利率、费率、
还款方式、违约责任、免责条款和投诉
渠道等关键信息”，并提出“除因借款
人违反合同约定情形之外，消费金融公
司不得向借款人收取贷款利息之外的费
用”。

消费金融公司的暴力催收问题也备
受关注。由于部分消费金融公司对委外
催收机构的管理约束不足，使得频繁催
收、使用语言恐吓、泄露贷款隐私等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办法
要求“不得采用暴力、威胁、恐吓、骚扰等
不正当手段进行催收，不得对与债务无
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

申请消费贷款要合理适度，避免过
度负债增加风险。针对过度授信、多头
授信等问题，办法要求消费金融公司建
立消费者适当性管理机制，审慎评估消
费者收入水平和偿债能力。

董希淼表示，随着经济恢复向好，社
会消费需求将进一步释放，行业监管规
则的完善将推动消费金融公司在提振消
费、扩大内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消费金融公司迎来监管新规，对你我有哪些影响？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8日修
订发布了《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
修订内容包括提高消费金融公司准
入标准，强化业务分类监管，严格风
险管理，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消费金融公司这类金融机构和
你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新规又将带
来哪些影响？

支持67个儿科重点专科建设
推动儿科诊疗均质化

儿童的健康成长牵动着每个家
庭，儿科医生资源不足或区域分布不
均现象如何破解？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
大川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积极健全
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设置两个国
家儿童医学中心和5个国家儿童区域
医疗中心，支持67个儿科相关专业的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依托医联体
优化儿童医疗资源配置，提高儿科优
质医疗资源可及性。

李大川表示，2024 年将进一步完
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求每个
省建立一个高水平的儿童专科医院或
综合医院儿科，完善医疗机构24小时
救治绿色通道和一体化服务，扩大儿
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模，加强儿
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和师
资队伍建设，完善儿童医疗保障待遇

和支付政策。

82.7％的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开展预约服务
打造“更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目前，已有 82.7％的二级以上公
立医院开展预约诊疗服务，全国三级
公 立 医 院 平 均 预 约 诊 疗 率 达 到
61.1％。

李大川介绍，加强医疗服务、改善
就医感受是卫生健康部门的一项重点
工作。2015年至2020年连续实施的两
轮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和
2023 年启动的“改善就医感受 提升
患者体验”主题活动，都对开展分时段
预约就诊、缩短患者门诊等候时间提
出具体要求。

李大川表示，2024 年将持续以改
善服务“小切口”撬动看病就医“大民
生”，依托医联体提升医疗服务连续性，
给患者提供出院后的管理和随访服务，
引导医疗机构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
持续推广新型门诊等主动回应群众看
病就医新期盼，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打造“更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基层医卫机构诊疗人次占比52％
分级诊疗制度有序推进

“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一般
的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村
里解决”，是深化医改的重要目标。

目前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
次占比达 52％。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
司司长傅卫介绍，实现分级诊疗，关键
是乡村的医疗卫生机构有能力解决群

众的常见病、多发病，对就医行为进行
必要引导，绝对不能限于“打个针”“拿
个药”。

傅卫表示，2024 年将以全面推进
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为重点，推动人员、
技术、服务、管理4个下沉，加强基层首
诊和疑难疾病的识别转诊服务能力，
推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共享，
着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
力，使更多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在县域
内解决。

省市县三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491个
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

2023 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15.1/10 万，婴儿死亡率为 4.5‰，5 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为6.2‰，与2020年相
比，分别下降10.7％、16.7％和17.3％。
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已
达到“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目标要
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副司
长沈海屏介绍，全国已建立省市县三
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491个、危重
新生儿救治中心3321个，覆盖广泛、分
级负责、上下联动、应对有序的危重孕
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体系基本建立。

沈海屏表示，下一步，国家卫生健
康委将持续巩固实施“母婴安全五项
制度”，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印发
加强助产服务管理文件，提升急危重
症救治能力，开展生育友好医院建设，
提高孕产妇住院分娩舒适度和满意
度。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加强儿童专科 改善医疗服务
——2024年医疗和妇幼健康这样发力

新华社北京 3月 19日
电（记者 王聿昊 于文静）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
期，是种子、肥料、农药等农
资购买使用的高峰期。农业
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公安
部等七部门将围绕“忽悠团”
进村兜售化肥、网络越区违
规售种等突出问题，启动专
项整治行动，为春耕生产和
粮食丰收保驾护航。

这是记者从 19 日召开
的 2024 年春耕备耕农资打
假工作视频会议上了解到的
消息。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
祥在会上说，要采取切实措
施，确保农民用上放心种、放
心肥、放心药。以严的态度、
快的动作、实的作风，解决农
资生产、流通环节存在的突
出问题。

针对“忽悠团”进村兜售
化肥、网络越区违规售种问
题，马有祥表示，七部门将联
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引导
基层干部群众提高警觉，主
动发现、及时报告“忽悠团”
行踪，并设立专项举报电话，
让“忽悠团”无处藏身。对网络越区违规售
种，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
强协同治理，压实平台责任，督促平台开展
自查整顿，严防品种虚假宣传和越区推广
销售。

有关部门将发挥好部际协调机制的作
用，及时开展形势分析、信息通报、会商研
判、联合督办；推进农资打假宣传下乡进
村，向农民讲清楚假劣农资危害，讲明白优
质农资选购要点；曝光一批性质严重、影响
恶劣的案件，对不法分子形成有效震慑，切
实净化农资市场，维护农民权益，为抓好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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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恒 董瑞丰

健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儿童
的健康成长更是牵动着每个家庭，
如何推动儿科诊疗均质化、规范
化？如何把病患问题尽量解决在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

国家卫生健康委19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围绕“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
质量发展，护佑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主题，重点介绍医疗、基层和妇幼健
康有关工作，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