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到“新”场景

“身边这类小说阅读软件用的

人还不少，合作机构应该是看中了

七猫这类平台在下沉市场有较高的

月活（月活跃用户人数）。”一位互联

网金融科技平台内部人士对记者感

慨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日

前在京发布的《2023中国网络文学

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数达5.37

亿，同比增长9%，网文阅读市场规

模已突破400亿元。

与此同时，传统消费金融流量

池的红利确实正在衰退。公开信息

显示，多家金融机构2024年上半年

的总资产与营业收入均有下滑。在

贷规模和资产规模的“保卫战”当前

已经打响，为了能够挽回存量减少

的颓势，增量已经是兵家必争之地。

有接近金融机构流量投放业务

部门人士表示，发现新的场景并尽

早切入的话，可以获得一波先发优

势。“我们现在也是通过代理商在多

家平台同时投放。”

记者从前述互联网金融科技平

台获悉，当下银行对于资产端的需

求非常旺盛。“很多大行都找到我们

合作，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增量来保

持规模的稳定。过去获得一位全新

客户的成本是1000元—1500元，现

在可以达到3000—4000元。”

多位从业者都认为，尽管越来

越多的互联网平台想要从中分得一

杯羹，但大多数平台的业绩并未有

太大起色。这一波金融流量的变现

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具体能

持续多久还需要看各平台的运营能

力和市场环境。

记者了解到，即便是月活很高

的平台，如果只是从单纯导流而非

持牌角度切入，主要合作方式仍以

流量结账的方式进行。

华南地区一位金融机构从业者

表示，当前各家投放金融贷款广告

的心态以尝试为主，不论是头部平

台还是腰尾部平台，只要在报价和

效果上较为匹配，金融机构都可以

接受。

“流量投放的迁移趋势，未来将

更加注重个性化和精准化。随着技

术进化，广告投放必须更加智能化，

内容要和用户需求更加匹配。”前述

机构方表示。

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对

记者表示，这一轮互联网平台的金

融流量变现，可以被看作是互联网

金融领域的又一波浪潮。从深层因

素看，一方面技术成熟与监管完善

为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业务提供了

更加稳定和安全的环境。随着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互联网平

台能够更好地评估用户信用、控制

风险，从而更有效地开展金融业

务。另一方面，监管政策的逐步完

善也为互联网平台提供了更加明确

的业务规则和合规指导。

“此外，金融流量变现具有较高

的盈利潜力。对于寻求新增长点的

互联网平台来说，金融业务的开展

可以带来新的收入来源，提高平台

的整体盈利能力。同时，市场需求

持续增长也是推动互联网平台加入

金融流量变现的重要原因。”王鹏补

充道。

多位从业者也认为，提高盈利

能力、变现流量是互联网平台最重

要的考虑之一，对于缺少新鲜流量

的金融机构而言，可谓是一拍即合。

流量渠道“迁徙”消费金融挖掘下沉增量
本报记者 郑瑜 北京报道

流量从一门热门生意变成了

更热门的生意。

近期，热门网络文学内容阅读

服务平台七猫小说一度上线“借

钱”入口。该功能入口可以在“七

猫小说苹果APP-我的-借钱”中找

到。此前，飞猪、闲鱼等多家互联

网平台也纷纷在首页上线了“借

钱”业务。

作为金融机构追逐的重要入

口，头部互联网平台几乎已经“标

配”了借贷导流业务。从各种业

态完备的巨头到垂直细分类平

台，金融机构的流量渠道迁徙路

径也勾勒出了市场环境与风控策

略的变化趋势。

与 流 量 平 台 有 合 作 的 一 家

机构方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

示 ，虽 然 一 线 互 联 网 平 台 在 流

量 变 现 方 面 具 有 先 发 优 势 ，但

七猫类新兴平台有其独特的用

户 基 础 和 市 场 定 位 ，在 市 场 下

移 和 拓 客 压 力 下 ，有 潜 力 成 为

新的流量入口。

不过，这一波金融与流量的

“握手”颇为谨慎低调。在记者

向七猫平台及合作方发去采访

函 后 ，七 猫 小 说 苹 果 手 机 客 户

端目前无法再找到“借钱”功能

入口。

关注利率与客群匹配度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部分

新晋流量平台对于金融变现还

显得较为谨慎。在发现七猫撤

下了“借钱”入口后，有合作方

人士告诉记者：“他们好像是把

整体金融相关的广告位都（撤）

下了。”

“七猫平台上线借款导流

广告距今大约两个月左右，没

有资金合作，类似于效果广

告，收益相对较少，加之又引

发了舆情关注。”该合作方人

士透露。

出现这种“谨慎”的一个原

因是，在当前大环境下，消费金

融市场资产质量有下滑趋势，

随着客群下移，对应的风控策

略都面临调整。

有互联网金融平台中层

人员表示，借贷客群有其特

殊性，不能简单地在各种平

台上迁移（投放）。不同利率

的客群有着明显的差异，因

此流量转向金融贷款变现时

需要特别注意。同时，这也

涉及到法律和合规问题，需

要平台在运营过程中严格遵

守相关法规，确保业务的合

法性和安全性。

“在金融贷款变现中，利率

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借贷客群的

选择，需要平台在指定利率策

略的时候充分考虑客群的特

性，以保证业务的可持续性和

盈利能力。同时，这也需要平

台对市场环境、竞争对手以及

自身运营能力有深入的了解和

分析，以制定出合适的利率策

略。”前述中层人员表示，利率

在 24%—36%可能是相似的群

体，但是如果是10%—18%可能

就是千差万别。

王鹏直言，消费金融市场

的逐渐饱和和竞争的加剧是一

个不可忽视的趋势。随着越来

越多的互联网平台加入金融流

量变现的行列，市场竞争将变

得更加激烈。这将导致获客成

本上升、利润空间压缩等问题，

对金融流量变现的持续性构成

挑战。

此外，监管政策的变化也

可能对金融流量变现的持续性

产生影响。王鹏认为，如果监

管政策趋于严格，可能会对互

联网平台的金融业务产生一定

的限制和影响，从而影响其金

融流量变现的能力。

他提示到，利率水平不仅

直接影响到平台的盈利能力

和风险控制能力，还关系到用

户的借款成本和还款压力。

因此，平台在进行利率定价时

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以实

现利率与客群的合理匹配。

例如，平台可以通过数据分析

来了解不同客群的借款需求

和还款能力，从而制定出更

加合理的利率政策。同时，

平台还可以根据市场竞争状

况和用户反馈来调整利率水

平，以提高用 户 满 意 度 和 忠

诚度。

“流量转向金融贷款变现

需要平台特别注意借贷客群的

特殊性以及利率与客群的匹配

问题。只有通过精准匹配和风

险控制、制定合理的利率政策

等措施来满足用户需求、提高

平台盈利能力并实现可持续的

金融流量变现。”王鹏进一步补

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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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家投放金融贷款广告的心态以尝试为主，不论是头部平台还是腰尾部平台，只要在报价和效果上较为匹配，金融机构都可以接受。

在金融贷款变现中，利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借贷客群的选

择，需要平台在指定利率策略的时候充分考虑客群的特性，

以保证业务的可持续性和盈利能力。

网文产业成为新流量入口

阅读市场

破400亿元

IP市场

破2600亿元

2023年网络文学市场规模

404.3亿元，同比增长3.8%

网文用户数量达 5.37亿，

同比增长9%

2023年网络文学IP市场规模

2605亿元，同比增长近百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极光数据

中国平安半年业绩显韧性 集团总资产突破12万亿

8 月 22 日，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平安”，601318.SH）公

布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中

期业绩。

截至 2024 年 6 月末，中国

平安集团总资产突破 12 万亿

元，近 12.23 万亿元；集团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

利 润 784.82 亿元，年化营运

ROE16.4%；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46.19 亿元，同比

增长6.8%。

中国平安“综合金融+医

疗养老”战略布局持续深化，全

面推进“三省”工程驱动业务提

质增效。2024年上半年，寿险

及健康险、财产保险以及银行

三大核心业务合计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795.65 亿

元，同比增长 1.7%，实现稳中

有进。

当前，行业在“资产荒”和

再投资的双重压力下，投资板

块的资产和效益对于保险机

构而言尤为重大。面对复杂

多变的市场环境，今年上半

年，中国平安保险资金投资业

绩优良，投资收益持续提升经

营实力。

截至2024年6月30日，中

国平安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

超 5.20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10.2%。特别是在长期战略资

产配置指引下，中国平安坚持

均衡稳健布局，实现了保险资

金投资组合年化综合投资收益

率 4.2%，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

点；近10年平均综合投资收益

率达到5.4%。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平安

各 项 业 务 指 标 表 现 稳 中 有

进，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营

运利润及分红保持稳定，凸

显了行业头部企业在跨经济

周期环境下高质量发展的强

劲韧性。

三大核心业务持续增长 寿险及健康险新业务价值同比增11%

众所周知，寿险及健康险、财

产保险以及银行业务三大核心业

务是中国平安业绩的基石。今年

上半年，尽管受到保险行业深度

转型出现周期性波动、市场利率

下行、资本市场波动等一系列外

部因素影响，中国平安三大核心业

务板块仍稳住了自身发展节奏，保

持增长。

2024年上半年，中国平安寿险

及健康险业务新业务价值达到

223.20亿元，同比增长11%，实现双

位数增长。寿险保单继续率显著

改善，13个月保单继续率同比上升

2.8 个百分点，25 个月保单继续率

同比上升 3.3 个百分点，业务品质

持续提升。

在“产品+渠道”双轮驱动、数

字化赋能，建设高素质、高绩效、高

品质的“三高”代理人队伍，“增量

做精、存量做强、团队做优”，实行

以优增优、分群经营，打造“三好五

星”营业部，“平安MVP”“财富康养

保险规划师”认证评价体系等一系

列策略引领之下，五年磨一剑，中

国平安寿险改革成效显著，代理人

数量企稳、人均产能大幅上升。

截至2024年6月末，个人寿险

销售代理人数量34万。代理人渠

道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 10.8%，人

均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 36%。聚

焦以“优”增“优”，新增人力中

“优+”占比同比提升 10.2 个百分

点。代理人队伍产能持续的提升

意味着中国平安服务效率的提升，

更意味着业务的上行价值空间仍

很大。

此外，银保渠道坚持价值转型

战略，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17.3%。

社区网格化精耕存续客户，在90个

城市铺设126个网点，较上年年末

增加39个城市，组建1.5万人的高

素质专员队伍，实现存续客户13个

月保单继续率同比提升5.8个百分

点，首年规模保费为去年同期 2.6

倍，服务经营成效显著。下沉渠道

在7个省份推进销售，逐步形成稳

定的产能路径。

产品服务方面，面对利率下

行、居民稳健投资意愿高、养老健

康需求扩大的现实情况，中国平

安“强财富、扩养老、拓保障”的产

品策略不仅建立了独特的竞争壁

垒，还较大满足了客户的多样化

需求。2024 年上半年，平安寿险

健康管理已服务近 1600 万客户。

截至2024年6月末，居家养老服务

覆盖全国 64 个城市，累计超 12 万

名客户获得居家养老服务资格；

平安高品质康养社区项目已在 5

个城市启动。

财产保险业务板块方面，2024

年上半年，平安产险保险服务收

入1619.10亿元，同比增长3.9%；通

过强化业务管理与风险筛选，整

体综合成本率保持在 97.8%的健

康水平。

平安产险积极贯彻精细化经

营的方针，不断提升销售能力、客

户服务能力，整体经营稳健有序。

2024年上半年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

收入1048.24亿元，同比增长3.4%，

承保车辆数同比增长5.9%。同时，

平安产险加强科技应用，实现数据

驱动经营服务线上化。一站式车

主生活平台“平安好车主”APP 以

生态模式整合超26万合作伙伴共

同经营，覆盖救援、年检、代驾等82

种服务。截至2024年6月末，“平安

好车主”注册用户数突破 2.18 亿，

累计绑车车辆突破1.42亿。

平安产险健康保险、农业保险

等非车险业务均实现较快增长，其

中，农业保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73.49 亿元，同比增长 32.9%；农业

保险综合成本率95.9%。平安产险

持续加大主粮的承保范围和保障

程度，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

银行业务板块方面，2024年上

半年，平安银行实现净利润258.79

亿元，同比增长1.9%。截至2024年

6月末，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上升

至9.33%。

平安银行持续加强风险管控，

风险抵补能力保持良好，截至2024

年6月末，不良贷款率1.07%，拨备

覆盖率 264.26%。同期，管理零售

客户资产41206.30亿元，较年初增

长2.2%；个人存款余额12903.45亿

元，较年初增长6.9%。对公业务紧

跟国家战略布局，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截至 2024 年 6 月末，企业贷款

余额 15921.39 亿元，较年初增长

11.4%；企业存款余额 22804.67 亿

元，较年初增长3.7%。

全面推进“三省”工程 医养深度协同综合金融

中国平安的“综合金融+医疗

养老”战略，被形容为“富国银行+

联合健康”模式的升级版。在该战

略之下，今年中国平安革新金融服

务理念，深度践行“金融为民”，提

出深入推进“省心、省时、又省钱”

的“三省”工程。

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表示，

“三省”工程是驱动战略经营转型的

出发点，是增厚客户价值、实现平安

愿景的全新起点。今年上半年，公

司在集团层面成立了“三省”推广工

作组，让“三省”工程在各业务条线

全面、深入、持久地推广起来。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中国平安

为 2.36 亿个人客户提供“省心、省

时、又省钱”的一站式综合金融及

医疗养老解决方案，带来了更高的

经营效率，实现更低的运营成本和

风险成本，以及更高的客户留存

率，也是中国平安服务融入国计民

生的体现。

截至2024年6月30日，中国平

安集团个人客户数2.36亿，较年初

增长1.9%。其中，持有集团内4个

及以上合同的客户占比为 24.9%，

留存率达97.8%。个人客户的客均

合同数2.93个，超8792万的个人客

户同时持有多家子公司合同。

凭借丰富的综合金融产品体

系、多元的触客渠道及“三省”工程

的拉动，中国平安2024年上半年新

增客户 1392 万。截至 2024 年 6 月

30日，集团中产及以上客户占比约

77.7%，高净值客户的客均合同数

约20.13个。

中国平安积极推动中国版“管

理式医疗模式”，将线上、线下医疗

养老生态圈与作为支付方的金融

业务无缝结合，构筑“到线、到店、

到家”的服务能力，构建广覆盖的

医疗健康、养老服务资源及高品质

的自营资源，保证服务质量，形成

差异化竞争优势。

中国平安在半年报中披露，

2024 年上半年，集团 28.6%的新增

客户来自于医疗养老生态圈，享有

集团医疗养老生态圈服务权益的

客户覆盖寿险新业务价值占比超

68%。截至 6 月末，在 2.36 亿的个

人客户中有超 63%的客户同时使

用了医疗养老生态圈提供的服务，

其 客 均 合 同 数 约 3.36 个 、客 均

AUM 约 5.75 万元，分别为不使用

医疗养老生态圈服务的个人客户

的 1.6 倍、3.8 倍。2024 年上半年，

近 1600 万平安寿险的客户使用

医疗养老生态圈提供的服务，其

中新契约客户使用健康服务占比

近 70%。

这一方面归功于寿险改革的

成效超出市场预期，另一方面源于

医疗健康生态圈与综合金融模式

的深度协同与融合。

中国平安医疗服务网络建设

也有最新进展。

2024年上半年，中国平安医疗

健康相关付费企业客户超 6.7 万

家，服务企业员工数近2700万；平

安健康过去12个月付费用户数约

4000万。自2021年接手管理北大

医疗集团以来，经营持续稳健，发

展持续向好，营收持续增长，2024

年上半年北大医疗集团收入约

25.2亿元。

截至 2024 年 6 月末，在国内，

中国平安内外部医生团队约 5 万

人，已布局34家医院、健康管理中

心及儿童康复中心，合作医院数超

3.6 万家，合作健康管理机构数超

10.4 万家，合作药店数达 23.3 万

家。在海外，合作网络已经覆盖全

球 35 个国家，超 1300 家海外医疗

机构。

展望下半年，中国平安方面表

示，公司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

值取向，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追求可持续、优结构、高质量的稳

健增长。

“公司将持续贯彻‘聚焦主业、

增收节支、优化结构、提质增效’的

十六字经营方针，深化实施‘综合

金融+医疗养老’双轮并行、科技驱

动战略，以‘三省’工程为业务指

引、服务坐标和长期承诺，为广大

客户、员工、股东和社会创造长期、

稳健、可持续的价值，为助力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平安进一步

表示。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