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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化整为零」
曾经，我们所认为的互联网是不断做大

自我，不断强化自我，不断筑高自身护城墙
的存在。我们所见的互联网巨头们，无一不
是如此。然而，所谓的曾经都仅仅只是曾经
而已，现在，互联网行业的境况正在发生一
场深刻而又全面的改变。如果一定要给这
样一场改变寻找一个注脚的话，「化整为
零」，再合适不过了。

当下，我们看到一场有关互联网的「化
整为零」的新浪潮正在上演。无论是阿里的
数字商业，抑或是腾讯的产业互联网，还是
拼多多在农业上的长期投入与坚持。我们
都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互联网玩家们不
再靠筑高自身的护城墙来获得发展，而是将
更多的关注点聚焦在了实体产业的广阔深
海里。

曾经，我们司空见惯的一个又一个的互
联网中心开始被一点一点地消散。取而代
之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行业，一个又一个的
实体公司开始与互联网玩家们产生联系。
从经典意义上的互联网仅仅只是做撮合和
中介不同，现在的互联网玩家们更多地思考
的是如何辅助实体产业，如何深入到实体企
业当中，如何用自身的资源和努力来助力实
体产业的变革。

或许，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产业互
联网」。回归产业，回归实体，用自身在互联
网时代所积累下来的数据和数字资源更好
地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和升级，业已成为越
来越多的互联网玩家们的新选择。可以预
见的是，随着这样一种态势的逐渐发展，我
们以往和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又一个的中心
将会逐渐「化整为零」，最终成就一个又一个
以实体产业为主导的全新的时代。

如果我们将互联网时代所看到的形成
于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又一个的中心看成是
巨头的话，那么，在产业互联网时代，我们将
会看到远比互联网时代多得多的新中心和
新巨头。此刻，互联网或许早已不再是我们
所认为的那种互联网，而是变成了一个真正
联通产业，促使产业运行的「新型基础设
施」。

互联网的角色正在转变
以往，互联网的角色是中心和平台。在

这样一个中心和平台上面，可以达成产业上

下游高效对接。在这个过程当中，互联网所
承担的角色是撮合和中介的角色。它们并
不会投身到产业的实际运作过程当中，而是
仅仅只是做流量撮合和中介的买卖。

然而，这种发展模式仅仅只是在信息不
对称和流量充沛的大背景下是有效的。一
旦信息供给的足够丰富化，一旦流量的红利
不再，这样一种以撮合和中介为主导的发展
模式便会陷入困境。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互
联网行业遭遇到的发展瓶颈，正是这样一种
发展模式开始进入到死胡同的关键原因所
在。

当互联网的撮合和中介的角色不再奏
效，特别是在监管和调整不断加剧的大背景
下，互联网玩家必然需要改变自身的角色来
寻找新的发展突破口。同传统互联网模式
上的竞争加剧不同，产业端则是一片广阔的
蓝海。纵然是经理了互联网时代的洗礼，我
们依然看到的是，产业端并未发生太多改
变，并且在用户的需求业已发生深刻变革的
大背景下，产业端迫切需要一场转型和升级
来满足用户的新需求。

互联网玩家必然需要转变自身的角色
来迎合这样一种需求，只有这样，他们才能
在产业端的蓝海里，继续获得新的增长。值
得注意的是，此刻，互联网玩家再去用传统
意义上的撮合和中介的模式来行事很显然
是不行的，他们需要真正投身到产业的实际
运作过程当中，不断做重自身，不断做实自
身，才能达成改造产业端的目的。

于是，互联网玩家们的角色开始从撮合
和中介，转变成为赋能和改造。同撮合和中
介需要建构一个又一个的平台和中心不同，
赋能和改造需要的是玩家深度、全面地投身
到产业的实际运作过程当中。这就需要互
联网玩家放弃互联网时代的以建构中心和
平台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转而选择做深，做
全，以产业链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当互联网
的角色不断转变，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又
一个的互联网中心，将会蜕变成为每一个实
体企业运行所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

互联网的技术正在改变
以往，我们提及互联网，通常提到的是

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
术。我们所见的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平台都

是建构于这些互联网技术之上的。当互联
网行业的发展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特
别是当互联网技术在改造产业是表现出来
越来越多的无力感时，我们需要用新的技术
来丰富和完善互联网技术，并以此来获得新
的发展。

无论是衍生于互联网的大数据技术、云
计算技术，还是衍生于数字货币的区块链技
术，甚至是人工智能技术，抑或是其他的一
些新技术，它们都在一起丰富和完善着传统
意义上的互联网技术。可以说，现在的互联
网玩家，特别是头部的互联网玩家，早已不
再是以往我们所认为的那个以互联网技术
为主要内涵的存在，而是变成了一个由诸多
新技术共同构成的全新的存在。

当新技术取代互联网技术，成为互联网
玩家们的内在支撑的时候，所谓的互联网将
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新技术为主
导的全新的世界。笔者以为，现在我们所看
到的诸多的新技术，依然还处于一个相对初
级阶段，未来，这些技术还会发生更多新的
发展和嬗变。等到他们真正成熟和完善之
后，它们将会取代互联网技术，成为经济社
会运行的全新引擎。这个时候，我们还将会
看到更多新的改变。

另外，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诸多的新技术
依然是孤立的，割裂的，并未真正融合到一
起，串联到一起，形成集聚效应。当这些新
技术没有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能
量依然是没有得到最大的发挥的。我们需
要的是一个真正可以将这些新技术串联起
来，融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一个综合、生态性
的全新存在。

只有这些新技术融合在了一起，结合在
了一起，它们的功能和作用才能得到最大程
度的发挥。只有这些新技术融合在了一起，
结合在了一起，他们才能形成有一个共同称
谓的新时代。因此，虽然现在互联网技术正
在不断地被丰富和完善，但是，它还远远没
有达到成熟和完备的程度。只有到了一个
全新的时代取代了互联网，成为了一个全新
的时代，我们才可以说，互联网技术彻底改
变的完成。

互联网的「封闭」正在改变
尽管我们一直都在谈互联网是开放的，

共享的，但是，经历了PC时代和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发展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互联
网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和共享，从某
种意义上来讲，互联网是封闭的，对立的。
这样一种封闭和对立，不仅体现在不同的互
联网玩家之间的对立，而且还体现在了互联
网玩家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对立。

这种一种对立、封闭的情况最终导致的
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那些率先实现了先发优
势，特别是建构了自身庞大的生态优势的玩
家们可以坐享其成，可以躺赚，而那些并未
获得先发优势的玩家，包括实体产业，必然
会接受那些头部玩家们的收割。显而易见
的是，这样一种以封闭和对立为主导的发展
模式是不健康的，不可持续的。互联网的
「封闭」，必然需要彻底改变，才能回归自我，
才能获得新的发展。

无论是产业互联网，抑或是数实融合，
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是，互联网玩家们开始打
破业已形成的这样一种固化的、封闭的发展
模式。无论是开放外链，抑或是回归实体，
我们可以看到，原本横亘于不同的互联网平
台之间，原本阻隔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之间的
高墙正在被推倒，一场打破封闭的全新进化
正在上演。

当一堵堵的「高墙」被推倒，我们以往经
常所见到的不同平台之间的恶性竞争，不同
经济形态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发展模式开始
被一点一点地改变。互联网正在从「封闭」
重回「开放」，开始正确地看待彼此，开始寻
找传统互联网模式之外的新的发展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同样正在经历一场
「化整为零」。

当腾讯、拼多多为代表的头部互联网玩
家们的财报陆续发布，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
感受到，互联网玩家们正在从传统意义上
的，横向上的「做大」，开始更多地转移到纵
向上的「做深」。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互联网
的「化整为零」的新发展浪潮将会上演。在
互联网正在经历大调整的当下，这样一场
「化整为零」全新嬗变是及时的，而且是必然
的。只有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的蜕变之后，
互联网才能真正在回归初心的同时，重新获
得新的发展。

微众银行一年赚了270亿？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好日子来了吗？

之前我们曾经专门分析过六大行和各
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绩单，专门也研究过
港股上市银行的业绩，然而有一类上市银行
的成绩却也十分被关注，这就是互联网民营
银行，最近微众银行等一众互联网银行的财
报终于公布了，从这些互联网银行的财报之
中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市场？互联网民营
银行的好日子要来了吗？

一、一年大赚270亿的微众银行
根据界面的报道，微众银行发布了其

2021年的年报。2021年，微众银行实现营
业收入 269.89亿元，同比增长 36%，其中利
息净收入 179.82亿元，同比增长 34%，净利
润68.84亿元，同比增长39%，净资产收益率
为28.24%。

收入结构上，2021年，该行实现利息净
收入 179.82亿元，同比增长 33.59%，其中，
利息收入 259.01亿元，同比增长 27.24%，主
要是生息资产规模增长所致；利息支出
79.19亿元，同比增长14.84%，主要是付息负
债规模增长所致。

该行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87.08亿
元，同比增长 35.21%，微众银行称，主要是
代销、资产服务等手续费收入增长所致。

微众银行在年报中表示，该行始终坚持
践行普惠金融，2021年度户均利润贡献仅约
23元。2021年末管理贷款余额 7829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34%。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比上年末增长 42%。管理资产规模方
面，2021年末该行管理资产余额 15137亿
元，比上年末增长 52%，管理资产规模首次
破万亿，主要得益于代销业务的快速增长。

据自媒体雷递的报道，微众银行于2014
年 12月获得由深圳银监局颁发的金融许可
证，是国内首家开业的民营银行。微众银行
的业务主要是微粒贷，“微粒贷”围绕微信、
手机QQ等超级App，向普罗大众提供标准
化“一次授信、循环使用”的纯线上小额信用
贷款产品，满足用户小额、短期、突发的信贷
需求。

至 2021年末，微众银行的资产总额达
4387亿元，其中各项贷款余额2,632亿元，较
年初增长32%；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
年初增长超过40%。与此同时，微众银行的
个人有效客户数已近3.21亿。

微众银行的同行网商银行也于日前发
布年报，年报显示，网商银行 2021年营收为
139亿元，净利为20.9亿元。

面对着微众银行的业绩，我们到底该怎
么看微众银行的发展？以微众银行为代表
的一众互联网民营银行的未来又该怎么看
呢？

二、互联网民营银行的未来到底该怎么
看？

2014年前后，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高速
发展，一众互联网民营银行如雨后春笋一样

出现，比较有名的有来自于腾讯系的微众银
行，来自于阿里系的网商银行，来自于百度
系的百信银行，来自于苏宁系的苏宁银行等
等，截至目前，我国已开业的民营银行共 19
家。从区域分布看，民营经济发达的广东、
浙江、江苏各有 2家，福建、安徽、湖北、山
东、湖南、四川、江西、辽宁、吉林及四个直辖
市各有1家。

从业务上来说，民营银行的业务也主要
分为几个部分，有纯互联网型的，也有相对
传统型的，我们这次只讨论以前海微众银行
为代表的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发展趋势，我们
能从前海微众银行等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发
展中看到什么呢？前海微众银行的业绩向
好，是否意味着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好日子要
来了呢？

首先，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小微特点非常
显著。相比于各家大银行在金融大潮中赚
的盆满钵满不同，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发展无
疑是主打短小精悍，就以我们上文分析的前
海微众银行为例，我们单纯看用户数，微众
银行的个人有效客户数接近了3.21亿，不得
不说单纯看客户微众银行非常让人羡慕，毕
竟各大银行拓展客户之艰难，随便找个银行
的客户经理都会告诉你一把辛酸泪，然而得
益于互联网的优势，微众银行的客户拓展则
显得相对容易，比较相比于线下一个个拉客
户来说，互联网民营银行的线上拓展就显得
容易的多，不过相比于传统银行单客利润率
来说，互联网民营银行就少的多。就看前海
微众银行，高达四千多亿的总资产，两千多
亿的贷款余额，却只有 139亿的营收，户均
利润贡献仅 23元，如果这种数据放在传统
银行面前似乎让人都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这
就是互联网民营银行的现实，用低成本服务
小微几乎已经成为了互联网民营银行的一
个普遍特征。

其次，着重发挥金融科技优势成为了民
营银行的又一大特点。如果说服务小微是
民营银行的主要特征的话，互联网化又是其
最大的优势，如果我们把民营银行的这个单
客利润放到传统银行，按照传统银行一笔贷
款的成本来说，民营银行别说赚钱了，估计

会亏得惨不忍睹，而得力于金融科技的风
口，结合互联网的优势，民营银行终于可以
在短时间内形成属于自己的市场竞争力，这
就是用金融科技不断降低服务单个用户的
成本，从而实现盈利。具体到微众银行来
说，微众银行借助属于自己的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分布架构的开源后台系统，有效地
降低了运营成本，依靠系统优势可以支撑亿
量级的客户高并发的交易，单日的交易峰值
超7.7亿笔，而每个账户的运维成本仅为2.2
元。从而解释了每个客户就赚 23块钱，为
啥微众银行还能赚到钱，依靠的就是技术的
优势，依托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实现了
边际成本的递减，这可能才是当前这些互联
网民营银行的看家本领。

第三，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好日子要来了
吗？面对着微众银行等互联网民营银行的
先行者已经突破了四千亿的规模，很多人都
在问是不是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好日子要来
了？其实，我们并不能这么说，最核心的原
因就是互联网民营银行曾经经历过一个雨
后春笋般的大规模发展时期，但是伴随着市
场逐渐规范，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发展增速其
实是有一定放缓的，对于当前的互联网民营
银行来说，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寻找好发展与
规范的平衡点，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民
营银行是传统银行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在
市场金融需求日益增长的今天，传统金融机
构难以满足大量的新增市场需求，特别是海
量的小微民众普惠金融需求，在这样的情况
下，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存在为市场的多元化
供应提供了可能，是类似于毛细血管一样的
传统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不过，对于互联
网民营银行来说，由于物理网点不足、互联
网存款监管日益从严等市场实际所带来的
问题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各家互联网民营
银行其实依然在探索的过程中，互联网民营
银行能否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差异化道路，
这是最需要回答的问题。

不过，当前前海微众已经实现了业务的
突破性增长，对于整个互联网民营银行产业
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民营银行作为银
行业的重要分支，无疑更加值得我们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