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峥：“花呗”全面接入征

信 有些人却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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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董峥 

九月份，关于征信引发了两个热门话题，一个是央行发布《征信业务

管理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花呗全面接入央行征信系统。 

9 月 30 日，央行发布了《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该办法的出台，是央行为了征信法制框架持续完善，也是贯

彻“征信为民”的发展理念，满足新时代征信业规范发展的需求，保障征

信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信息安全。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出台前几天，花呗官宣之前部分用户接入征信

系统，之后所有用户将接入到征信系统，如果拒绝接入，花呗将被停止使

用。该消息一出，在网络上已经炒的热火朝天，也有一些人嚷嚷着要注销

花呗，这与多年来很多年轻群体对花呗的追捧形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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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花呗以其作为“网络信用卡”这一概念的代表，成为信用卡

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对信用卡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其开通条件较信用卡要

低的多，在很多年轻群体，以及不符合信用卡申请要求的群体中，可能就

是在网络支付过程里不知不觉就开通使用，而他们对“征信”没有清晰的

认知。 

经常接到一些人关于办理信用卡的咨询，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问到“征

信花了，还能办信用卡吗？”这一话题，所谓征信“花”了，一方面，是

指被纳入征信记录的贷款业务有逾期情况；另一方面，也指申请过多的信

用卡或贷款，因此被提供贷款的银行或机构多次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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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支付的迅猛发展，令消费者在消费支付时，更多地依赖于手

机进行扫码等网络支付，让支付变得越来越便捷。虽然都是信贷消费，信

用卡受到办卡条件限制，以及用卡环境的约束，使用信用卡消费多少还能

对金额有些顾忌，但是移动支付中账基支付替代了卡基支付，消费者对所

花金额的多少，从直观上没有使用现金或者刷信用卡时那么强烈了。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以白条、花呗等为代表的网络信用贷款产品也应

运而生，并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技术，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

迅速占领了众多场景的消费市场，特别是在年轻群体中，很多原本消费能

力不足的人也轻易获得信用贷款，可以随意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 

如果具有健康的消费观的话，信用消费无非是改变了原来的消费流程，

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到先消费后还款，还能提升个人信用等级，只要不

是过度消费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缺乏健康的消费观，将信用额度当

做“资产”，则很容易陷入过度消费的“泥沼”，而事实上正是如此，这

些人过度消费时候不恐慌，欠了钱被催收、上报征信就恐慌了。 

多年前，在所谓“互联网金融”创新口号的引领下，众多企业借助金

融科技、移动互联网的优势，进入了信用消费领域，这些机构搅乱了金融

市场正常的业务秩序，诸如 P2P、网络贷款，以及信用消费等方面，都出

现了大量无牌或超许可范围违规从事类金融业务的现象，引发巨大的金融

风险与严重的社会问题。近两年，正是由于监管层大力整顿后，才一定程

度上避免了更多、更大的问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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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是一个国家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监管机构一直

在培育社会征信市场机制，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健全，并大力规范发

展征信市场，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个人信用体系，并服务于实体经济。信用

贷款作为金融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业务，借款人申请贷款后，其贷款信息（金

额、期限等）及还款记录（是否逾期等）理应被上报至征信系统，并在以

后供其它金融机构合法查询使用。 

如果贷款信息不接入征信系统，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一方面让一些借

款人有恃无恐的欠钱，因为即便逾期不还款，其征信记录也不会留下污点，

经济生活不会受到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这些人再到其它金融机构贷款，

由于无法查询其信用信息，难以对其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一旦予以贷款

就形成“多头授信”，加大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而这些小贷机构不希望

受到监管的目的，也无非涉足了非法集资、放高利贷、暴力催债等业务，

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 

由此可见，所有的金融活动必须全部纳入到金融监管之中，去年某知

名大佬在公开场合大肆抨击金融监管，之后被官方约谈跌落神坛，该事件

成为整顿金融市场大潮中一个经典案例，监管机构明确了金融监管的必要

性。金融行业是一个国家重要的领域，必须依法持牌经营，花呗的主体机

构也必须转变，并申请相关业务牌照，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无证驾驶”

从事信用贷款业务。 

由于“花呗”将全部上报征信系统，有些人“心慌慌”正在考虑取消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73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