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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借贷研究述评
!

彭红枫
!

刘歆茹

摘
!

要!随着民间小额融资需求的增长及
5/5

行业的快速发展%

5/5

网络借贷的风险日

益显现%与其相关的研究也成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焦点)通过总结国内外与
5/5

网络借

贷相关的研究%笔者从
5/5

网络借贷的兴起和特点(借贷成功率和借贷成本的影响因素(

平台的风险管理(互联网金融的行业监管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五个方面对现有的研究

成果进行梳理和述评%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5/5

网络借贷,借贷成功率,借贷成本,风险与监管,发展趋势

一(引
!

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日益成熟%

5/5

网络借贷逐步发展成借贷市场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

5/5

网络借贷是指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个人对个人的借贷%这种借贷模式不

仅满足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借款需求%同时也为闲散资金的持有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方式%提

高了资金供求双方的匹配机会)自
/"":

年全球第一家
5/5

网络平台
dM

J

C

成立以来%全

球的网络借贷市场呈现出了惊人的增长趋势%并于
/""&

年被引入中国)根据中国支付清

算协会发布的#中国支付清算行业运行报告
/"!:

$%截至
/"!$

年末%我国共有
5/5

网络借

贷平台
/7:%

家%全年新增
5/5

平台
!%/:

家,

/"!$

年全国
5/5

网络借贷成交金额为

7/;!#;$

亿元%比
/"!7

年增长
/&%#%78

)

5/5

网络借贷中借款者的信息均通过网络发布%借款者可以选择性地只公布对自己

有利的信息%其真实性难以保证%而出借者的投资行为则相对透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

网络借贷的重要特征
&

B>??OPC)

%

/""&

!

!!7F!!9

'

%这导致
5/5

网络借贷在定价(风险和监管等

方面与传统的商业银行借贷存在显著差异)

在
5/5

网络借贷交易中%投资者究竟该如何做出投资决策才能降低潜在的投资风

险(借款者究竟该如何创建适当的借款申请进而实现以低成本成功获得贷款的目的(

5/5

平台的风险集中在何处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合理且有效的监管%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探

究%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研究焦点)

二(

M$M

网络借贷的兴起和特点

5/5

网络借贷的最初形式是民间金融%不同于正规的商业银行借贷%它为无担保的低

收入人群提供贷款最初的民间金融多数是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
&

BIM)Q +̀C>>H _CL)?L5#

_MMN,ML>I

%

/""&

!

7;F$%

'

)进入
/!

世纪后%网络的发展扩大了这种原本在小范围内发生的

小额借贷行为%为
5/5

网络借贷市场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并促使网络

借贷在短短几年内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新兴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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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网络借贷研究述评

&一'

M$M

网络借贷的兴起与交易模式

5/5

网络借贷平台的交易模式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单纯中介型&如
5LM.

J

?L

(拍拍贷'%该类型平台只

提供交易服务和评级结果%借贷双方通过网上公布的信息自行配对%平台的收益纯粹来源于中介服务

费,一种是复合中介型&如
dM

J

C

(宜信'%除了提供交易服务和评级结果外%该类平台本身会参与交易的

配对过程且为借贷双方签订合同,一是非盈利型&如
+̂UC

'%数量较少%主要以公益为目的%受益对象多

为学生或低收入人群
&张正平(胡夏露%

/"!7

!

!:;F!&/

,张玉梅%

/"!"

!

!&7F!&:

,邢增艺%

/"!"

!

!";F!!!

'

)

网络借贷模式的诞生%开辟了信用等级较低的资金需求者与社会上资金闲置者的交易新渠道%这不

仅解决了资金供求配置不均衡的矛盾%而且提高了社会闲置资金的利用率)

&二'

M$M

网络借贷的特点

第一%

5/5

网络借贷发展迅猛%但问题平台比例较大)虽然相比对传统的商业银行借贷%

5/5

网络

借贷的总规模仍然较小%但近年来其年增速维持在高位%发展势头不可小觑)李钧&

/"!7

'发现%

/"!/

年

底注册的
5/5

网络借贷平台已达
/""

多家%且可统计到的
5/5

网络借贷交易额高达
!""

亿%参与平台

交易的交易者也超过了
:

万人次)对比
5/5

网络借贷的惊人发展速度%#中国支付清算行业运行报告

/"!:

$的数据显示%

/"!$

年中国出现停止经营(提现困难(失联跑路等问题的
5/5

网贷平台共
/%9

家%比

上年增加了
/!/

家%增长率达到
/%/#&98

)

第二%

5/5

网络借贷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投资收益率相对较高)平台的借款者普

遍倾向于只公开有利于提高自己信用等级的信息
&

BU?)3#D?L

E

?L#VCS+C)4O?+.)?L

%

/"";

!

:/F&"

'

%而投资者往

往只能通过借款者在平台上所公布的个人信息来源来判断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并以此确定投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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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使投资者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借款者发生道德

风险的可能性极大)此外%李钧&

/"!7

'指出
5/5

借贷平台上的大部分借款者都属于因信用较低或抵押

不足等原因不被传统商业银行接受的人群%这使
5/5

网络借贷市场上的违约概率较高)因此参与
5/5

网络借贷交易的投资者应谨慎考虑借款者各方面的信息%最大程度上减小因借款人违约而带来的风险

&陈冬宇(赖福军(聂富强%

/"!7

!

9:F%7

'

)

第三%

5/5

网络借贷的准入门槛较低%交易过程直接透明)钱金叶(杨飞&

/"!/

'调查发现!大多数网

络借贷平台对借款者并不存在严格的资格审查%所有注册用户都可以在平台上进行资金的借入或者贷

出)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根据借款者提供的信息标的挑选可靠的投资对象%整个交易过程均直接透明

地公布在网络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繁琐的审批过程%而且这种无需担保和抵押(准入门槛低的借

贷交易模式对在传统借贷市场上的弱势群体更加有利
&邢增艺(王艳%

/"!"

!

!";F!!!

'

)

综上%目前关于
5/5

网络借贷交易模式和发展特点的研究已较成熟%这种借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正规金融体系的不足
&

D?L

E

?L

%

/"";

!

7;F:"

'

%但相关部门仍应重视网络借贷中的高风险问题)

三(

M$M

网络借贷成功率与成本的影响因素

正是由于网络借贷中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需要尽可能多地从借款者提供的信息中提取

有效信息以降低成本%控制投资风险)在借贷行为中%最受关注的是借贷成功率和借贷成本)

&一'

M$M

网络借款成功率的影响因素

*借款成功率+是指借款人成功获得贷款的可能性%通常用已筹得的资金金额占总申请金额的比例

来衡量)其影响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何种信息对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是*有效+的)基于此%

国内外学者对借款信息和借款成功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关注的信息涵盖

了借款申请标的中的*硬信息+和*软信息+%其中*硬信息+主要包括财务信息(社会资本信息和人口特征

信息这三类客观信息%而*软信息+主要是指视频或借款陈述等主观信息)

第一%*硬信息+中的财务信息)

5/5

网络借贷平台涉及的主要财务信息包括!信用评级(收入状况(

房屋产权信息及负债情况等)已有的研究对借款者的财务信息如何影响借贷结果方面做出了比较细致

的总结%大部分学者认为借款目的(借款金额(借款利息(收入和信用等级等是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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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拍拍贷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数据对
5/5

网络借贷的借款成功率进行

实证分析%发现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次数对借款成功率有显著影响)可见借款人提供完善且良好

的财务信息确实可以赢得投资者的青睐
&

ÔCKK>

%

/""%

!

,ML*+)

EJ

C

J

?L

,李悦雷(郭阳(张维%

/"!7

!

:!F&!

,温小霓(武

小娟%

/"!$

!

7F%

'

)

第二%*硬信息+中的社会资本信息)一般而言%有朋友*背书+或者投标的贷款%存在较少的逾期率

和明显较高的回报率
&

VL??NPC)H\+)

%

/""%

!

!;F/7

'

%因此社会资本可以作为促进借贷成功率的正向因素

&

G#@#4L?+)?LH _C)

E

%

/"";

!

!":F!7&

'

)更进一步地%在社会资本和借款成功率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基础上%

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越低%社会资本的正向效用越明显
&

4L?+)?L

%

/"";

!

:/F&"

'

)此外%

c+)G#5LCSICOC1#Q#

和
]+.,C)C>IC)B#

&

/"";

'将社会网络资本细化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这两个维度%研究表明%结构

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借贷结果没有显著影响%但关系维度的社会资本越多%投资者认为其违约率越低%所

以此类借款人在
5/5

借贷中更容易成功获得贷款)

第三%*硬信息+中的人口特征信息)

5/5

网络借贷平台涉及的人口特征信息主要包括居住环境(年

龄(种族(外貌(教育等)

QCU+)C

&

/""9

'分析了
5/5

网络借贷双方之间的相似度对借贷成功率的影响%

实证表明借贷双方之间的相似度&如同种族(同城市和同性别等'对借贷成功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廖理(李梦然和王正位&

/"!$

'运用人人贷
/"!!

年
!

月至
/"!7

年
$

月的有效交易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中国的
5/5

网络借贷中存在地域性歧视%且歧视是理性的)除了地域差异之外%

5M

J

?2#4#

和

\#Q#B

R

N)ML

&

/"!!

'指出种族差异同样也会影响网络借贷的成功率%他们指出对于信用等级相同的黑人

和白人%黑人比白人成功借到贷款的可能性低
/:8

!

7:8

)此外%借款人的外貌
&

QCU+)C

%

/""%

!

,ML*+)

EJ

C

F

J

?L

,

2-CL>?\#?>CO#

%

/"!/

!

/$::F/$%$

'

(年龄
&

DCLC.+).*CHB(ICK?L

%

/"!"

!

!/F!9

'

(教育
&廖理(吉霖(张伟强%

/"!:

!

!$&F

!:;

'

等其他人口特征信息均会对借贷成功率产生影响)

最后%在*软信息+方面)

?̀L[?).>?+)G#HBM)?).I?+)B#

等&

/"!!

'指出%与客观确定的信息相比%

无法核实的信息对网络借贷成功率的影响更大)

G+(I?O.\#

&

/"!/

'运用自创的信息披露测量方法%将

这种软信息对网络借贷成功率的影响进行量化%他通过实证发现额外
!

单位的无法核实的信息披露&即

主观*软信息+'会导致借款成功率增加
%8

%且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越低%该正向影响越大)此外%也有部

分学者分析了借款人提供的借款陈述所带来的影响%

cCLL+PML??>CO#

&

/"!!

'分别统计出借款文本的*具

体性(数量性(人性细节和推理性+这四方面的词语所占的比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增加与个人财务状

况相关的词语数量有助于提高借款成功率%但增加人性细节描述和推理性描述反而会降低贷款成功率)

这说明文本中不同类型的语言特征会对借贷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
&

?̀L[?).>?+)?>CO#

%

/"!!

!

!7%F!$;

,

G+

F

(I?O.

%

/"!/

!

:;"F&"/

,李焰等%

/"!$

'

)再如%彭红枫(廖理和周洋&

/"!&

'对在利率竞拍制和固定利率制下借款

陈述影响网络借贷行为的差异性进行了对比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利率竞拍机制下%借款陈述的迷雾

指数和文本长度都与借款成功率呈现*倒
T

型+关系%且与借款利率存在线性成相关关系,而在固定利

率机制下%借款陈述的文本信息对借款成功率的影响不显著%但能显著影响借款成本)除了对*借款陈

述+这一软信息指标的研究%也有学者将*视频信息+作为软信息的衡量指标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相比未

提供视频信息的借款人%提供视频信息的借款人能够以更高的成功率获得贷款%此外%在借款人信用等

级较低时%提供视频信息对借款成功率的影响更明显
&王会娟(廖理%

/"!$

!

!7&F!$9

'

)

&二'

M$M

网络借贷成本的影响因素

借款成本是指借贷双方针对借贷款项达成的还款利率%主要指利息支出%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

出借款人获得贷款后违约的可能性)学界认为对网络借贷成本影响较显著的因素有三个)

首先是借款者的信用等级)信用评级是由网络借贷平台遵循一定的原则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

对借款人偿还债务的意愿和能力做出的综合评价
&王会娟(廖理%

/"!$

!

!7&F!$9

'

%投资者可以根据借款人的

信用等级判断其信用风险%使其投资决策更加合理化)在关于借款成本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借款

者的信用等级与借贷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借款者的信用等级越高%越能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

&

c+)

%

/"";

!

/F!9

,李金阳(朱钧%

/"!7

!

:7F:;

'

)陈霄&

/"!$

'通过构建*声誉模型+%从五个维度分析了影响借款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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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借贷研究述评

成本的因素%结果发现借款者的信用等级对借款成本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其他信息&如经核实的银行账

户信息(房产信息等'则几乎不对借款成本构成影响)由于目前国内的个人征信环境并不成熟%国内的

信用等级主要来自于借款者的信用认证%王会娟和廖理&

/"!$

'分析了认证指标和认证方式对借贷成本

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认证(收入认证(视频认证和车产(房产认证等认证指标对借贷成本的影响较为显

著%提供多种认证方式的借款者能够以更低的利率获得贷款)

其次是借款者所处的外部环境)根据
ĈP+).G A

%

2L?[?b

和
VMO*?.

&

/""$

'的研究结果可知%在

5/5

网络借贷的利率竞拍模式中%借款人设定的借款成本的上下限会对最终敲定的借款成本产生显著

影响%而当利率限制不存在时%投标人数便成为借款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另一方面%

D->O?LA

_#

%

3ML)C

EE

+C\#

和
4-L-)T#4#

&

/"!7

'运用
5LM.

J

?L

平台的交易数据%证明了当地银行的借贷能力越

强%借款人在网络借贷平台上越能以较低的利率申请贷款%同时%借款人所处的其他外部环境&如当地的

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均会对借款成本产生影响)

最后是借款者的其他个人特征)在不考虑借贷平台手续费的情况下%借款人付出的借款成本基本

等于投资人可获得的投资收益%因此投资者直接观测到的借款者的个人特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借款

成本)

ÔCKK>

&

/""%

'的研究发现%借款人的收入对借贷成本构成显著影响%而其他信息&如经核实的银

行账户信息(房产信息等'则对借款成本几乎没有影响,

+̀ON?SLC)NW

%

5-L+G

和
QM(IMOO\#

&

/"!"

'运用

5LM.

J

?L

平台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交易数据发现%含有自发性小组的借款平台%组内借款者比

组外借款者更有可能成功获得贷款%降低借款成本且违约率相对较低,

QCU+)C

&

/""%

'的研究则表明%借

款人的照片信息越清晰%其借款成本越小)

综上所述%在
5/5

网络借贷中%投资者的出借意愿主要受信任度程度的影响%而信任主要来源于借

款者的经济实力以及借款者所提供的个人信息的质量%借款者的经济实力越强%提供的信息质量越有

效%则越容易以较高的成功率和较低的成本获得贷款
&朱浩(郑海超%

/"!$

!

!:"F!:%

'

)

四(

M$M

网络借贷平台的风险研究

通过整理现有文献%笔者将关于平台风险的研究分为两大部分!平台的风险体现和管理平台风险的

政策建议)

5/5

网络借贷平台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制度风险和信用风险两个方面)

制度风险方面%我国的网络借贷平台以自有资金为投资者的本金或本息提供担保%这本质上是在从

事融资性担保业务%成为了事实上的担保机构%而我国#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任何

单位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这说明现有的
5/5

平台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从事

融资性担保业务%却未受到相应的监管%其担保经营行为已触碰法律边界
&叶湘榕%

/"!$

!

9!F%/

'

)更进一步

地%金娣&

/"!/

'指出这种监管制度的缺乏一方面会影响交易资金安全%增大
5/5

网络借贷的中间账户

监管缺位风险和财务披露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无法掌握这部分资金的流向%致使货币政策偏离正确

方向的可能性增大)网络借贷市场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监管%后续法律法规的颁布将会使得

5/5

网络平台面临部分或全面整改的制度风险)

相对制度风险而言%平台的信用风险更为显著%尤其是征信系统尚不完善的国家)鉴于网络平台现

有的信用评级手段有限且借贷交易的风险控制体系较脆弱%逾期还款和涉嫌诈骗等不良行为很可能在

5/5

网络借贷市场中出现%这种信用风险主要源于
5/5

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
&谈超(王冀宁(孙本芝%

/"!$

!

!""F!"%

'

)信用风险过大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打击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助长借款人的不良借款行

为%这将不利于网络借贷市场的长远发展%削弱甚至剥夺其作为传统金融借贷市场补充工具的功能
&陈

霄等%

/"!7

!

79F$%

'

)针对这样的情况%部分学者对信用风险的控制做出了研究)谈超(王冀宁和孙本芝

&

/"!$

'借助*柠檬模型+和*代理模型+发现%信号传递博弈模型可以解决平台内的逆向选择问题%而信用

担保的介入则可以防范平台中的道德风险)此外%在
5/5

网络借贷中%社会资本的存在也能够降低借

款人的信用风险和违约风险
&缪莲英(陈金龙%

/"!$

!

;F!:

,

c+)?>CO#

%

/"!7

!

!9F7:

'

)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从平台风险管理和对应的政策建议方面进行了研究)针对
5/5

网络借贷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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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体现%首先应该考虑对网络借贷平台进行结构的风险评级%对社会和投资者公布评级结果以警示

风险
&李钧%

/"!7

!

!/F!%

'

%通过积极调研(准确定位和分别制规%对不同分类下的差异性牌照进行管理%明

确监管主体并及时出台法律法规
&孔非凡(江玲%

/"!7

!

79F$7

'

)其次%叶絇和齐晓雯&

/"!/

'在详细剖析中国

的网络借贷平台风险问题的基础上%建议应采用建立信用体系和保险机制相结合的风险控制方法)同

时%还可以通过财税政策(资本金注册和投资者保护政策的引进来进行风险控制
&李钧%

/"!7

!

!/F!%

'

)

综上所述%在关于
5/5

网络借贷的风险体现方面%现有的研究已经从制度风险和信用风险两个方

面进行了总结%研究体系相对成熟)而对于平台风险防范的研究则还停留在平台的表面风险方面%如何

从根本上减小网络借贷平台的风险%是后续研究中应该关注的重点)

五(

M$M

网络借贷的监管研究

为了更好地发挥网络借贷的功能并促进其朝着正确规划的长远道路发展%保持民间金融活动的活

力%对
5/5

借贷平台进行有效的监管已经刻不容缓)通过整理现有文献%笔者将
5/5

网络借贷的监管

研究分为平台的监管现状和平台的监管建议两大类)

首先是有关监管现状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通过对比国内外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状况%认为中国自

/""&

年
5/5

网络借贷兴起以来%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监管规定%处于监管不足的状态
&李静雪%

/"!/

!

!%;F

!;/

,伍兴龙%

/"!7

!

$7F$9

'

)张欣&

/"!7

'指出%英国的
5/5

业务纳入到了现有金融的监管范围%其监管架构

以行业自律为主%同时也仍然在寻求新型的监管架构来与现有的架构相融合%而美国的
5/5

行业监管

则呈现出阶层&州和联邦'分别主导%同时有明确的法规条款约束行业行为%但我国的
5/5

平台主要依

靠行业自律来约束其行为%且不存在最优的监管模式)

对于中国
5/5

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建议%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加强行业的自律性%建立

行业协会并形成行业自理%在有效的行业自律形成后%市场的混乱经营状况才能够得到缓解
&宋鹏程(吴

志国(赵京%

/"!$

!

77F7%

'

,其次应建立专门的法律法规%加速立法加强隐私保护%保证央行和银监局的共同

管理%有效监管必须由合理的法律法规来保证
&伍兴龙%

/"!7

!

$7F$9

'

%法律法规的确立应建立在明确监管主

体(确定行业准入门槛的基础上%并用
5/5

监督管理条例来规范行业行为
&叶湘榕%

/"!$

!

9!F%/

,王艳(陈小

辉(邢增艺%

/"";

!

$&F$9

'

,再次是建立全国性的个人信用系统和有效的检测指标体系%由于征信系统的不完

善加大了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难度%有效的监管必须以健全监测指标体系为基础
&福建平南银监分局课题

组%

/"!$

!

/7F7;

,李静雪%

/"!/

!

!%;F!;/

'

%同时使用充分的监测监管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允许有条件地使用

征信系统%通过观察监测指标以及个人信用的状况%使监管更为便利,最后是确定金融创新容忍度%在不压

制行业发展和不打压民间金融活力的前提下适度监管%保障投资者利益
&吴晓光(曹一%

/"!!

!

$&F:!

,李钧%

/"!7

!

!/F!%

'

)

综上%我国
5/5

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仍不成熟%未制定相关的条款来约束行业行为)我国应尽快

完善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体系%在保持民间金融活力的同时%通过有效监管来保证投资者权益)

六(

M$M

网络借贷的未来发展

目前
5/5

网络借贷平台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在风险控制和监管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针对这

种发展现状%众多学者针对
5/5

网络借贷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邢增艺和王艳&

/"!"

'的研究

表明%网络借贷已经成为民间微型金融发展的新趋势%进一步地发展
5/5

平台需要从强化法律法规的

建设开始%同时利用各平台间的信息流通建立信息联合平台%从而更好地实现风险控制,此观点得到了

张正平和胡夏露&

/"!7

'的支持%他们指出合法化是中国
5/5

网络借贷未来发展的第一步%同时需要在

保证盈利的基础之上进行合理的风险管理,更深入地%陈冬宇&

/"!$

'从社会认知理论出发%研究了交易

信任的形成机制%他认为信息质量(网络信息和平台的安全保障是交易信任形成的基础%加强这三方面

的建设%促进信任机制的形成%才能保障中国
5/5

网络借贷的未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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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借贷研究述评

七(总结与展望

笔者通过梳理总结国内外关于
5/5

网络借贷的研究成果%从
5/5

网络借贷的兴起和特点(借贷成

功率和成本的影响因素(平台的风险和监管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五个方面对目前的研究成果进行归

纳总结%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关于网络借贷兴起和特点的研究已经比较完善%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

将重点放在后续发展中呈现的新特点方面,第二%

5/5

网络借贷中较为重要的因素是借贷成功率和借贷

成本%在借贷成功率和成本的影响因素中%借款者的*有效+信息是最关键的,第三%网络借贷平台的风险

主要体现在制度风险和信用风险%关于风险具体体现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如何从根本上减小平台的系

统风险则有待进一步分析,第四%我国关于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仍处于不成熟阶段%如何实施有效监管

以减小借贷风险%是今后的研究中应当重点关注的,第五%

5/5

网络借贷源于民间巨大的融资需求%对网

络借贷进行合法化(促进信任机制的形成(合理控制平台风险是
5/5

网络借贷的未来发展趋势)

虽然关于
5/5

网络借贷的研究已经涵盖了许多方面%但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表现

为!第一%加强对
5/5

平台的评级研究)目前只存在平台对借款者的个人信用评级%对平台本身的评级

仍处于空白阶段)对平台的评级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加有效的选择平台)第二%明确监管主体和建立分

层的监管体系是相关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借鉴英美等国的监管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5/5

网络借贷监管制度和监管体系也是未来研究中需关注的重点)第三%网络借贷的资金来源于投资者%但

资金运作不透明%容易形成*知出处却不知所踪+的资金运作危险局面%因此如何监控
5/5

平台资金运

用端的风险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新问题)第四%缓解信息不对称是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的核心%目前针对

5/5

网络借贷平台本身的研究仍然较少%如何构建合理的平台结构才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平台如何实

现担保和隐性担保相结合以保障投资者利益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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