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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消费信贷（也被称为消费者信贷）是商业银行或者其他信贷机构（如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

款公司等），以消费者的信用为基础，向消费者个人发放的一种贷款。其用途主要是用于购

买如个人住房、个人汽车、旅游等，是一种具有明确消费行为的个人贷款。

消费信贷市场规模及渗透率底，市场整体发展潜力巨大。我国消费信贷保持快速增长，2020

年11月26日，金融数字化发展联盟首份研究成果《2020消费金融数字化转型主题调研报告》

正式发布。《报告》指出狭义消费信贷（不含房贷、车贷等大额借贷的日常小额消费信贷需

求）市场是整体信贷市场增长的主要推手，我国狭义消费信贷占整体信贷市场的比重已

从2012年的28%提升到2019年的34%，市场金额复合年均增长率超过22.8%，市场规模未来仍将

持续上升。  

各项贷款保持较快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2022年3月末，贵州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

余额32226.3亿元，比年初增加2102.9亿元，同比增长8.1%。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32165.7

亿元，同比增长8.1%，为近四年来较高水平。  

政策层面，2020年4月20日，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商务厅、央行贵阳中心支行、银保监

会贵州监管局及证监会贵州监管局五部门联合发布《贵州金融系统&ldquo;金融担当 促进消

费&rdquo;倡议书》。倡议书鼓励贵州全省金融系统干部职工多下馆子、多线上线下消费，促

进餐饮零售等企业复苏回暖；鼓励全省金融系统加大金融供给力度，加大个人贷款投放规模

，推动消费提质扩容。2021年4月，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印发了《2021年贵州省信贷政策指

引》(贵银办发〔2021〕42号，以下简称《指引》)，督促指导全省金融机构持续提升信贷政策

执行的精准度和有效性，聚焦贵州省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贵州省消费信贷行业发展态势与市场全景评估报告》报

告中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

谈，以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

的产业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

规律，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

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

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白炭黑产业有个系统深入

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白炭黑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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