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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惑无处不在 引流无孔不入

网贷“套路” 下的“负债者联盟”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张勤峰

“手机+身份证， 有这两样就能借

钱。简单，门槛低，还不欠人情债。” 周游

说着，随手打开一款手机APP———某移

动办公软件，在“活动福利” 菜单栏下

赫然写着“借钱” ，点进去，正中间红色

大号字体显示的是数字“96400” ，上面

写着“当前最高可贷额度（元）” ，再往

上是 “1千元借1天费用低至2毛”“低

利率，无抵押” 。

接着， 她又打开一款社交软件，首

页上显示 “某某备用金官方助手” ，广

告词写着“借钱面前的人情债，那不如

来某某官方借款” ，后附“查看额度” 链

接，点入，同样是一串诱人的红色数字，

数值在不断变大。

作为“负债者联盟” 曾经的一员，

周游对这些网贷引流的“套路” 再熟悉

不过了。

“以前看了是心动， 现在看了觉得

心慌，借钱容易还钱难！” 这位刚工作几

年的湖南女孩问，“这有没有人管？ ”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监

管部门明令禁止金融产品过度营销，但

在林林总总的各种平台助推之下，网络

借贷的据点已遍布互联网世界。 一张

“天罗地网” 在悄然间织就，诱惑无处

不在、无所不及。

进坑容易出坑难

互联网平台为商业银行、消费金融

公司、小贷公司放贷引流早已不是新鲜

事。 如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应

用场景越来越丰富，用户使用越来越频

繁，各类移动应用产品百花齐放，渗透

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便利人们生活交

流的同时，也为网络借贷引流提供了肥

沃的土壤。

记者调研时发现，现在无论是逛网

店、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机票，还是随

手刷微博、看视频、听歌、看新闻，乃至

办公、运动，但凡下载量高一点的APP，

基本上都提供了网络借贷的接口。

在引流这件事上，很多平台干得十

分卖力。 首页展示、反复推送、定时投

放，都已是常规套路。 有的还利用大数

据进行精准投放，有的会附上“生动案

例” 试图引起“共情” ，还有的干脆以各

种奖励提高吸引力。

除了在投放方式上花心思，各家还

在宣传文案上下足工夫。“只需身份认

证，极速审核”“门槛低，22岁可申请”

“放款快，3分钟到账”“最高可借20

万”“1千元1天最低只需0.2元” ……总

之，借钱简单，还钱简单，统统都简单！

果真这么简单？

记者注意到，目前很多引流广告展

现的贷款信息是日利率而非年利率。

“网上贷款有个潜规则是着重宣传日

息， 年利率有时可能也会标注出来，但

往往会用很小的字号， 不容易被注意

到。 我当时就被日息迷惑了，认为跟几

万块相比， 几块钱的利息根本不算什

么。 ” 周游说。

不仅套路满满， 而且进坑容易出

坑难。

“最开始是用信用卡， 用它付了半

年房租，大约一万五千元。 后来，信用卡

还不上了，又开通了支付宝的借呗。 日

常花销都用支付宝的花呗和信用卡，还

不上了就用借呗还钱。 ” 周游向记者复

盘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滑进“深坑” ，“一

开始借的不多，可以还了又借出来。 后

来额度不够了， 就开始在其他平台借，

用借出来的钱去还其他欠款，平台越借

越多，欠款越滚越大，最多时欠了11万

本金。 ”

在周游看来，如今遍布互联网世界

的这张密网，还在无时不刻地诱惑着像

她一样的借款人“自投罗网” 。

（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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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委整顿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乱象

坚决遏制互联网平台精准“收割”大学生现象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中国银保监会3月17日消息，银保监会办

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教育部办公厅、公安

部办公厅、 人民银行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

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银保监会等五部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近期， 部分互联网小额贷款机构通过和科技公

司合作，以大学校园为目标，通过虚假、诱导性

宣传，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诱导大学生在互联

网购物平台上过度超前消费， 导致部分大学生

陷入高额贷款陷阱，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为尽

快规范整顿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乱象， 有必

要尽快出台《通知》，以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

业务为重点， 进一步加强放贷机构客户营销管

理和风险防范要求，加强在校大学生教育、引导

和帮扶力度，合理引导网络舆情，加大违法犯罪

行为打击力度， 坚决遏制互联网平台精准“收

割”大学生的现象，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规范机构营销行为

《通知》从四方面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

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

一是加强放贷机构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

款业务监督管理。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

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进一步加强消费金

融公司、商业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大学生互联

网消费贷款业务风险管理要求，明确未经监管

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一律不得为大学生提供

信贷服务。 同时，组织各地部署开展大学生互

联网消费贷款业务监督检查和排查整改工作。

二是加大对大学生的教育、引导和帮扶力

度。 从提高大学生金融安全防范意识、完善帮

扶救助工作机制、 全面引导树立正确消费观

念、建立日常监测机制等方面要求各高校切实

担负起学生管理的主体责任。

三是做好舆情疏解引导工作。指导各地做

好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政策

网上解读和舆论引导工作。

四是加大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中

违法犯罪问题查处力度。

《通知》针对当前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监管要求。

一是规范放贷机构及其外包合作机构营

销行为，要求放贷机构实质性审核识别大学生

身份和真实贷款用途，不得以大学生为潜在客

户定向营销，不得采用虚假、引人误解或者诱

导性宣传等不正当方式诱导大学生超前消费、

过度借贷，放贷机构外包合作机构不得向放贷

机构推送引流大学生。

二是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学生互联网

消费贷款风险管理，针对贷前审核、贷后管理

等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风险管理要求，要求严

格落实大学生第二还款来源， 规范催收行为，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所有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

款信贷信息都要及时、完整、准确报送至金融

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三是部署开展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

务监督检查和排查整改工作。

堵偏门 开正门

《通知》明确，对于已发放的大学生互联

网消费贷款，一是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制定整改

计划，已放贷款原则上不进行展期，逐步消化

存量业务，严禁违规新增业务。 二是要求银行

业金融机构加强排查， 限期整改违规业务，严

格落实风险管理要求。（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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