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开伟：网络非法放贷抬
头折射出了深刻社会金融
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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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莫开伟 

 

刚刚据媒体披露，上海警方近期通报的一起新型网络非法放贷案引起

广泛关注与讨论。在无需抵押、不看征信、秒速放款、高额低息等看似“福

利”的诱导贷款噱头之下，网络非法放贷骗局近期有了“抬头”迹象（12

月 12 日《北京商报》）。 

看到这则消息，相信广大网民还是有点感到相当惊讶，对于网络非法

放贷问题，近几年尤其是今年以来相关金融监管机构与司法机关比如央行、

银保监会、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推出的各种监管措施频频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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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开展的种类整治整治活动也是频频出手；同时，各类舆论媒体也是调

低宣传，形成了严控氛围。如此以来，形成了全社会对网络非法放贷的严

厉打压态势，各种网络非法放贷得到了有效遏制，很多的网络非法放贷行

为偃旗息鼓，即便还有少数网络非法放贷平台存在也只能是悄然转入了地

下状态。 

而最近据上海市公安局 12 月 7 日通报的信息显示，2021 年 8 月初市

民吴先生看到网络上发布的小额贷款广告，据平台客服介绍，贷款无需抵

押、不看征信，只需要提供自用手机详细参数的贷款产品，按照手机回购

价值的 20%确定贷款额度，在客服引导下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聚宝盆”

的借贷类 App。吴先生获得 400 元授信额度，收取 200 元服务费，实际放

款 200元，三天后需要全额还款，逾期未归还将收取每日 100元的逾期费。

后来吴先生未能按照归还，手机被“锁定”无法使用，并遭到客服辱骂催

还款等“软暴力”催贷。还有江西、云南等地也有反映“手机贷”诈骗问

题。 

这种行为构成了典型的网络非法放贷特征，明显具有各种套路贷的性

质，尤其显现了“换汤不换药”的“骗中骗”的黑色本质，应在严厉打击

之例。而目前网络非法放贷再次沉渣泛起，直接原因是临近年关，不少犯

罪分子存在“捞一把”的心理，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同时，也有不少民

众风险防范意识脆弱，不能有效识别网络放贷中的各种套路套风险。 

网络非法放贷死灰复燃看似原因虽然简单、直接，但折射出的深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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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金融经济问题却不容小觑：一方面，网络非法放贷之所以能有机会重现

江湖，拥有自己一席之地，还在于监管不力、不到位，尤其网络监管部门

对各种 APP 监管留下了不少漏洞。如果网络监管机构能对各类平台进行有

效识别，对于从事非法网络放贷平台的行为能够及时发现，将其进行关闭，

犯罪分子就难有生存土壤，也就不可能对民众实施网络非法放贷甚至是网

络诈骗。另一方面，打击不力使网络非法放贷者心存侥幸，或者因为违法

成本不高导致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主要是相关监管部门在整治活动上

“紧一阵、松一阵”，不能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使网络非法放贷平台

有机可侵。或者即便查出了，由于处罚过轻，无法让其破产或让将牢底坐

穿，促使其难以对网络非法放贷的犯罪行为起到敬畏之心。再一方面，我

国普惠金融服务依然不能及时普及到所有社会普通民众，使得普通民众或

者社会低层民众的有效金融信贷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只能从这些网络非法

平台得到实现。比如网络披露的这些网络借贷者，借款金额大都只有寥寥

几百元或壹千元，且借款人大都以在校学生等低收入群体为主。最后一方

面，当前普通民众尤其低收入底层民众的防范能力弱、识别金融风险的能

力低，表明全社会金融防范意识普及尚有较大的差距。比如对借款周期短、

利率高以及无需抵押、 不看征信等网络“噱头”认识不清，非常容易上当

受骗，不自觉地钻进了网络非法放贷的陷阱。 

由此，整治网络非法放贷，彻底让网络非法放贷销声匿迹，是一项社

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综合发力，形成有效的、全方位式的立体严

防体系，才能最终将网络非法放贷平台彻底消灭干净：主要是网络监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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