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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还款都要小心哦借贷还款都要小心哦

网上借贷坑多不靠谱网上借贷坑多不靠谱

“本来是好奇想测试一下额
度，没想到，测试出来额度很
低，只有 2000 多元，更没想到
的是，还给我强制下款了。”前
不久，手头比较紧张的吴文斌，
在手机上看到某借贷软件的广
告。本打算借2万元使用，填写
一系列资料后，经过测试显示额
度只有2163元。“因为觉得没什
么帮助，使用期限还短，我没有
接受这笔钱。”

意外的是，这款软件竟强制
给他“发钱”。吴文斌去找客
服，要求立即结束此款项，出示
结清证明，归还除合法利息外的
全部利息金额，却没有人回应。

如今，以某某贷、某某分
期、某某借等为名的借贷软件层
出不穷。此前，它们大多打着低
门槛、0手续费等标签，现在更
多以“测试额度”当作吸引关注
的噱头。

“支付宝直接提现啦，手机
号使用1年，最高可借5万元……

使用3年，最高可借15万元！”某
借贷软件中，甚至连个人手机号
的使用年限，都成了提升额度的
法宝。宣传文案大力鼓动着人
们，“快来测试你的额度吧！”

不少用户正是出于好奇，想
看看自己的额度如何，而被意外
地“发了钱”。和吴文斌遭遇类
似，张燕表示，自己只是打开了
一款借贷软件，打算测试额度并
查看利息水平，没想到填完基本
信息后，就被强制下款一千余
元。“这笔钱的突然到来，是在
我什么都不知道，也未明确签署
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发生的，希望
平台可以给一个说法。”

记者发现，“测额度”的较
高风险在于，多款借贷软件上，
冗长繁杂的相关协议需要勾选同
意，才能进一步操作。而测试或
者激活额度，也需要填写不少个
人敏感信息。主要包括姓名、城
市、身份证照片、银行卡号等，
其中一些还需要通过人脸识别。

【借】测试额度 引来强制发钱

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人难免会遇到手头紧张
的情况，还有人为之前的债务烦恼。而资金周转之
余，始终要多一分理性，以免燃眉之急未解，又被不
法分子趁火打劫。

除了放款随意，借贷软件通
常还会披上“高额低息”的外
衣。而事实上，低息背后隐藏着
重重陷阱，还起款来往往不少。

一款宣称“别再碰高息贷了”
“日息最低只要 0.03%”的软件，
在投诉平台上有着超过 9000 条
用户投诉。除了质疑利息过高
外，用户还分享了自己在借款成
功后，突然被自动开通会员并扣
除费用的遭遇。“在未明确通知的
情况下，默认勾选开通会员，借款
到账后扣款 428 元，要求退款”，
有类似遭遇的用户不在少数。

记者发现，一些借贷软件所
谓的“低息”，在宣传中大多表述
为日息，年化利率往往写作小字
体的“×%起”，容易给人造成误
解。此外，由于一些软件常常“嫁

接”在其他平台上，除了本金和利
息外，涉及的诸如担保费、服务费
等费用，则深藏在协议合同中，提
醒告知也不够显眼。等到还款计
划来临时，借钱者才能发现真
相。一款名为“××分期”的软
件，就让借钱者吃不消。有用户
表示，自己被该软件强制下款了
2000元。仅七天时间，利息和本
金就一共要还2910元。

用户伍林非告诉记者，自己
在“某某钱”申请了一笔15000元
的借款，分 12 期偿还。一开始，
他并未觉得异样，后来通过还款
计划一算，总利息加上每月担保
费共计 3000 元。“这不符合国家
设定的利率，本人只应偿还全部
本金和合同上写明的合法利息，
提前结清，不该支付高额担保费。”

号称低息 暗藏费用陷阱

较之借钱时遭遇到的麻烦，
顺利办了贷款，到期却还不上
钱，或许更加令人挠头。

瞄准这一状况，近期出现不
少以债务优化、法律援助等为名
的公司、机构，甚至个体的“法
务”“律师”等，宣称可以帮欠
款者去做“停息挂账”。

所谓“停息挂账”，即与
银行协商，将债务冻结一段时
期。其间不再增加新的利息，
每期只还本金就可以。如果协
商成功，就可以停止催收，停
止利息的继续产生。一些相关
讨论帖中，时常会出现手机、
微信、QQ 号码等联络方式。
并有“欠款者”现身说法，极
力推荐某位“顾问老师”处理
得当，帮助自己成功“上岸”。

记者以几张信用卡欠款 5
万 元 为 名 ， 联 系 数 位 理 财 顾
问 。 提 及 如 何 与 银 行 沟 通 协

商，对方均遮遮掩掩，只强调
“你找的都是客服，我们找的
都 是 内 部 人 员 ， 权 限 有 区
别”……

处理费用方面，通常会以欠
款人的债务总金额为基础，收取
百分之五。记者的 5 万元债务，
需支付 2500 元方可办理停息挂
账。要先支付一半作为定金，余
下的办理成功再收取。稍一犹
豫，对方便称“你这个逾期，利
息和罚息都不少的。”有的则
劝，“时间长了，咱这点费用还
算啥呀！”

记者就“停息挂账”事宜咨
询银行业务经理，对方表示不
同地区的不同银行，对欠款的
政策态度可能会有差异，但她
暂未听说过此类政策。“我们
有客户做生意，没能还上款，
就上了征信。如果有政策，我
们肯定会主动介绍的。”

【还】停息挂账 先交一半定金

作为“经济身份证”，个人征信
近年越发受到重视。若出现问题，
焦虑之下难免会去寻求“解决方
案”，由此给了一些人员可乘之机。

污点漂白、抢救你的征信
……以“征信逾期”作为关键词
搜索，会显示大量号称可以对征
信进行“修复”，消除逾期记录
的机构广告。“提供你最新的个人
征信报告，身份证资料，再办一张
电话卡。由我们代理你和银行对
接沟通，你不要再接银行的电话。”

至于如何沟通，对方同样不
愿多谈。而实际上包括停息挂
账、征信修复在内的各种“反催
收”手段并不神秘，概括起来都
是编造各种“不可抗力”理由向
银行申诉，或通过投诉、举报等
迫使金融机构妥协。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22年
9月，湖北警方联手“分期乐”平台，
对一协助债务人批量伪造重症、贫
困证明的非法代理“债闹”团伙进
行立案打击。据披露，此前平台发
现50余份因重症、贫困需停催的

申请“不太对劲”。它们证明材料
模板一致，来电手机号码归属地均
集中在同一地级市，但用户户籍实
际分布在全国多地。

围绕“反催收”黑灰产业，金融
机构和相关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应
对。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

《关于开展“征信修复”乱象专
项治理“百日行动”工作的通
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此项工
作。银保监会办公厅于7月份发
布通知，提出要严肃查处以“征信
修复、洗白、铲单、征信异议投诉咨
询、代理”为名行骗，严重扰乱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大局的不法分子。

“广大用户不要轻易将身份信
息、金融信息等隐私敏感信息提供
给他人。拒绝参与编造理由、提供
虚假信息、伪造证据等违法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提示，若信用信息确
有错误、遗漏，北京地区的消费者
可向相应金融机构客服电话咨询，
或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信用北
京查”小程序，向人民银行提交征
信维权和解申请。来源：北京晚报

信用修复 编瞎话做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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