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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手机App用户告诉记者，
一些生活中常用的App，俨然成了

“金融App”。就连平时常用的拍照、
办公软件都有借款功能，经常出现鼓
励用户开通借款功能的弹窗提示。

青岛市民郑昱告诉记者，她平
时常用的拍照App“美颜相机”，最
近打开后总是有弹窗消息，提示送
她一个最高88.88元的红包。点开
红包后，就会进入一个“美图e钱
包”的界面，里面除了提供“借钱”
服务，还有“您有最高额度200000
元待领取”“最高可借200000元”
等极具诱惑的广告。“一款拍照软
件，为啥老出现借贷广告？不理
解。”郑昱说。

不少公司职员告诉记者，不仅
是拍照软件，常用的办公软件

“WPS Office”，也出现了借钱功
能，号称“低利率、无抵押，最高可
贷96400元，年利率7.2％起”。

记者下载了部分常用App测
试发现，不少社交、出行、生活服务
类 App 中都有借款功能，部分
App还把借款功能作为重点模块
进行展示。如用于叫车服务的“滴
滴出行”，其借钱功能按钮就摆在
App主页，与打车、顺风车、共享单
车等功能并列。在外卖应用“饿了
么”上，借贷功能不仅出现在首页，
而且接入的借款服务有七八种。
在社交App“陌陌”上，其提供的借
贷服务宣称最高额度为6万元，且

“无担保、无抵押，有手机和银行卡
就能申请”。

此外，还有一些App以“免费
领取会员”为噱头，引导用户使用
借款服务。例如某款视频App以

“免费送3个月VIP会员”为由，引
导用户点击广告，点击进入后则会
出现“新用户领30天首期免息券”

“最高可借额度200000元”等网络

借贷广告。山东艺术学院大四学
生孙思齐说，在视频App“爱奇艺”
的应用界面内，有时会出现借贷功
能的广告；平台还宣称，只要注册
并完成借款，就能领取会员。

不少App在借贷服务中都注
明资金来自银行及持牌放款机
构。记者咨询了一款社交App的
客服人员，对方表示，该App是金
融机构的合作伙伴，负责接入借贷
服务；推广平台本身并不提供资
金，出现纠纷时需要借款者和资金
提供方协商解决。

有多少App可以“轻松借钱”？
“借钱”满天飞背后暗藏多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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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今晚开奖
奖池8.98亿元

今晚双色球第2021075期开奖，
2元可中1000万元。本期号码预测分
析：上期和值84点，小幅下滑，本期可
关注和值小幅上升，区间在95-115之
间。上期落号开出1枚，落号奖号连续
6期开出，本期可关注4、5尾数1-2枚
落号开出。上期连号开出1组，连号
奖号连续5期开出，后期有走热趋势，
本期可关注大数区域二连号。上期蓝
球开出07，本期关注0路号开出。

本期综合推荐（10+2）：05、08、
10、13、16、19、22、26、27、30+03、
06。 （仅供参考）

点开“滴滴出行”“去哪儿旅行”“哈啰出行”等App，显眼位置
均可看到“借钱”；点开“京东”“58同城”“美颜相机”等App，显眼
位置也能看到“借钱”……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不少手机App存在与自身主要业务毫不
相干的借贷功能，并以低息、红包等作为噱头引导用户开户。App
“借钱”满天飞，背后暗藏多重风险。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年轻用户开始尝试使用移
动端上的金融平台进行借贷。中
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消费金
融公司发展报告（2020）》显示，对
于消费金融公司而言，部分公司的

“80后”“90后”客户占比达到90％
以上，其中，“90后”客户占比普遍
在50％左右。

相关专家认为，与专业化的银
行等金融机构推出的App相比，
一些常见的生活类App使用人数
更多，覆盖面更广。由于使用频率
很高，过度宣传借贷功能更容易让
网民掉入网贷陷阱，并导致互联网

金融风险。有关部门需要对这类
App加强监管，堵住由此带来的互
联网金融漏洞。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顾雷说，应持续加强对手机App
开设借贷功能现象的监管。对于
当前“什么App都可以放贷”的局
面，要有更精准的规范和约束。比
如在平台的借贷资质、用户申请门
槛、推广方式等方面，都应有更明
确和严格的标准，以实现App借
贷业务有序、有度发展。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
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一些机构发
放的个人消费贷款中并没有明确

指定使用范围，部分信贷资金存在
未按指定用途使用的问题，违规流
入房地产市场以及股市、债市等金
融市场。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平台
的指导，在对用户的申请审核、贷
款用途和流向的监管上更加严格。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
院长田轩表示，很多普通用户具备
的金融知识有限，容易被平台夸张
的宣传所诱惑。行业监管部门可
定期在校园、社区等场所开展金融
知识的普及教育，培养更多人形成
良好的金融素养，增强抵抗金融风
险的意识。

（据新华社）

社交、出行、视频等生活服务
类App用户基数庞大，其中很多
使用者本无强烈借贷需求；在这些
App“广撒网”式宣传下，一些使用
者受诱惑开通了借贷功能。

记者发现，不少平台的借款功
能都以“实时审批、极速到账”为卖
点，并且承诺的额度不低。几款
App对开通借款功能的审核都颇
为宽松，填写个人姓名、身份证号，
进行人脸识别后，绑定收款银行卡
就可以借钱。

部分App中的借贷功能还以
低息为噱头吸引用户，但实际上却
埋着高息的深坑。某款App宣称
借款额度最高达到20万元，最低
年化利率只有7.2％；但当记者按
照App内的要求填写完各种个人
信息后，年化利率一下子涨到了

23.4％。
在黑猫投诉等互联网投诉平

台上，有多名用户投诉称，一些
App里的借贷功能存在重复扣款、
收取高额利息、开通后无法取消等
问题。

一位银行客户经理告诉记者，
普通用户在银行申请信用卡，一般
初始额度只有2万元到5万元；但
不少App上的借贷功能，动辄宣
称可以提供30万元到50万元的额
度。额度一旦过高，如果用户还款
逾期，带来的金融风险很大。

互联网经济专家刘兴亮认为，
不少App用户众多，如果平台采
用诱导的方式推广借贷功能，一些
风险意识不足、消费自控力较差的
群体就存在过度借贷的可能。

多位大学生在黑猫投诉上反

映，看到某款社交App上频频出
现的借贷广告，经不住诱惑，就尝
试借款，数额在1万元到3万元不
等；但借款后却无力偿还，影响了
个人征信。

此外，借贷功能还极易侵害用
户个人信息安全。国家网信办在今
年 5月的一次通报中指出，84款
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其中
半数以上App都具备金融功能，这
些App存在非法获取、超范围收集、
过度索权等侵害个人信息的问题。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中小
借贷平台上的个人信息很容易泄
露。个别平台为追求利益，会把个
人信息“打包”卖给第三方；只要用
户在一家借贷平台上申请过借款，
其他借贷平台的骚扰电话就会“蜂
拥而至”。

各类App都盯上“借钱”业务

“轻松借钱”背后暗藏多重风险

对App借贷亟待加强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