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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过度消费产生的危害显
而易见，除了当事人陷入巨大的
还款压力中，还有用户对记者表
示，周边有陷入借贷泥潭的好友，
对自己生活也造成了影响，因为
经常接到催债电话询问好友情
况，还威胁被一起投诉。

关键是“借钱消费”已经成为
不少年轻人的习惯。尼尔森市场
研究公司在2019年底发布的《中
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指
出，中国使用信贷产品的年轻人
占比高达86.6%。

“广大消费者要树立理性消
费观，合理使用借贷产品，选择正
规机构、正规渠道获取金融服务，
警惕过度借贷营销背后隐藏的风

险或陷阱。”银保监会2020年12
月29日发文提醒消费者。

2020年 12月 31日，银保监
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谈及网络
小额贷款业务相关问题时表示，
部分互联网平台存在公司治理不
健全、利用数据垄断谋求特殊利
益、诱导过度借贷、融资杠杆过高
等问题。

近期，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公
开发布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
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银保
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网络
小额贷款从业机构要根据《办法》
的总体要求和精神做好自查和整
改。“禁止诱导借款人过度负债、
多头借贷。” （中新网）

当“白纸黑字”的信息记录模式
渐渐被淘汰，在个人信息泄露、数字
信息滥用甚至网络攻击时有发生的
背景下，高科技能否给民众带来高
保障，很多人心中也在打一个问号。

就眼下最现实的取证纠纷来
说，法律人士表示，在现实中，面对
一般的民事案件，即使技术能够实
现，网络平台也不会同意调取聊天
记录。

安翔认为，可以对相应的网络平
台作出进一步要求，方便大家完成取

证。“如果它真的持有相关的内容，其
实它是有提供证据的义务的。”

他表示，考虑到这对网络平台来
说是一种成本，另外涉及隐私安全，
也无法让聊天记录永久保留，这种记
录留存可以加上一个合理期限。

专家表示，当下，相比技术支持
和法律规范，加强当事人的备份意
识、法律意识似乎更有必要。要推
进普法宣传，让普通人提前意识到
证据保留的重要性。 （中新网）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名为化名）

你以为借贷广告只是低俗？
错！还有满满的套路！

订外卖借钱给你、打车借钱给你、做头发借钱给你、网购借钱
给你、甚至追求对象也借钱给你，一段时间内，仿佛天下所有的人
都想借钱给你——起码借贷广告给人的感觉是这样。

“一些网络平台为获取海量客户，通过各类网络消费场景，过
度营销贷款或类信用卡透支等金融产品，诱导过度消费。”近日银
保监会发布风险提示，剑指被吐槽的“土味”借贷广告等乱象。

借贷广告奇葩多

飞机上，因为母亲不舒服，一
农民工打扮的男子向空姐询问能
否开窗通风或者换一个位置，遭
到周围人嘲讽。空姐推荐男子升
舱，他为难于钱不够时，一位男士
挺身而出，对他表示不能让人笑
话，升舱的钱他出，随手拿起男子
手机帮他开通了15万元额度借
贷。

京东金融的这条广告引发巨
大争议，“丑化农民工”“随手就能
帮别人借贷15万元，我对京东金
融的风控能力保留意见”。

类似的借贷广告还很多，“去
买小龙虾因为无力支付被嘲笑，摊
主随手帮顾客开通10万元额度借
贷”“包工头拖欠工人工资跑路不
知去向，工人走投无路，路人甲随
手帮工人开通10万元额度借贷”。

即便是一些知名借贷平台，
也难免落入俗套。除了京东金
融，蚂蚁花呗借贷广告“打工者借
钱给女儿过生日”，360借条“老汉
借钱追求空姐”都备受网友吐
槽。且这股“妖风”开始刮向保险
广告等领域。

满满的都是套路

这些广告剧情一波三折，跌
宕起伏，视觉冲击极强。穿性感
睡衣的女性、空姐与老汉、农民工
与大老板……各种戏码随时上
演。有网友称，“自从看了这些广
告后，现在一般的广告都不入我
法眼。”

而且，这些各类网络消费场
景的广告，台词朗朗上口，什么

“我靠白条享受美食”“我靠白条
穿上流行”“让天下没有难借的
钱”“你的信用价值20万”，张口
即来，仿佛天上在掉钱一样，诱导
消费。

记者注意到，借贷广告几乎

都有一个共性，即把借贷额度描
述得看似余额一样，比如，“你消
费200元，剩余额度98800元。”

“你的电话号码价值15万元。”
另外，广告还弱化还款压力，

还款具体数字含糊其辞。什么
“万元日息仅1.9元”“万元日息才
2.7元”“日息仅0.05%”有的广告
甚至不告诉具体数字，直接称，

“每天利息也就一瓶矿泉水的
钱”。

但这些借贷还款利率实际并
不低，以日息0.05%为例，折合下
来，年化还款利率达18%。

部分借贷平台涉嫌骗钱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借贷平
台本身不放贷，只是借贷APP的
搬运工。不少用户反映，该类平
台还涉嫌诱导用户购买VIP。

在黑猫投诉等平台，有网友
反映，在小橙优选、喵享借、借款
喵等平台上，注册后诱导用户购
买 VIP 服务，但扣除几百元的
VIP费用后，借贷也迟迟难下发。

记者在2020年12月30日试
着注册借款喵，当天收到名为“接

待员”的短信，然后互加微信，可
通过沟通了解到，这位“接待员”
是为招联金融借贷平台服务，并
非借款喵平台。

仅仅注册借款喵，并未申请
任何服务，为何最终是招联金融
借贷平台的“接待员”？“你是如何
拿到我的电话号码的？”记者问。

“招商银行系统筛选的。”对方回
答。可记者从未在招商银行办理
过任何业务。

银保监会：警惕过度借贷营销背后的陷阱

无处不在的“无纸化”，
这边省事、那边费事？

不知不觉，“无纸化”已深入到
现代职场的各个角落，然而，当越来
越多的工作场景搬到云端线上，人
们在体验网络便利的同时，也遭遇
到一些烦恼。

各单位标准不一，纸与无纸混
乱施行；网络不稳、材料被毁；电子
证据引发的各种纠纷……不少人困
惑，无纸化办公让我们的工作处在
“这边省事、那边费事”的尴尬状态。

处处无纸化 “聊天记录有多少保留多少”

疫情之下，“零接触”的线上办公
被越来越多企事业单位甚至政府部门
所采用，信息时代，办公场景中的“无
纸化”也更为普及。

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月新春
复工期间，有超1800万家企业、超3
亿人使用在线办公应用，头部在线应
用月活数据涨势迅猛。

电子招聘、电子打卡、电子合同、
电子发票……不见面、无纸化的工作
模式令很多打工人感叹：“科技造福生
活，真香！”

但同时，网上也存在不少吐槽声
音：“单位重要保密资料存在固定电脑
上，时刻担心电脑突然崩溃”“饭店搞
电子发票，单位报销又要纸质版发票，
意义何在？”“老领导不会从单位系统

里借车也不愿学，遇事全丢给我
办”……

现实中，不断增加的开会软件、
工作群组更让办公人们烦恼。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不少上班族
都表示，电子办公的推进的确让生活
和工作更加便捷，但当越来越多的沟
通内容以电子化形式记录，生活似乎
变得更脆弱。

有网友调侃：电脑坏了、手机丢
了、聊天记录不见了，是当代人最害怕
的三件事。

不少受访者也称，他们从不删除
工作群消息，除了工作总结、日常沟通
的需要，另一方面，如今的工作群内容
已不再是单纯的聊天记录，更是一种
办公凭证。

有图就有真相？ 有时候，截图留证也不管用

从法律层面来讲，社交软件中的
聊天记录确实很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明确，证据包括电子数据。2020年5
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则解释了何
为电子数据：网页、博客、微博客、手机
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
等文档、图片、音频、视频等电子文件。

据裁判文书网数据显示，2009年
以来，与短信相关的劳动纠纷案件达
1193篇，近5年来年均达到150篇以
上，涉及微信聊天记录的相关纠纷更
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

当聊天记录变身呈堂证供，当真
有图就有真相了吗？

2018年年初，微信官方平台“微
信派”曾发表声明称，微信不留存任何
用户的聊天记录，聊天内容只存储在
用户的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上。

这一声明是出于对公众隐私安
全的考虑，但从取证的角度来说，也相

应增加了难度。
据媒体报道，疫情期间，一位准

备跳槽的职员，被其领导以微信群的
方式承诺了加薪升职，决定留下，没想
到，事后领导反悔，将其踢出微信群，
而后解散了群聊。

尽管这名职员曾保留了一张加
薪升职承诺的聊天截图，但他还是被
该仲裁庭驳回了请求。驳回理由包括
无纸质人事调动通知，截图没有具体
日期、群名称和具体内容，没有其他证
据能够说明人事调整的内容。

有图为何不能还原“真相”？北
京德翔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律
协民法专委会副主任安翔表示，证
据要求考察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
性，考虑到截图本身并非原件，可能
受到篡改，在实践中，一般需要拿该
记录的载体，也即手机、电脑进行核
对验证。“仅凭一张被切割的截图，
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很难起到
实际意义。”

远去的“白纸黑字” 网络时代的打工人需受多方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