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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贷8000元，提前还款需要支付本金、利息、担保费共计近1.4万元。这样的遭
遇正在不少人身上上演。目前，虚假宣传、诱导贷款、“砍头息”等网贷乱象仍不
同程度存在，不少借款人深陷网贷泥潭而不能自拔

● 一些网贷平台涉嫌虚假宣传、违规营销金融产品，应当进一步加强监管和开展集
中整治；借款人也要增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受骗，当权益受损时要敢于依法维权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丹东

□ 见习记者 张守坤

去年10月，来自安徽的大二学生李子健（化名）从一网络贷款平台贷了8000元钱
，约定分期12个月还款。贷款前，他特意咨询了该网贷平台的客服，确定除了利息
没有额外的费用。然而，当年11月第一次还款时，除本息外，平台还要求其支付每
个月550元的担保费。

感觉被骗，李子健要求提前还清贷款。网贷平台则要求其全额支付12个月的利息和
担保费，加上本金，共计近1.4万元，且态度强硬。因害怕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外举债
和影响征信，李子健无奈通过向同学和其他网贷平台借钱还了这笔钱。

李子健的遭遇，当前正在不少人身上上演。《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采访发现，
目前，虚假宣传、诱导贷款、“砍头息”等网贷乱象仍不同程度存在，不少借款人
深陷网贷泥潭而不能自拔。多位专家指出，一些网贷平台涉嫌虚假宣传、违规营销
金融产品，应当进一步加强监管和开展集中整治；借款人也要增强防范意识，避免
上当受骗，当权益受损时要敢于依法维权。

网贷需要交各种费用

变种砍头息层出不穷

贷款5000元、实际到账4500元，而本金和利息都要按照5000元计算。这是家住北
京市朝阳区十里堡的张杨（化名）两年前的一次遭遇。那时，他刚离职又没找到工
作，为付房租在一家较为知名的网贷平台申请了贷款。

“当时仔细询问了对方有没有其他费用、利息高不高等，对方答复没有其他费用、
利息低，我才贷了款。没想到签了协议后，对方立即以手续费为名扣掉了500元。
”张杨回忆说。

这种出借人给借款人放贷时先从本金中扣除一部分钱的行为，叫作“砍头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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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714高炮”高息网贷，“砍头息”也为人所熟知。

记者调查发现，当下，直接扣除借款本金的“砍头息”已经较为少见，而以手续费
、征信费、担保费、查询费、发款即需支付利息等名目变相收取“砍头息”的情况
较为多见。

“还有一些网贷平台要求借款人同步购买会员、保险等服务，或购买虚拟物品、商
城商品等，这些都是变相的‘砍头息’。”上海中联（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小
明说，收取“砍头息”的形式多种多样，判断的关键在于借款合同金额与实际到手
金额是否一致，在贷款前或贷款后短时间内有没有其他的强制收费。

采访中，有借款人向记者反映，其于今年1月15日在一家保险公司网贷7万元，分期
36个月，签订协议时对方承诺没有任何额外费用，可偿还欠款时却发现，对方将借
款与保险捆绑，每月除还本息外，还要缴纳875元的保费，3年下来仅保费就要3万
多元。后来经不懈投诉，对方同意返还保费且不再收取。

在另一名借款人的指引下，记者下载了一款旅游公司的App并找到其网贷页面。记
者发现，如果想要借钱，必须开通其会员。该借款人说，他于今年7月和10月分别
借了3笔钱、每笔2000元，借款期限均为一个月，每一笔借款都要开通一次会员，
会员费219元，而会员服务并非是自己所需要的。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任超说，“砍头息”本质上说是高额利息的预先扣除，其行为在
法律上定义为非法。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七十条和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解释，预
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借款人可以主张
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和利息。

“现实中存在刚发放贷款，就要求借款人先返还大量利息的情况。借款大多是为了
应急，过早的要求其还款、还利息，让借款人难以享受到借款利益，按照民法典有
关规定，应当按照实际借款金额和期限计算利息。”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
说。

有借款人提出：“砍头息”是否为诈骗行为？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
教授谢澍分析，“砍头息”中涉及的虚假宣传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甄别，究竟是
在真实情况基础上的“夸大其词”，还是完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而虚构事实或隐
瞒真相，是区分一般虚假宣传与诈骗行为的关键。

虚假广告诱导消费者

网贷平台被大量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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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头息”只是网贷乱象的一个缩影。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很多App和短视频平
台上，充斥着大量网贷广告和进入端口。“额度高、利息低、手续方便、放款快”
几乎是这些网贷平台的共同口号，有的甚至打出了“零利息、可循环使用，最高免
息××元”广告。

在一些短视频直播平台，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有不少网贷推介广告和链接。记者
在其中一条视频下留言“急需5000元，有人帮吗”。没过一会儿就收到了十几个人
的私信，向记者推荐各种网贷平台。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这些网贷平台均被大量
投诉。

“我借了6万元，万元利息最低2元，而且申请方式特别简单，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输入手机号和身份信息就能申请了。最高额度20万元，5分钟到账。”这是短视频
平台上的一则网贷广告。

今年年初，正上大三的小陈想买一部手机，看到上述这则广告后申请借款2000元，
分期3个月。然而，利息和逾期违约金都比他预想的要高很多——每月利息50元左
右；加上不到半年的逾期违约金，网贷公司要求其偿还近4000元。最终，小陈在家
人的帮助下才还清了借款。

在小陈的指引下，记者也下载了该网贷平台，在完成身份认证和人脸识别后，记者
输入银行卡账号，填写了个人基本信息、资产信息以及紧急联系人等，完成以上信
息后即可提交借款申请。

该平台借款期可分为3个月、6个月、9个月、12个月。记者尝试发现，借款1万元
，分期12个月，每月需还款923.95元，12个月共需还款11087.4元，平均一天利息
近3元，借款期限越短利息越高。因记者未走完全部借款流程，后续是否有其他费
用不得而知。而逾期费用计算复杂，包括逾期违约金、服务费、催告费等。

在“黑猫投诉”平台，网友对该网贷平台的投诉量达4.2万余条，均为“欺骗诱导贷
款”“年利率超过30%”“高利贷”“暴力催收”等投诉。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网贷平台与美容、培训机构相互勾连，通过夸大宣传、
诱导消费等形式，忽悠消费者购买自身经济实力无法承受的消费项目，签订“美容
贷”“培训贷”等。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阅发现，一些案件揭露了“培训贷”套路：培训机构在面
试求职者时，对其进行技术测试，以测试结果不合格为由通过“话术”诱导求职者
进行培训，承诺培训合格后高薪就业，推荐求职者与其合作的网贷平台签订借款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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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美容贷”情况，记者以准备隆鼻为由加入了一个整形整容交流群。当记者
提出预算不足时，多位美容医托主动加记者为“好友”，“为了美花点小钱很值得
”“很多小姐姐都选择贷款分期”“利息低、负担小”，极力推荐“美容贷”。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统计，“诱导消费者办理美容网贷”是今年上半年全国消
协组织受理的美容美发类投诉的集中问题之一。

暴利驱使致屡禁不止

加强监管和依法维权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对网贷乱象问题高度重视。2019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
《关于网络借贷不实广告宣传涉嫌欺诈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同年人民
银行等四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规范网贷行为。
在扫黑除恶过程中，“套路贷”也是被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

然而，为何网贷乱象屡禁不止？

在任超看来，严管之下，很多机构和平台仍对违规网贷趋之若鹜、铤而走险，根本
原因是暴利所致。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对借款人资产、信用等方面的审核要求较
高，一些中小企业和个人无法及时得到贷款，存在需求；另一方面，平台的分散性
和手段的隐蔽性，让监管机构很难将此类违规、违法行为完全清理干净。

孟强认为，这些App和网络平台，都构成电子商务法中明确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主体地位，如果它们只是简单地提供一个交易场所，那么其责任和义务相对较轻；
如果参与放贷，或没有参与但对放贷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是明知的，而不制止、不整
改，则平台经营者将和放贷者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北京己任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龙非指出，这类含“无抵押、无担保、无征信、低利
息、放款快”等内容的网贷广告，实际上又包含“砍头息”等各类费用的，已经涉
嫌构成虚假宣传。此外，有的网贷平台可能根本不具备放贷资质，涉嫌违规营销金
融产品，部分平台还涉嫌侵犯用户个人信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进一步加
强监管和开展集中整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一定条件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定先行赔付义务。为
进一步规范网贷平台，龙非建议，从民事赔偿的角度强化平台责任，推进网络交易
平台提供者的先行赔付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网贷的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
费者的承诺，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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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贷平台的监管，应当以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规范化、常态化的数
据共享机制为基础，使得各监管部门得以共享网贷平台的相关金融数据，进而对其
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研判。”谢澍说。

如何防范网贷平台设置的套路和陷阱？

孟强建议，消费者要理性消费，不要盲目追求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同时要提高判
断能力，不要被一些表面“福利”所迷惑。在签订相关贷款合同时，要仔细阅读条
款，避免不公平条款和陷阱。当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敢于依法维权。

“可以向相关协会和执法部门投诉、咨询律师、提起诉讼等，如果遇到暴力催收等
违法犯罪行为，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孟强说。

“有借款需求的群众，一定要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进行贷款，切勿轻信网络或者手机
短信中的小广告。对于打着正规平台的旗号进行宣传的，要进行核实和确认，避免
上当受骗。”龙非说。

来源： 法治日报——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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