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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4日，银监会与工信部、公

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

联合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

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

法》）。该《办法》对网贷监管体制、网

贷经营定位及网贷违法犯罪处罚等

进行了全面、科学的界定。

自2015年12月28日，四部委发

布网贷征求意见稿至今，仅半年多时

间，《办法》即正式颁布，可谓行动迅

速，这既彰显了中央政府加强网贷监

管、维护金融稳定和避免民众遭受损

失的急迫心情，更反映了网贷本身急

欲走上正轨发展轨道的迫切需要。

可以说，《办法》正式发布实施，标志

着我国对互联网金融监管迈出了实

质性、关键性一步，既表明了我国金

融监管日趋成熟和完善，更拉开了金

融监管序幕。从此，中国将告别网贷

恐惧时代。

具体看，《办法》凸显了三大监管

特点或功能。

首先，明确了监管部门，使互联

网金融终于成了“有娘的孩子”。据

统计，截至2016年 6月底，全国正常

运营的网贷机构共2349家，借贷余额

6212.61亿元。这样庞大的网贷金融

体量，由于一直处于缺乏监管、缺规

则、缺门槛的“三缺”状态，致使发展

处于“无娘管”的无序状态，不仅异变

为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准金融机

构，还有很多不少P2P借贷平台参与

民间非法集资，将资金用于自营业

务，形成了较大金融风险隐患，发生

了大量资金断链关门、卷款跑路等现

象，严重影响了市场参与者信心和行

业声誉。《办法》的发布实施，明确了

银监会、公安部等部门职责，消除了

监管“真空地带”；建立起了政府监

管、行业自律、市场约束三位一体的

立体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了政府、行

业、市场各方力量，使网贷处于全方

位监管之下，也使网贷发展有了自己

的“主心骨”，终于可光明正大地发展

了。而且，有利于建立统一数据登记

平台，完善风险预警、监测机制，在规

范从业机构市场行为和保护行业合

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加

强了机构之间的业务交流和信息共

享，树立行业的正面形象，为网贷发

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其次是明确了经营定位，使互联

网金融终于有了准确发展方向。过

去一段时间，由于网贷方向定位不

准，一直将自己当成信用中介的“准

金融机构”，本身却缺乏正规金融机

构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导致了经

营思想模糊，使经营行为发生了错

位，变成了追求高风险投资回报的逐

利商业机构，与之相伴的问题便逐渐

增多和日益暴露。

现在，《办法》将其准确定位于信

息中介机构，不得从事自身或变相融

资、直接或间接接受和归集出借人的

资金、不得直接提供担保或承诺保本

保息、不得发放贷款等等，严格将其

业务限制在信息中介范围。尤其规

定网络借贷金额以小额为主，即同一

自然人在同一网贷平台的借款余额

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在不同网

贷平台借款总额不得超过100万元；

同一法人在同一网贷平台借款余额

上限不得超过100万元，在不同网贷

借款总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

不仅将网贷严格控制在小而精的普

惠金融业务范围，更能防范信贷风险

集中诱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再就是明确了资管模式，使互联

网金融终于有了可靠的风险隔离墙。

过去，由于没有将网贷纳入正常监管

轨道，大量网贷机构向外吸收的资金

大都流入了自设的资金池，进行高风

险资本运作，无法隔离自有资金与吸

收资金风险，酿造了大量资金断链和

卷款跑路恶性金融事件，给网贷业正

常发展蒙上了一层令人恐惧的阴影。

新《办法》的颁布实施，明确规定

了网贷机构应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

业金融机构作为第三方资金存管机

构，对客户资金进行管理和监督，实

现客户资金和网贷机构自身资金分

账管理。该制度规定将有效防范网

贷机构设立资金池和欺诈、侵占、挪

用客户资金风险，有利于资金的安全

与隔离，对于规范行业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尤其，银行业金融机构可

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易资金划转、

资金清算和对账等职责，将网贷机构

的资金与客户的资金分账管理、分开

存放，确保资金流向符合出借人的真

实意愿，有效防范风险。且下一步随

着银监会网贷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

具体办法出台，可及时将网贷行业资

金存管纳入正规轨道。

此外，《办法》第40条、41条、44

条，对网贷违法犯罪定性及其情况处

罚决定，严明了法律规范，使互联网

金融违规违法行为终于有了严格的

处罚机制，对约束网贷行为和优化网

贷生态，将起到重要作用。

近期，多家媒体称美团外卖、饿了

么等外卖O2O，将竞价排名引入外卖

平台当中来忽悠食客，此举再次触动

公众神经。

营销链的一端连着商家，一端连着

消费者，所以，这种做法究竟危害了谁，

在此不言自明，最倒霉的是消费者，不

但吃亏还可能上当。因为当有些消费

者想通过互联网外卖订餐时，打开美

团、饿了么等热门外卖网络平台首页，

可能会直接在首页的“附近商家”中选

择。大家一般都以为，排名越靠前，越

可能就是外卖平台的优质商家，殊不

知，有些商家是通过竞价排名的方式，

直接进入首页附近，“跻身”为推荐商家

的靠前名次。而这种名次，与饭菜质量

和食客评价无关甚至负相关，只是餐饮

商家花200多元就能往前排序。

前段时间，百度因竞价排名闹起

的风波，虽说提醒了不少人，但可以肯

定的是，如今还有许多食客仍被这种

做法误导。不过，消费者终究能够知

道，这类外卖网所谓的排名因竞价而

获得时，最终的结果是没有赢家。食

客不会继续看排名而下单；政府因监

管缺位导致公信力降低；玩弄伎俩的

小作坊一旦被曝光则声名狼藉，“赔本

赚吆喝”；而收取商家小恩小惠的网络

平台，即使暂时赚了点广告位推介费，

最终也当成一个垫背的。对造成不公

竞价排名的那些店家和网络平台，这

不是损人不利己吗？

这种做法为何屡试不爽？究其根

本,是无良商家对黑钱的贪婪所致，是

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力使然。怎样根治

这种乱象？

其一，职能部门监管不力应被问

责。

网信办和工商等监管部门，应对

消费者合法权益负起责任，应拿出治

理之策，对外卖平台的竞价排名机制

加强审核与监管，如果是广告却不具

有一般的可识别性，即意味着这种行

为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如果因

此给用户造成误导并形成消费的事

实，实质上属于一种欺诈违法行为，应

当依照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对违法者

予以严管重罚，对广告发布者除了依

法开出相应罚款，并督促其立行整

改。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有效推进，

需要对“不作为监管者”作出前置性警

示，以严肃纲纪，确保“非法竞价排名”

失去滋生土壤，并通过机制、体制的完

善，确保这类做法“玩不下去”。

其二，外卖平台等互联网企业，应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正规的推行竞价排名机制本无可

厚非，但外卖平台竞价排名要有规

矩。讲规矩，必须依法按规实施，确保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这样赚

钱心里才能踏实。

根据9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互

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之规定，只要

商家是花钱提升排名的，外卖平台就

该明确标示出这是商业广告或商业推

广，而不是自然搜索呈现出来的结果，

让用户在选择时有所注意和区分，而

不是让用户误把靠花钱排名靠前的商

家当成有口碑、服务优质的商家，这是

应当坚守的最基本的底线原则。而在

今后，互联网广告也应全面依法驶入

正轨。否则，必将得不偿失。

其三，消费者应积极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我们不可苛求消费者成为生活百

科的专家，但大家应力求掌握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最基本的法规常识，一

旦上当受损，坚决通过曝光和投诉等

依法维权，形成人人都是消费者、人人

都是监督者的事实。试想大家都“较

真”，无良商家和外卖平台就不敢为所

欲为了。

网贷新政拉开了金融监管新序幕
莫开伟

李宏

纵容外卖网竞价排名是公然侵害消费者

尽管招商引资对地方经济发展和

拉动就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应

该依据本地优势产业，开展产业链招

商，以产业为导向开展招商引资。

曾几何时，唯GDP论引发我国东

部地区排山倒海式的招商引资热潮，

大部分地市都以“捡到篮子里的都是

菜”的心态，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要

务”，层层下达招商引资指标，并制定

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所有党政部门

均有招商引资任务。只要能来投资，

不论与地方产业规划是否相符均来者

不拒，只要引来投资就是功臣。一时

间，“GDP英雄”层出不穷。

然而，这种表面看似迅猛的粗放

型经济发展，也埋下了重重隐患，GDP

光环的背后，付出了沉重代价。2015

年，上海市环保局长张全在“民生惠

民”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预计总投入

约1000亿元，实施第六轮环保三年计

划，安排220余个项目，设水、大气、土

壤、固废、工业、农村农业、生态和循

环经济 8 个专项领域和若干保障措

施。

浙江省时任省长李强在2015年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将雾霾

治理列为2015年浙江十件民生实事

之首，全面淘汰改造燃煤小锅炉，基本

淘汰黄标车，浙江省环保重点“五水共

治”项目，总投资高达4680亿元。

江苏省确定，在2020年前投向太

湖治污的费用，将有可能超过1000亿

元。治污涉及项目包括各级太湖保护

区内污水处理厂建设、饮用水安全工

程、面源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十大

类。

值得庆幸的是，阵痛后的东部经

济，及时调整产业机构，在倒逼企业转

型升级的同时，实行高门槛、高标准、

高质量、高要求的“四高”招商引资举

措，使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产业效能

更趋合理。

令人担忧的是，在经济发展相对

落后的地区，仍然在走以破坏环境为

代价，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面对经

济下行压力，许多市县为了迅速提升

经济发展速度，仍然以低门槛、高优惠

为招商引资“秘籍”，不经严格审查和

实地调研，贪多求快，甚至不惜把一些

产生污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噪声、辐

射等污染性要素的项目也一股脑儿引

进来，似乎稳增长的唯一法宝就是吸

引外地客商来投资。

在南昌市昌湾大道88号的空地

上，曾一度成为村民热情期盼的项目

——江西现代农产品流通中心停工

了。这个项目规划用地约800亩，总

投资24亿元，如今成了一片荒地，没

有一丝复工的迹象。

东北某县，政府花力气从河北招

来一家葡萄酒厂，当初承诺提供充足

的原料，结果商家投资了六七千万，却

被告知当地并不适宜种植葡萄，这家

酒厂的设备至今还闲置着。

河南渑池县号称总投资5亿元、

占地150亩、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

建成后产值可达8亿元、利税8000万、

解决200人就业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河南钎秋（长虹）电器项目，如今

不但没能按原计划2年建成投产，投

资方还因债务缠身被告上法庭，项目

烂尾。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超越法

律法规范围，给予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和企业特权。如安徽怀宁挂牌保护招

商引资重点企业，赋予企业不受检查

的“超国民待遇”。山东滨州中海风景

区五星级豪华酒店沦为羊圈。黑龙江

肇东市政府出动警车低价为招商引资

企业抢奶源，以不办生鲜乳许可证等

证件要挟奶农。还有的地方招商招来

的是污染企业，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以至于民众血铅中毒、镉中毒的事件

不断发生，百姓怨声载道。

事实上，“饥渴”招商，“逼疯”的是

官员，破坏的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秩

序，拖累的是地区群众福祉。产业转

移不是简单的复制，更不能转移污染

和落后产能，要把资源承载能力、生态

环境容量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依据，

努力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否则，必然使生态遭受严重

污染和破坏，最后受伤的不仅是我们

这代人，还祸及子孙后代。

【招商引资系列评论之一】

“饥渴”招商后患无穷
金开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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