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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监管之下，现金贷暴富神话大势已去？

众多迹象表明，现金贷的强风控监管时代已
经来临。

“现金贷存在超出监管层规定上限的高利
率，暴力催收和由暴力催收引发的对个人隐私的
侵犯三个问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
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指出，“这些问题会导致
金融市场的秩序、社会建设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欧阳日辉认为，不要求征信方面的准确信息，这
种情况下风险自然很大，但高利率足以抵消坏账
率还能盈利，这是现金贷生存的原因。短期来
看，现金贷利率高，盈利明显，即使新规出台，但
目前仍有现金贷平台可能因为行业利润太大而
甘愿冒风险。

在欧阳日辉看来，P2P同样存在上述问题，
这么高的利率还有人借贷，反映出我们的金融体
系和生态还是有一定问题。对于小微借贷还是
满足不了的，换角度来看，现金贷之所以存在，没
有满足小微、短期、没有抵押等消费对资金的迫
切需要，这也是我们要发展普惠金融的初衷，解
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因为使用现金贷平台，
不一定是个人高消费，还有一部分确实是小微企
业短时间解决资金周转。

对现金贷如何解决风控，欧阳日辉称，运用
现代互联网手段做金融业务是大趋势，可以从监
管科技方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手段进行风
控，但这个前提必须是数据也就是在个人征信建
立的前提下。

“但我们国家在建设个人征信体系上还有差
距，尽管发展趋势是这样，但很难做到。”欧阳日
辉表示。

有业内人士认为，尽管《通知》出台，但目前
看现金贷仍然有“变异”的可能，要警惕例如一些
现金贷平台可以自制“消费场景”，将现金贷业务
转化为消费贷业务，毕竟高利率对于相对成功的
平台来说诱惑不小。这也将监管变得有难度。

李勇坚认为，在新规之后，现金贷平台并没
有及时转型，还是原来的以量补质、以丰补歉的
经营思路，这样，无论是在利率、催收等方面，都
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有些平
台可能就不会做到完全合规经营，而产生大量的
不合规问题。

现金贷风控其实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
点是如何找出被现有金融风险评估模型忽略的、
具有清偿能力的借款人。这个需要引入更加强
调软信息的风险评估模型。第二个关键点是如
何确定借款人信守合同，及时还款。这个需要以
信用资本化理论为基础，建立更好的信用制度。

早在2016年，某机构17%的高年化
收益率便受到质疑，而如此高的年化收益
率和资金流是否存在关系？

据网贷天眼数据显示，自去年3月以
来，这一机构已经连续10个月资金净流
入为负数。2017年全年，其资金净流入累
计-74.97亿元，平台深陷流动性风险显而
易见。

尽管今年1月 17日，这一机构在微
信发布《关于近期舆论关注情况的说明》
中称，针对媒体报道的流动性问题，月环
比保持温和持续的正向增长态势，公司
经营状态良好，不存在流动性问题，但其
面临资金流向信息不透明的质疑声并未
停息。

而此次监管要求，这些综合资金成本
应该统一折算为年化形式，各项贷款条件
及逾期处理等信息应在事前全面、公开披
露，向借款人提示相关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P2P平台和现金贷的
问题相伴而来，主要原因还是P2P平台是
现金贷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通
知》中“禁止通过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融
入资金”的表述将让现金贷平台的资金面
临“枯竭”。这意味着现金贷资金成本比例
中占比较重的P2P亦将失去高额红利。

尽管随着《通知》丛林规则的重新回
归，99%的传统现金贷即将面临消亡，但
以往的高额红利仍然会让P2P以及现金
贷业务面临很大憧憬。

P2P、现金贷业务的高风险往往伴随
着高利润的产生。中国社科院财经院互
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认为，高风险
的现金贷业务的盈利模式包括：以量补
价，通过做大数量，再按照大数定理，使风
险平滑化，从而降低风险；以高利率覆盖
高风险。现有的现金贷业务，大都采取高
利率（不单纯体现在直接利率，更体现在
各种名目繁多的手续费等费用方面），以
高利率的收入来覆盖高风险。

在李勇坚看来，部分现金贷业务可能
已陷入蓬齐游戏困局。也就是说，希望借
款人从其他平台借新债来偿还旧债，这是
一种风险非常高的、无法持续的盈利模
式。

2017年11月21日，关于互联网现金
贷业务预判风险增大，相关部门有意加大
监管力度的消息一度在金融圈甚嚣尘上。

关于“因部分机构开展的现金贷业务
存有较大风险隐患，要求监管部门一律不
得新批设网络（互联网）小贷公司，禁止新
增批设小额贷款公司跨省（区、市）开展小
贷业务”的表述还是让在美国上市的趣
店、信而富、宜人贷、拍拍贷股价出现大
跌。

实锤不期而至。2017年12月1日晚，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和P2P网络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关于整顿“现
金贷”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三

天后，第一个交易日，几家赴美上市的涉
及现金贷业务的公司股价齐齐下跌，趣店
下跌9.65%、拍拍贷下跌5.23%、信而富下
跌13.62%。

毋庸置疑，《通知》是针对2017年下
半年以来愈加泛滥的现金贷业务顺势而
来。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严苛监管下，行业
内一些P2P和现金贷平台仍逾越监管红
线频遭多方诟病。据蓝鲸财经报道，某机
构有收取高额“砍头息”的嫌疑，有迹象表
明，该机构有借款人借五万实际到账三万
元的违规行为。另有证据指向借款人向
此机构借款48900元，实际到账仅30000
元，砍头息高达近40%。

就在国家严令禁止校园贷的大环境
下，这个机构还通过旗下现金贷平台顶风
作案违规向学生放贷，并且年化利率远超
监管红线，甚至部分业务利率超过70%，
在冲刺备案的关键节点造成不良影响。

然而，现金贷暴富神话大势已去成为
必然。此次监管要求，各类机构以利率和
各种费用形式对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
成本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
利率的规定。也就是说，现金贷业务，年
化利息和费用应该在24%以内，最高不得
超过36%。

事实上，监管机构决心让金融规则重
新回归现金贷行业，九成现金贷平台将戴
着“枷锁”前行。

本报记者 汪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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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
日前，由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互联网金

融研究院、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反欺诈中心
等共同主办的“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互联网
金融研究院物联网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据
悉，物联网研究中心的成立，将有利于推
动物联网的快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聚集
了一批物联网和区块链领域的专家，正积
极就技术研发、商业应用、产业战略等方
面进行分享与交流，为创业者提供指引，
为行业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从而起到促进区块链技术服务于社会
经济的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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