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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注册便扣款，谁动了我的“钱袋子”？

网络贷款，层层套路何时休
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许多金融产品在网上随处可见，这其中就包括网

络借贷。 不同于传统的借贷方式，网络借贷客观上有操作便捷、流程简单
的特点，然而，有些网贷平台却风险暗藏。

近日，不少网友在某投诉平台上反映，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来
自网贷平台方的扣款短信。未输入支付密码便被扣款，有网友甚至表示自
己连扣款提示短信都没有收到。

擦亮双眼选择正规平台

朱巍认为， 第三方支付平台
在与网贷 App 进行合作前，也应
对其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资质进

行考核，确认其是正规平台后再
与其合作。 若网贷平台缺乏资质
或相关证明， 第三方支付平台还
要跟它们合作， 就需要承担连带
责任。

近期， 网贷行业清退步伐不
断加快，上海、四川、深圳等地相
继公布了网贷机构清退名单。 监
管引导机构良性退出， 有利于化
解行业风险，加快行业出清，净化
市场环境。前不久，北京也公示了
第二批 15 家网贷“黑名单”。一直
以来， 一些不良网贷平台引发的
问题屡见不鲜，乱象丛生，侵害了
用户权益。监管部门及时出手，对
于营造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无疑

是强有力的信号。一些不良甚至非
法网贷平台不仅侵害了消费者正

当权益，有些较为极端的案例甚至
对用户的正常工作、学习、家庭生
活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危害之大实
在不可小觑。

对于网贷平台使用者来说，
如何能够准确识别“套路”，避免
个人利益受损？ 业内分析人士认
为， 目前市场上存在的许多网贷
App 是不合规的，“套路” 层出不
穷， 也给识别和判断造成了不小
难度。用户要擦亮眼睛，尽量不要
使用许多不知名的网贷 App，也不
要通过这类产品来理财。 与此同
时，要注意注册协议中所涉及的相
关隐私问题，努力保障自身权益不
受侵害。

（据新华网）

“我的钱到底去哪儿了”
不久前， 在哈尔滨读

大学的王斌收到银行卡扣

款信息， 显示已向某网贷
平台支付 299 元人民币 ，
在此期间， 他并没有输入
支付密码， 也未在扣款前
收到任何提示。 值得注意
的是， 王斌在下载了与之
相关的 App （应用程序）、
注册并填写完银行卡号与

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之

后， 发现软件使用前要先

收取费用。 出于谨慎，王斌
并未使用该网贷平台并随

即卸载。 令人意外的是，两
天后， 王斌仍然收到了平
台的扣款信息。

这种遭遇并非个例 。
笔者在梳理相关情况后发

现， 投诉平台上与之相关
情况的投诉已过万件 ，大
部分投诉内容与之相仿 ：
下载网贷 App、注册、填写
个人信息、扣款。 由于还未

使用过网贷借款功能 ，不
少用户对被扣款的原因疑

惑不解。
据统计，存在“不知情

便扣款” 情况的网贷 App
至少有 10 余款 。 网友表
示，平台扣款数额从 98 元
到 299 元不等， 扣款理由
也是五花八门，“个人信息
评估推荐服务”占多数，但
不少用户并不知自己已使

用过此项信息评估服务。

服务协议暗藏扣款名目

还未借款，为何已经被
收取了费用？ “个人信息评
估推荐服务”可以在用户不
知情的情况下收费吗？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所谓需要收费的“个人
信息评估推荐服务”，多隐
藏在用户刚注册时填写的

服务协议里。 事实上，用户
在注册过程中， 会有需要
自行勾选的服务协议，“我
已阅读并同意 《代扣服务
协议 》”“登录即代表您同

意《用户服务协议》”“我已
阅读并同意 《评估推荐服
务协议》”……收费的信息
评估推荐服务就在其中，利
用不少用户很少会认真阅

读注册时相关协议的心理，
就这样“拿走”了用户的钱。

不少网友表示， 自己
注册时 “不知不觉” 地就
“开通”了免密支付。 从注
册到自行勾选服务协议再

到开通免密支付， 一个再
寻常不过的注册场景 ，实

际上却陷阱重重。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

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

示， 网贷平台对于关键性
条款没有给予明确提示 ，
而是隐藏于条约中， 这本
身就侵害了用户的知情权

和自由选择权， 这样的约
定理应无效。 在用户并未
产生贷款业务、 网贷平台
也没有提供任何服务的情

况下 ，平台 “五花八门 ”的
收款是不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