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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过拔毛、巧立名目
借 款 人 防 不 胜 防

“一共只借 1500 元的钱 ， 却花了
720 元买会员，利息还得另算，太坑了！”
来自江苏无锡的周女士 1 月份在同程
旅行 App 上借了 1500 元， 借款时系统
弹出一个“乐活会员”开通界面，费用一
栏写着“60 元月/年卡”。

“必须开会员才能借钱，当时以为
会员总值 60 元 ， 没想到是个每月付
60 元的年卡 ，最终借了 3 次钱 ，开 3
次会员 ，花了 3 份钱 。 ”周女士说 ，由
于当时急用钱 ， 没有认真看条款 ，导
致现在即使还清贷款 ，还要继续交会
员费。

来自成都的小梅的困惑则是借的

钱总是不能足额到账。 由于此前毕业旅
行“经费”紧张，小梅在某第三方信贷推
荐平台上找到了指上旅行 App，“当时
平台上写的是借 3000 元，分三期还，最
后只需还 3090 元”。

“到手时傻眼了，只有 2096 元，App
客服告诉我扣掉的 904 元用来给我买
违约保险。 后来我仔细一看三期还款时
间一共 1 个月，每期 10 天。 粗算下来借
款年利率超过 300%。 ”小梅说。

记者了解到，随着监管趋严，如今
各个网贷平台套路越来越隐蔽。 除了
会员费 、违约保险 、旅游券 ，还有的以

管理费、 服务费等各种名义扣除借款
人的费用。

“挖窟窿”“擦边球”
维权路上困难重重

借钱过程中 ， 稍不留意就进了
“坑”，但维权却不容易。

在某投诉平台， 投诉同程旗下提
钱游产品捆绑会员消费 、 变相收取
“砍头息”的帖子超过百条。 但同程的
官方回复却为 “提钱游确保在法律法
规及协议允许的范围内收费 ，平台相
关业务均符合相关规定 ，是合法合规
的经营”。

“借完钱才发现 ，平台和实际放款
方不是一家公司 ，维权只能被 ‘踢皮
球 ’。 ”小谢觉得 ，有的网贷平台精心
设计好了 “窟窿 ”，就等着借款人 “往
里跳”。

广东的廖女士反映， 她在惠花钱
App 借款时被搭售多份华泰保险产品，
“但给惠花钱和华泰保险打了无数次电
话，双方就没一个肯退钱”。

记者发现，有的网贷平台在 App 条
款里就埋下了推责 “伏笔”：“如您与平
台合作方（实际放款方）之间发生纠纷，
由您与平台方自行解决”， 但实际发生
纠纷时，借款人想要找到放款方就很不
容易。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方超强指出，如果不能证明平台方和实
际放款方之间对“雁过拔毛”的收益存
在分成关系，很难判定搭售属于“砍头
息”或“断头贷”，相关纠纷更容易被看
作搭售问题引发的合同纠纷，维权难度
较大。

记者还发现， 有的网贷平台为了
避免被维权，频繁更换“马甲”，加大借
款人维权难度。 如被多位网友投诉的
点点金融 App 就长期处在闪退无法打
开状态。

网 贷 平 台 转 型

需“堵偏门、开正门”

当前，部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正向小额贷款公司转型。 专家认为，需
警惕转型中的网贷平台“搞变通”，对借
贷者收“过路费”，应持续提高平台合规
审慎经营能力。

方超强认为，在实践中，对于钻法
律漏洞，利用优势地位，迫使借款方接
受不公平借款条件，加重借款人负担，
甚至导致实际借款成本超出法定利率

上限的， 金融和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
对相关企业进行约谈， 进行惩处或提
出警示。

中央财经大学应用金融系主任、金
融证券研究所所长韩复龄建议，应利用
部分网贷平台向小贷公司转型契机，对
网贷平台的互联网背景和网络技术资

源基础、监管系统对接等方面设置更严
格准入门槛，使其真正满足非现场监管
要求。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

蔚冈指出，当下不少借款人在被“雁过
拔毛”后遭遇维权难，主要原因在于对
平台的股东、出借方与自身之间的权责
不够清晰。 网贷平台在借贷时应向借款
人进行 “强提醒”， 明确各方权利和职
责，进行合规审慎经营。

“应加强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力度 ，
帮助其养成审慎的习惯；平台在设置所
谓增值服务时需以醒目的方式提醒借

款人，不得将捆绑商品或服务作为默示
同意的选项给借款人下套。 ”方超强说。

（据新华社）

网络上动动手指，验证一下身份，就能轻松借到钱……相对传
统借贷， 网络借贷因审核周期短、 放款流程简单而受到借款者青
睐。 随着网贷平台整治不断深入，该行业风险持续得到缓释。 但记
者调查发现，仍有网贷平台玩起了巧立名目的“变形记”，对借款者
“雁过拔毛”，亟须引起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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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保坐乏了， 站起身捶了捶腰，复
又坐下说道：“你知道武清伯把这棉衣
生意交给谁做了？ ”

“不知道。 ”
“你猜猜？ ”
“这哪猜得出来。 ”张居正两手一摊。
“老夫说出这个名字， 包你吓一

跳，”冯保说，就一字一顿念了三个字，
“邵、大、侠。 ”

“真的是他？ ”张居正双眼一亮。
“千真万确，武清伯亲口对老夫所讲。 ”
张居正霍地站起，兴奋地说：“这事

情就好解决了。 ”
“老夫知道张先生如何解决，”冯保

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说道，“你可以
借此薄惩武清伯，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
的，同时重办邵大侠，更是做到了一箭
双雕。 邵大侠不除，终是祸害。 ”

张居正笑了笑，没有作答。
大约五天以后，一乘四人抬女轿在

乾清宫后游艺廊门口停了下来，从轿上
走下一名袅袅婷婷的女子。 她穿着一件
红缎大团花的对襟袄儿，外头披着一袭
白绫衬里的紫貂斗篷。 虽穿棉着彩，却
一点不显得臃肿和俗气。 这女子不是别
人，正是积香庐中的女主人玉娘。 一大
早，宫里头就放了轿子到积香庐，传旨
说是李太后请玉娘过去叙话儿。 玉娘不
敢怠慢，忙梳妆打扮一番，然后登轿而
来，到游艺廊的门口，已是辰时三刻了。
听得落轿声，尚仪局女官容儿忙掀开棉
帘儿迎上来，笑道：“玉娘，快进来，太后
早等着你！ ”

玉娘也不及答话，随着容儿进了游艺
廊，朝坐在榻椅上的李太后跪下行礼。 李
太后笑吟吟地让她起来坐在自己身边，拉
着她的手问：“玉娘，这些时做什么了？ ”

“启禀娘娘 ， 张先生让奴婢读

《女诫 》。 ”
“读《女诫》？ ”李太后颇觉奇怪，追

问道，“张先生怎么让你读这个？ ”
“他也没说为什么，大约是看奴婢

任性，没有大家闺秀的那份矜持，”玉娘
说着眼帘儿一挑，又道，“太后为《女诫》
写的序言，奴婢已背得烂熟。 ”

李太后顿时想起隆庆六年六月间

的事，六科廊一帮言官人手一册洪武皇
帝亲自审订的《女诫》，争相传阅，以此
暗示她女流干政有悖祖制。 当时张居正
为她出主意，由她个人捐资印行《女诫》
五千本颁发天下，并亲撰序言，以此回
击那帮惟恐天下不乱的饶舌者。 这一招
儿还真灵，那些反对者再找不着闹事的
口实了。 那篇序言虽是张居正代撰，但
很合她的口味，因此一字不曾更易。 如
今听说玉娘能把它背诵下来，心中大感
快慰， 便问侍立一侧的容儿：“容儿，你
有《女诫》一书么？ ”

容儿一屈膝，禀道：“有，娘娘曾赐
奴婢一本。 ”

“你可否背来那篇序言？ ”
容儿脸色腾地一红，局促不安地回

答：“启禀太后，奴婢不曾背得。 ”
“还是张居正调教有方，”李太后由

衷地赞赏，“张先生的身上真有古大臣
之风。 ”

玉娘一向没有受到过拘束，因此也不
懂得怕人，李太后话音一落，她就接嘴问
道：“请问太后，什么叫古大臣之风？ ”

“为社稷轻生死，对皇上忠心不二。 ”
“若是这两点，首辅老爷倒当之无

愧。”说到这里，玉娘小嘴一噘，又道，“但
有时候，他也显得不通人情。 ”

“说说看，张先生怎的不通人情？ ”
李太后非常有兴趣地问。

“奴婢已经有五天见不着他的人了。 ”
玉娘说着眼圈儿一红，竟扑簌簌掉

起了眼泪。 这一哭反倒勾动了李太后的
心思。

却说那天早上， 当小皇上跪在乾清
宫门外雪地里把那件破棉衣举给她看的

时候，她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想起了
在乡下碰到的那些穿着破棉袄的小乞

丐。 等到小皇上讲完早朝的事情，她情不
自禁抱起小皇上， 母子俩相互依偎着痛
哭一场。 但是，当最初的激动平息下来，
她开始冷静地思虑这件事的

后果时， 心中的怜悯便受到
了巨大的挑战———她开始为

这件事的后果而担心。

熊召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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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头息“穿上花马甲”
网贷“变形记”怎么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