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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政府日前拒绝承认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一事，商
务部有关负责人2日回应指出，
美政府做法为罔顾世贸规则，
将“替代国”和“市场经济地位”
搅在一起是混淆视听，中方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日
表示，美政府已向世贸组织正
式提交书面文件，反对在反倾
销调查中给予中国“市场经济
地位”待遇。

众所周知，中国人为加入
世贸组织曾付出艰辛的努力，
但很多人纳闷为何16年后，依

然没有在国际上获得市场经济
地位，为何要如此看重它？

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
在《议定书》中不得已接受了

“三大不利条款”。其一是：入世
15年内（到2016年12月10日）不
具备市场经济地位。

这个“地位”的重要性在
于，当“有地位国”对“没地位
国”的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诉
讼（质疑其低价抛售）时，判断
出口价格是否过低的标准，不
是没地位国的国内实际价格，
而是另一个“有地位的替代国”
的价格数据。这样，只要找一个

成本很高的国家作为标杆，几
乎必然判定存在倾销。

举例来说，上世纪90年代，
欧盟对中国开展彩电反倾销调
查，居然丧心病狂地以新加坡
作为替代国来计算彩电的生产
成本。当时新加坡的劳动力成
本可是中国的20倍，算下来中
国当然在低价倾销。

那么，中国全面市场经济
地位与谁有关？根据当时中国
加入WTO的条款，只有该成员
国在中国入世之前的国内就已
存在反倾销与是否非市场经济
地位的相关规定，才可以在中

国加入WTO后对华反倾销中
利用是否“市场经济地位”这一
点，否则是不行的。

而在中国入世之前就存在
相关立法的经济体，主要有美
国、欧盟、巴西、埃及、印度、以色
列、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秘
鲁、新加坡、南非、泰国、土耳其
等十四个经济体。从这个意义上
说，只有让这些经济体承认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才是最重要的。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到目
前为止全球已经有包括俄罗
斯、巴西、新西兰、瑞士和澳大
利亚等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但由于上述
十四个经济体都不包含其中，
因此，其实际意义并不大。

实际上，“完全市场经济地
位”的认定，在很多时候并不简
单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它虽
然披着一个经济的外壳，却有
着一个政治的内核。

2日，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
表示，该案件与“市场经济地
位”无关，世贸规则也没有“市
场经济地位”的判定标准。美国
并不是该案的当事方。中国已
另案将美国类似做法诉诸世贸
组织。 据新华社等

无资质不准放贷

新规提出，设立金融机构、
从事金融活动，必须依法接受
准入管理。未依法取得经营放
贷业务资质，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经营放贷业务。

此条对应了网传已久的
“持牌经营”，意味着11月21日
互金整治办暂停新批设网络
(互联网)小贷公司及新增批小
贷公司跨省(区、市)开展小贷
业务的决策落下实锤，网络小
贷牌照暂时关闸。

据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
术专家委员会披露的信息，至
11月19日，我国运营的现金贷
平台多达2693家。公开信息则
显示，截至2017年11月22日，各
地发放的网络小贷牌照共280
张。以此计算，关闸后，将有
2413家机构被关停，淘汰率达
90%。

《通知》显示，小额贷款公
司监管部门（即地方金融办或
金融工作局）暂停新批设网络
(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暂停
新增批小额贷款公司跨省(区、
市)开展小额贷款业务。已经批
准筹建的，暂停批准开业。

暂停开业已经获批筹建的
小贷公司，就意味着，在280家
拥有小贷或互联网小贷牌照的
企业中，包括京东金融、苏宁云
商、昆仑万维等在内的20家企
业已经过了金融办公示期的公
司，和获得地方金融办批复但
尚未注册的6家企业都将暂停
筹建和开业。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
所教授黄震表示，新规强调了
金融必须有牌照管理，无牌照
的机构禁止参与放贷，对于没
有牌照的参与主体，要小心了。

新规提出，对于未经批准
经营放贷业务的组织或个人，
在银监会指导下，各地依法予
以严厉打击和取缔。

另外，新规还规定禁止骚

扰、暴力催收以及保护客户信
息、核心业务不准外包等。

叫停银行助贷模式

《通知》显示，银行业金融
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展贷
款业务的，不得将授信审查、风
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外包。“助
贷”业务应当回归本源，银行业
金融机构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
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增信服务以
及兜底承诺等变相增信服务，
应要求并保证第三方合作机构
不得向借款人收取息费。

这也就意味着现有的第三
方兜底的银行助贷模式被彻底
叫停。不少现金贷的“金主”是
银行，这种模式通常会被粉饰
为“助贷”。助贷顾名思义，就是
帮助有放贷资质的持牌机构放
贷，赚取中间差价和费用的行
为。不少互联网金融平台在监
管收紧、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选
择从银行拿钱。

但银行作为更为老牌的金
融玩家，怎会愿意轻易涉足在
其眼中是“次级贷款”的互联网
金融呢？奥秘就在于一纸“抽屉
协议”。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
肖飒接受采访时表示，一些助
贷机构与金融机构签署“抽屉
协议”，由助贷机构为金融机构
某些借贷合同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有时候还要求助贷机构的
实际控制人、CEO在合同上签
字，以个人全部财产作为连带
担保人之一。

挣钱了可以分一杯羹，亏本
了第三方平台扛。但风险暗含其
中，一旦以贷养贷的把戏玩不下
去，坏账过高，助贷机构无力支
撑，则有可能触发风险警报。

“按照‘穿透式监管’的思
路，以上行为实际上还是会被
认定为：助贷机构扮演信用中
介，深度参与借贷法律关系，甚
至就是拿持牌机构当‘通道’，
自行放贷。这种畸形的发展路

径，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事件，
届时，银行等机构也被拖下
水。”肖飒表示。

另外，场内和场外ABS（资
产支持证券）和网络借贷信息
中介机构融资也被叫停。

管好而非“管死”

《通知》规定，严格规范网
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停发
放无特定场景依托、无指定用
途的网络小额贷款，逐步压缩
存量业务，限期完成整改。禁止
发放“校园贷”和“首付贷”。

现金贷无场景依托、无指定
用途的属性，使得监管在防范

“以贷养贷”“多头借贷”的同时，
不得不再次强调监管红线：现金
贷不得进入校园贷和楼市。

据媒体此前报道，现金贷
借款中，有近半流入楼市，虽然
北京、江苏、深圳、广州、江西、
浙江等地方监管已先后发文后
禁止，但消费贷款溯源一直是
消费金融机构的痛点。此次通
知下发硬性规定，或许能遏制
住现金贷的不正流向。

北京市网贷行业协会秘书
长郭大刚则认为，目前市场上
短期小额贷款类服务供给仍相
对较少，应鼓励有资质的机构
合法合规开拓市场，因此要通
过规范整顿建立适当机制，正
确引导市场方向。同时，还应进
一步明确市场原则，“该打击的
要打击，不能一味纵容，避免劣
币驱除良币”。

新规出台后，相关企业对
此如何应对是市场关注的焦
点。一些此前冲在行业前头的
企业已率先跳出来表明态度。

备受关注的趣店集团和蚂
蚁金服便在新规发布当晚第一
时间回应。

或许，随着“锤锤到肉”的
整顿重拳到位，“现金贷”行业
的大洗牌才刚刚开始。

据中新社、新华社、每日经
济新闻等

美国拒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是罔顾世贸规则

中中国国已已另另案案将将美美类类似似做做法法诉诉诸诸世世贸贸组组织织

现现金金贷贷““断断粮粮””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
日晚发布《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下称《通知》）。高速发展的现金贷（小额现金贷款）
业务，伴随着过度借贷、不当催收、畸高利率等问题。最高法规定，民间借贷年利率超36%部分不受
法律保护。但有的年化利率超过500％，甚至1000％。新规对整治上述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部分地区现金平台贷数量

广东 北京 浙江 上海 山东 江苏

413
380

229
273

75
65

数据来源：各大公司2017第三季度财报、网贷之家、数据工场

银行再不能躲背后搞助贷
叫停无牌放贷、超高利率
不得进入校园贷和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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