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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银行开启消费贷花式营销
利率降至“2”字头，专家称消费贷利率并非越低越好

消费贷营销花样翻新

近期，招商银行、北京银
行、杭州银行等多家银行正掀
起新一轮消费贷营销热。多家
银行为吸引客户贷款，消费贷
产品花样翻新，甚至有银行推
出消费贷利率“团购价”。

某农商行客户经理提供的
某款消费贷产品营销信息显
示，新客户成为“团长”，可享受
最低2 . 68%的优惠利率，最长借
款期限为24期。

该行客户经理向记者介绍
该款产品“团购”机制时表示：

“新客户可以使用该消费贷产
品申请贷款额度，审批下来后
会有一个基础利率。如果想获
得优惠利率，新客户可以在线
上生成一个产品二维码当‘团
长’，并邀请其他新客户参团。
其他新客户申请贷款额度审批
通过后，系统会向团长发放利
率优惠券，其他新客户无需使
用获批贷款额度，团长便可享
受利率优惠。”

目前，多家银行的消费贷
产品最常见的营销方式，包括给
予客户直接的利率折扣、提供一
定的免息期、发放利率优惠券

等，不过诸多优惠面向的是新
资金客户。

例如，近日招商银行加大
对旗下信用贷款产品“闪电贷”
的推广力度，通过推出年化利
率优惠、定时抢2 . 68%利率券、
发放利息折扣券等方式，吸引
客户建额和提款。记者注意到，
去年以来至今，招商银行发放
的“闪电贷”利率券，利率已从

“3字头”降到“2字头”。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轮消

费贷营销热中，国有大行的积
极性颇高，有的国有大行消费
贷利率也有所下调。另外，除了
利率，贷款额度、期限、还款方
式等，也是各家银行营销的侧
重点。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
银丹表示：“随着消费贷市场的
扩展，监管部门对消费贷的合
规性要求也越来越严格。银行
需确保业务符合相关要求，避
免因违规操作而受到处罚。”

消费贷仍有市场空间

在持续提振消费的政策引
导下，银行陆续对消费贷利率
进行调整。如重庆银行管理层
此前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

该行自营消费贷款产品“捷e贷”整
体发展较为迅速。从客群来看，

“捷e贷”主要以该行代发客户、企
事业单位员工和信用资质较好的
客户为主；从余额来看，截至2024
年三季度末，“捷e贷”余额较上年
末增长超70%。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预计
2025年银行仍然会继续发力消
费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
鹏飞表示：“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
领域是扩大消费，银行发力消费
贷，不仅是业务发展的需要，也是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因此，
2025年消费贷仍然是银行重点发
力的业务。但在此过程中，银行需
要做好客户的准入工作，满足客
户合理的消费信贷需求，同时要
维护好良好的市场秩序，做好风
险管理。”

叶银丹预计，2025年，银行
还将推出更多场景化的贷款产
品。银行将通过与电商平台、零
售商、旅游公司等合作，推出更
多与消费者日常生活相关联的

“场景贷款”产品。例如，旅游消
费贷、教育培训贷等，通过场景
化贷款，银行可以增加客户黏
性，提升消费贷整体渗透率。

据证券日报

善用消费贷的同时，警惕过度负债
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截

至2024年9月末，住户消费性贷
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达
20 . 4万亿元，较年初新增6580亿
元，同比增长5.8%。消费贷款呈增
长态势，正是得益于我国银行落
实“惠民生、扩内需”的相关政策
要求。

我国消费信贷包括长期、
中长期、短期3个层面。长期消
费信贷以个人住房贷款为代
表，中长期消费信贷以汽车贷
款为代表，短期消费信贷就是
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贷。

消费贷覆盖范围广，囊括衣
食住行各方面，如贷款装修、贷款
买家电及日用品等，有助于解决
居民的“短小频急”消费需求、缓
解短期流动资金压力，因此又被
称为“周转钱”“急用钱”。

目前，消费贷已成为部分
银行零售信贷扩张以及盈利
增长的重要手段。长远来看，

消费贷利率降低，也有助于降
低金融消费者利息支出，提高
消费者申请消费贷的意愿，从
而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对银行来说，他们都想在消
费贷市场分得最大的“一杯羹”，
下调利率的“冲动”可想而知。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消
费贷利率亦如此。比如，对银行
来说，如果消费贷市场“价格
战”过度，就不利于银行业务风
险管理。消费贷利率过低，也可
能导致一些借款人进行套利，
容易引发部分消费者过度负
债，并催生局部资产泡沫风险。

又如，个别银行有可能为
了追求消费贷增长，缺乏严格
审核，致使一些不法助贷中介
趁机浑水摸鱼。他们会打着正
规机构、无抵押、无担保、洗白
征信等诱惑旗号，诱导消费者
办理贷款，但是这背后往往暗
藏“猫腻”——— 收取高额手续

费、设置贷款骗局等。
可见，消费贷利率并非越

低越好，银行应当把控好消费
贷利率的“合理度”，进行科学
测算，避免出现盲目的下调行
为。

银行还应与具有正规资质
的助贷中介合作，不断加强对
助贷中介组织的审核，将助贷
中介名单及时向社会公布，帮
助金融消费者提高风险防范意
识和识别能力。

对于消费者来说，要掌握
好借贷的“需求度”，既要善用
消费贷款，也要警惕过度负债。
为此，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
前，不妨通过多个渠道了解产
品信息，如机构官方网站、客服
热线等。切勿盲目相信陌生来
电、短信、广告传单、社交平台
等渠道推送的“债务重组”“债
务优化”等贷款中介信息，避免
掉入相关陷阱。 据经济日报

“您好，我是××银行
贷款中心信贷经理，我们
可以为您办理免抵押低息
贷 款 ，您 是 否 有 资 金 需
求？”这类熟悉的电话开场
白，小李在一个月内已连
续接了三个。

但仔细询问之下，三
人都并非银行而是民间贷
款中介的工作人员，自称与
银行信贷部有合作。

记者注意到，年末银行
业绩冲刺的关键节点下，不
少不法贷款中介也趁机加
大营销力度“造势”。与此前
相比，年底的套路更是不断
翻新。有中介以“拉高评估
价续贷”“债务重组”等名
义，诱导消费者“借新还旧”
或借入“垫桥”资金，从中收
取高额手续费。也有中介假
装银行工作人员或宣称有
银行内部关系，以低息贷款
作为诱饵，引导客户借款。

对此，监管和银行方面
已有所行动。2024年12月
以来，已有多家银行发布提
示，否认与贷款中介合作，
提醒投资者警惕不法贷款
中介风险。此外，监管也密
集提示潜在风险。

银行密集发声
监管重拳出击

近半年来，多家银行密
集发布提示，提醒投资者警
惕不法贷款中介风险。

银行声明大多提到两
点，一是未委托任何第三方
机构及个人开展贷款业务
营销宣传；二是在贷款业务办理
中，不收取任何形式费用。

也有不少银行直接对不法贷
款中介“宣战”。例如，中国银行陕
西省分行在声明中表示，如发现第
三方冒充银行进行虚假宣传、提供
信贷咨询并收取中介费，将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

部分银行还针对近年较为热
点的房贷转贷违规情况进行重点
提示。例如，南海农商行在2024年
8月9日发布的《关于警惕不法贷
款中介的温馨提示》中提醒，警惕
违规转贷、挪用信贷资金可能产生
的后果。

除银行密集发声外，监管、行
业自律组织也重拳“出击”。

去年8月13日，北京市互联网
金融行业协会发布提示称，不法分
子通过伪装成银行或其他金融机
构工作人员，以“快速办理贷款”

“门槛低、额度高、费率少”等为由，
骗取消费者信任实施诈骗。广大消
费者需时刻保持警惕，避免被不法
分子诱导。

也有银行选择对非法中介宣
战。例如，平定农商行在近日发布
的公告中称，对冒充银行员工、提
供贷款咨询的中介机构将追究法
律责任。

近期监管部门也在密集提示
消费者，注意不法贷款中介存在的
风险。2024年12月3日，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发布风
险提示，警示消费者防范非法贷款
中介，避免高额收费、贷款骗局甚
至洗钱诈骗等套路和陷阱。

2024年12月24日，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提
示称，近期，在社交平台上
出现打着“债务重组”“债务
优化”旗号的不法贷款中介
信息，诱导消费者“借新还
旧”或者申请高息过桥垫
资，提醒广大群众警惕不法
中介诱导，认清“债务重组”
的本质及其背后隐藏的风
险，防范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

“助贷领域从严管控已
经是大势所趋。”一名熟悉
助贷机构的业内人士对记
者表示，此前助贷中介机构
较为分散且人员流动性大，
容易产生各类乱象。近年
来，监管整治不法中介、查
处灰产的力度也不断升级。

已有大型贷款中介因
存 在 不 法 行 为 被 清 退 。
2024年3月中旬，上海警方
以涉嫌诈骗罪的名义，查封
了苏州2家、无锡1家贷款
中介公司。

贷款中介乱象不止
消费者应提高警惕

近期银行、监管集中发
声背后，是屡禁不止、乱象
丛生的贷款中介市场。主要
涉及以下几类乱象：

第一类是贷款中介利
用“假冒”“夸大”等违规营
销行为，吸引或诱导消费者
通过其办理贷款，并借此收
取高额费用。他们自称在银
行有“内部关系”，可降低利
率，加速银行审批速度。也

有中介自称是银行信贷部经理。
第二类是不法贷款中介帮助

不符合条件的企业或自然人获得
贷款资质、提高授信额度、骗取银
行贷款。比如，中介诱导和协助当
事人开具虚假收入证明，虚构消费
合同、银行流水，注册空壳公司，甚
至伪造国家机关公文或证件，进行

“包装骗贷”，抽取高额中介费。
以近期热度较高的经营贷转

贷为例，部分贷款中介机构向借贷
者承诺，如名下没有企业或企业资
质不符合相应要求，可提供相应的
费用，中介机构可进行资质“包
装”，帮助通过经营贷审核流程。

消费者还有可能被误导办理
“AB贷”。若客户本身征信情况不
好，不法贷款中介会伪造银行贷款
审批流程截图，告知客户A因其风
险系数高，需增加资质较好的客户
B作为担保人，在实际贷款办理
中，不法贷款中介使用客户B的身
份信息申请贷款，贷款资金由客户
A使用，客户B直至被银行催收才
知本人是借款人。

一名行业内人士表示，尽管监
管部门多次打击非法贷款中介，但
由于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大多为小机
构，且较为分散，人员流动性较大。
出现问题时，相关主体也较容易注
销跑路，监管与维权存在一定难点。

他建议，消费者应警惕不法贷
款中介通过信息不对称获取不正
当利益。如已经使用相关产品，应
保留相关的合同、收据、资金往来
记录，警惕落入不法中介陷阱。

据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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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消费贷市场又
开始火爆起来，各大商业银行
轮番开启消费贷“花式”营销，
以限时免息、利率折扣、优惠利
率券等方式，将消费贷利率降至

“2字头”，甚至有银行推出利率
“团购价”。

专家表示，消费贷利率调
降背后受多重因素推动，消费
贷利率并非越低越好，银行之
间竞争需要避免价格战。伴随
消费贷市场的拓展，银行在产
品设计和营销推广等方面，需
注意合规与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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