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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秒标”促销 一边卷钱“跑路”

P2P网贷的野蛮生长
本报记者 桑海波

民间借贷的网络繁荣

工作不满一年的济南人曹玲就
是网贷一族，她向记者讲述了自己
第一次网贷经历。

“当时在网上看中了一款笔记
本电脑，可是手头差3000元钱，不好
意思向家人开口，由于金额比较小，
也无法从银行贷款。”曹玲初试网
贷，经过简单注册、信息确认之后，
她发布了借款需求，并很快就得到
了急需的资金。“无需抵押、简单易
行，只要记得按时归还本金和利息
就行。”现在，曹玲不仅通过网贷平
台借钱，她手头有了闲钱，也会在网
上放出去赚取更高的收益。

“小本生意急需资金周转，借贷
3000元”，“想买笔记本资金不足，借
款 2 0 0 0 元 ”，“ 想 换 车 急 需 3 万
元”……

在网贷平台——— 拍拍网上，一
条条资金的供求信息在网站循环滚
动。记者注意到，借贷需求多种多
样，借款额通常只有三五千元，多了
也不过几万元，而借出资金从几十、
几百到几千不等。

网络上，类似拍拍网这样的
P2P(Peer to Peer 对等网络)网
贷平台还有很多，诸如人人贷、E速
贷、soso贷、温州贷等。如今，网贷已
经成为一些年轻人、上班族、小微企
业主借款的新渠道。

安信证券在2012年12月的一份
报告中表示，目前国内活跃的P2P
平台已超过300家，而2012年整个
P2P行业的成交量预计将高达200
亿元。无论从机构数量还是交易金
额来看，国内网贷行业已初具规模。

“相比银行存款、理财，网贷的
高收益率、低门槛更吸引我。”网络
放款人严先生说。网贷平台的出现，
也对理财资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

按照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能
超国家基准利率4倍，记者在一些网
贷平台看到，借款利率通常在12-
15%之间，远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有的借款需求甚至给出了20%超
高回报率，逼近4倍利率的“红线”。

不光提供中介业务，有的网贷
平台还推出了理财计划吸引民间资
金，比如人人贷推出的“优选理财计
划”，门槛低至1万元，预期收益率却
高达12-14%。

记者了解到，目前，为了增强借
款人的信心，大多数网贷平台都推
出了本金保障计划，如果借款出现
逾期，网站将先行垫付本金。

“跑路潮”下仍前仆后继

有钱的人网上放贷，没
钱的人网上借贷，作为民
间借贷的“网络版”，一时
间，P2P网贷显现出繁荣
景象。

网络贷款门户网

站“网贷之家”负责人徐红伟介绍，
2007年我国出现首家网贷公司，目
前仅纯做“线上业务”的网贷公司，
2012年就已达三四百家，交易额超
过200亿元。若将做“线下业务”的网
贷公司包含在内，交易额至少翻番，
达到400亿元。

但正当民资在网贷平台上跳着
欢快的舞步时，近期一系列网贷公
司的“跑路”事件，却将这个需求巨
大但监管缺位的畸形市场推向了风
口浪尖。

2012年12月17日，位于北京的
网贷公司“安泰卓越”停止运转，众
多投资者上百万元的资金被套；4天
之后，“优易网”跑路，平台的创始人
与运营公司南通优易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突然失踪，导致60余
人的近2000万资金无法追回。此前，
已有网贷公司“贝尔创投”、“天使计
划”、“淘金贷”分别诈骗300余万元、
600万元、100万元的事件被曝光。

“跑路”事件频出，却难以抵挡
投资热情，仍有许多后继者争相进
入。记者注意到，仅在山东，近期就
有两家网贷平台上线运营，一家是
位于青岛的山东贷，另一家是位于
省会济南的鲁商贷。

P2P网贷平台的迅猛扩张源于
开拓者对潜力市场的乐观判断。圈
内津津乐道着网贷之家知名网友

“叶隐闻书”摆出的两个数字“50万”
与“1亿”：50万是保守估计的目前国
内P2P网贷用户，1亿指具备投资能
力的中国网民。预期的巨大市场潜
力，成为许多尚处在亏损中的网贷
经营者冒死前行的动力。

中国式P2P“水土不服”

作为舶来品，P2P网贷最早发
端于英美国家，然而，这种P2P业务
模式在进入中国市场后却显得有些

“水土不服”。
记者了解到，在常见的P2P业务

模式中，P2P公司仅作为单纯的中介，
负责制定交易规则和提供交易平台，
不负责交易的成交以及贷后资金管
理，不承担借款人违约带来的损失，
并且整个业务都在线上完成。

“P2P业务多是靠信用进行的无
抵押贷款，而我国信用环境尚不完
善，央行的征信系统也不向非金融机
构开放，所以纯线上的P2P业务发展
得并不好，更多的是赔本赚吆喝。”国
内某P2P公司负责人介绍。

因此，目前，国内仅存仍坚持采

用纯线上交易的P2P平台只剩下成
立于2007年的拍拍贷一家，其他的
P2P平台几乎都转为采用线上和线
下相结合的业务模式，即线上主攻
营销，线下强化风控。

除了业务模式上“越界”，网贷
公司的经营方式也在背离P2P业务
的初衷。

记者关注一些P2P网站发现，
为制造噱头，招揽人气，网站推出了
所谓的“秒标”、“天标”等超短期标
的。所谓秒标，投资者前一秒钟拍下
标的、打款，后一秒钟就能回款、收
利息，天标也是相似的操作规则。

通过这些“创新”的营销方式，
P2P网站快速提升名气和交易量，
但是业内人士也指出，这些“秒标”、

“天标”等产品，吹大了P2P网站交
易量泡沫，有违P2P业务的核心意
义，并没有真正解决个人或小微企
业的融资难题。

另外，一些P2P网贷也成了“黄
牛”活跃场所。在网站对资金提供

“保底”的情况下，他们利用借来的
钱赚取利差。记者看到，一些网贷论
坛甚至设有黄牛交流经验的板块。

风控之殇监管需破题

“一个只有几人或十几人的公
司，平台上却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的资金在流动。”P2P公司堪比一家
小银行，网络金融的野蛮生长令行
业人士担忧。

记者了解到，目前，只要花几万
元注册个网站，就可以开展网贷业
务，就可以以咨询管理、电子商务、
信息服务等多种名义注册，但没有
具体的监管部门和法律法规。

网贷行业的低门槛让一些中小
投资者趋之若鹜。以山东近日上线
的两家网贷平台为例。“鲁商贷”是
由济南一家设备有限公司出资运
营，总资本200万元，虽已于日前上
线，但是网站称目前正积极申请相
关资质。另一家平台“山东贷”上线
后，其投资人酒楼的经营背景和运
营能力也在网络上引起争论。

在网贷公司“包赔本金”的条件
下，网贷公司本身的安全同样重要。

“网贷之家”数据显示，网贷公司“人
人贷”、“拍拍贷”的注册资金为100万
元，而它们在2012年的交易额分别为
3 .97亿元、3 .4亿元。金融业人士担忧
地指出，交易规模与注册资本往往
极不相称，以数百万元注册资金撬
动上亿元交易量，即使只有1%的坏
账率，网贷公司也将难以承受。

与此同时，投资人的资金安全
也是问题。资金是放在第三方支付
平台还是网贷平台自己的银行账
户？如何保证资金不被公司挪为他
用？遭遇逾期与坏账怎么办？网站倒
闭借贷合同如何持续履行？网贷平
台面临的一连串的问题都没有明确
的行业规定和有效监管。

“P2P网贷平台出现时间不长，
还是新鲜事物，它的出现顺应了民
间融资需求，在其发展初期不妨多
报以善意的目光，但也不能忽视了
行业风险性，监管方面需要尽快破
题。”业内人士认为。对于规模实力
有限的P2P公司来说，现阶段来看，
走得稳远比跑得快更有竞争力。

（下转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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