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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
项整治以来，在各部门、各地的监
管高压下，大量网贷机构退出互
联网金融活动，存量机构违法违
规业务规模明显下降。据第一网
贷大数据系统显示，6月份以来的
40天，P2P网贷新增问题平台133
家，“爆雷潮”愈演愈烈，行业风声
鹤唳。如何稳妥有序加速存量业
务活动和让违法违规机构无风险
退出，考验着各方智慧。

据第一网贷数据显示，6月
份以来的40天，P2P网贷“爆雷”

（新增问题平台）133家。其中，
浙江38家、上海36家，北京和深
圳同为16家。四者合计106家，
占近八成。值得一提的是，上述
133家网贷平台中，95家网贷平
台官方发布了相关逾期或停业
兑付公告，占比71 . 43%，对比风
险专项整治之前，90%以上的问
题平台选择直接跑路、关停网
站、毁灭证据等，网贷行业乱象
得到了有效遏制。

中国P2P网贷指数负责人胡
尔义表示，在“触雷”的平台中，有
经济非高速发展的外部因素，但
主要是内部原因。平台自融、发放
假标劣标、庞氏骗局、缺乏自主造
血能力等等，在P2P网贷行业的
强监管时代和经济非高速发展
下，上述问题平台必然面临淘汰
出局的最终结果。历经了近两年
的风险整治，P2P网贷已不再是
从前鱼龙混杂的局面，平台们已
从“偷偷跑路”到七成都能“大方
公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
治工作的正面成效。

近日，央行召开互联网金
融风险专项整治下一阶段工作
部署动员会。央行副行长潘功
胜指出，再用一到两年时间完
成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化解存量风险，消除风险隐患，
同时初步建立适应互联网金融
特点的监管制度体系。

胡尔义认为，可以预见的是，
接下来的监管政策只会更为严
厉。大浪淘沙始见金，网贷行业正
处于良币淘汰劣币的阶段，在风
险释放期，建议监管部门尽快出
台退出机制和保障机制，有效化
解风险，帮助行业软着陆；而对于
P2P网贷机构，只要合规、脚踏实
地做好风控，专注并整合于综合
信息中介服务，就有可能真正长
久稳定持续运营。

据证券日报

40天来P2P网贷新增问题平台133家，95家发公告

七七成成““爆爆雷雷””平平台台没没偷偷偷偷跑跑路路

三三问问PP22PP平平台台集集中中引引爆爆
为何此时集中爆发？
监管政策逐步收紧
部分平台主动退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
为，目前正在进行P2P网贷行
业的大调整，是在严监管、强
监管的背景下发生的。究其原
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从P2P网贷平台本
身来看，不少野蛮生长起来的
平台合规性较差，经营粗放，
经过几年的运转，风险逐渐积
聚，进入频繁爆发的阶段。其
次，从监管政策方面来看，监
管政策逐步收紧，要求趋严，
特别是备案工作延期，不确定
性增加，平台合规成本提高，
部分平台主动清盘退出。

另外，从投资者角度来
看，随着投资者教育的深入，
投资者风险意识有所提升，风
险识别能力提高，风险偏好降
低，开始从高风险的平台退
出。最后，从近期市场流动性
来看，尽管央行今年三次定向
降准，但流动性仍然偏紧，部
分向平台借贷的个人或企业
后续资金不足，资金链断裂。

P2P行业将如何发展？
未来平台数量
将会连续下跌

无论是逾期、跑路还是清
盘的P2P平台，这次洗牌不仅
仅是网贷行业野蛮生长的后
果。种种行业乱象，已然引起
了央行、银监会等监管机构的
注意。央行近期明确表示，将
再用1到2年时间完成互联网
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作为重点
整治的业态，P2P网络借贷和
网络小贷领域存量风险化解
清理完成时间将延长至2019
年6月。

这一道“紧箍咒”给互联
网金融业送来了一份最终时
刻表，要求互联网金融企业在
短期内完成整改，特别是明确
P2P平台是信息中介的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时间是1到2年，
这也就是说，这场互联网金融
合规监管大风暴，并不是“突
击战”，而是“攻坚战”，接下来
或许还会继续升级。

在监管趋严+去杠杆的
大背景下，还会继续有平台在
新一轮洗牌期中被淘汰，正常
运营的平台数量也会呈现连

续下跌趋势。未来，合规性将
成为平台能否进一步存续的
重要标准。

在 邵 宇 看 来 ，这 一 次
P2P平台“爆雷”是互联网金
融行业一场去伪存真的淘汰
赛，只有根底比较扎实的机
构才能生存下来。留下合规、
做实事的平台，行业发展才
会越来越健康。无论通过行
业自身洗牌，还是通过更为
严厉的监管，淘汰那些本就
已经摇摇欲坠的平台的过
程，也是良币驱逐劣币的过
程。经历阵痛的P2P行业，正
在进入重塑阶段。

投资者们何去何从？
一夜暴富都是幻影
投资时要谨防陷阱

P2P大潮正在退去，不仅
平台裸泳者心绪复杂，投资者
更怕无法上岸。

过去几年里，P2P是互联
网金融行业红极一时的“魔法
师”，点石成金，无中生有，吸
引不少投资者涉身其中。

或许只是缺乏理财渠
道，楼市价格贵、股市风险
高 ，无 处 可 去 的 资 金 投 到

P2P是个不错的选择；或许
是因为存在侥幸心理，庞氏
骗局、清盘跑路在P2P平台
天花乱坠的宣传下都模糊
了，他们相信自己不会是最
后接盘的人；或许只是因为
缺乏金融常识，高返利、刚性
兑付、第三方资金托管，一系
列专业术语让步于对风险的
正确判断……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投资
P2P，最近的“爆雷”是一场
极好的投资者教育。正如邵
宇所说，“你看中别人的利
息，别人看中你的本金。中国
投 资 者 心 里 总 是 想 着‘ 刚
兑’，但实际上实体经济不可
能有这么高的收益率。”

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
陷阱。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
提醒，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
率超过6%的就要打问号，超
过8%的就很危险，10%以上就
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从P2P到ICO，所有的“一
夜暴富”都是虚幻的泡泡。理
性的投资者不会等到泡泡都
被戳破，才想起“投资需谨慎”
这句忠告。

据新华网

本报济南7月14日讯（记
者 马云云 崔岩） 决胜
基本解决执行难已经进入总
攻和决战阶段。7月14日，全
省 中 级 法 院 院 长 座 谈 会 召
开，研究部署我省基本解决
执行难冲刺阶段的工作。记
者从会上获悉，山东将全面
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
戒的自动识别、自动拦截、自
动惩戒，并将进一步拓展惩
戒措施内容。

目前省法院已经开展了
13次周通报、3次月通报，淄
博、泰安、德州的指标在全省
一直处于前列。核心指标中，
聊城、青岛、济宁上升较快。
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
期限内实际执结率，日照、泰
安、东营、聊城、临沂处于前
五位，终本合格率青岛、聊
城、德州、威海、烟台处于前
五位。

“当前最紧要的就是把
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尽快
执结、执行到位。”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张甲天表示。

下一步，对有财产可供
执行的案件，山东法院将全

面进行清理，精准到每一个
案件、每一位申请执行人，特
别是长期未结案件、涉民生
案件等要立即逐案清理，积
极化解。而对一些长期未结
案件，涉及跨省执行的，省法
院将通盘研究，予以提级执
行或与有关法院协同执行；
涉及省内跨地市的，省院要
通过提级执行、督办执行等
方式推动解决。

张甲天说，要充分运用
刑罚手段促进解决执行难，
严厉打击拒执罪，省法院将
与省检察院、公安机关联合
出台打击拒执罪的通告，及
时向社会发布。

信息化建设给“老赖”织上
“天罗地网”，山东法院将完善
网络查控系统，拓展与地方金
融机构和不动产登记、车辆管
理、公积金管理等相关职能部
门的协作，不断扩大网络查控
覆盖面，实现对主要财产形式
的“一网打尽”。

此外，法院将强化信用惩
戒机制，加强与联动部门沟通
协调，把失信名单、惩戒措施嵌
入业务流程，全面实现对失信
被执行人联合惩戒的自动识
别、自动拦截、自动惩戒。进一
步拓展惩戒措施内容，例如通
过网络限制被执行人出境、购
买非经营车辆等措施，强化警

示威慑作用。
会上，1 9个中院院长签

订决胜执行难责任状。会后，
省法院即将组织专项巡查督
导组到各地法院巡查督导。

今年以来，全省法院执
行实施案件新收和旧存转来
共35 . 5万件，已执结23 . 6万
件，执结率6 6 . 5%。其中，实
际执结率为42 . 66%，实际执
行到位率为19 . 84%，终本案
件合格率为85 . 74%，多项指
标处于全国前列。

今年全省法院已移送公
安机关涉嫌拒执罪人员8 2 0
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 6 0
人，法院判决223人。

我省法院将拓展与地方金融机构等相关职能部门协作

用用网网络络查查控控为为““老老赖赖””织织上上““天天罗罗地地网网””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介绍，P2P自身有高风险，“这些以互联网金融为名义的P2P公司，大部分从事高息揽储的业务，它们
的资金投向都是特别高风险的领域，有些根本没有实质的资产作为对标，风险是比较大的。”

这意味着，P2P行业比其他行业更有爆雷的可能性。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集中引爆呢？

7月份4家规模超百亿平台出事 问题平台事件类型

累计交易规模 （统计时间：截至7月11日）

截至7月11日，累计2149家问题平台

统计规则：平台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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