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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学贷、分期乐等大学生借贷产品，到京东白条、蚂蚁花呗等大众赊购产品，再
到微信微粒贷、蚂蚁借呗等无担保无抵押大众借贷产品，在网上借钱已经很常见。
如今甚至连手机厂商也来插一脚，小米手机推出“小米贷款”，最大额度甚至可达
100万元。然而，大众化消费借贷摆脱不了风控难隐忧。

简单粗暴的使用体验

花呗用户的消费额度在1000元至50000元不等，最长免息期可达41天，超出后按
日0.05%利率收取利息。京东白条的消费额度最高为1.5万元，可以享受最长30天
的延后付款期或最长24期的分期付款方式，每期手续费在0.5%之内，比银行要低
。

这些产品都从网购孕育而来，其本质就是小额消费贷款。与银行同类服务相比，互
联网的消费贷款门槛低、过程简便，用户数量得到快速增长。早期针对大学生推出
分期产品有些会要求申请者提供父母和辅导员的联系方式，一旦还款出现问题，平
台会找到父母解决。而面对普罗大众的互联网消费借贷平台使用起来更加简单。

比如微信微粒贷，无需抵押和担保，从功能开通到借款完成只需两三分钟，放款速
度很快。而如果我们从银行贷款，则需要准备财产证明、工资证明等许多材料，可
能还需要担保人，然后通常还要等待几个工作日的审批和放款到账。相比之下，从
网上贷到钱要容易得多。

这对于广大学生群体来说似乎是个福音。2009年，央行叫停了大学生信用卡业务。
互联网借贷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大学生的消费需求。依托于淘宝、天猫等大型购物网
站的蚂蚁花呗为消费者提供了“先买再还”的服务，让没有信用卡又存款不足的“
剁手党”也能任性一把。

风控问题大

为了吸引用户，平台会有意无意地弱化风险提示。它们也许并非看上去的那么美好
。

和传统借贷方式比起来，互联网平台缺乏征信依据，难以对用户进行严格的信用评
级。蚂蚁金服旗下相对成熟的芝麻信用也存在着“刷分”漏洞。虽然大数据征信可
能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互联网公司也喜欢以此自我标榜，但是如何从海量的互联网
行为数据中寻找有效数据仍然是个问题。拥有庞大社交数据的微信微粒贷也不得不
依赖银行征信系统，不久前就因为擅自向央行查询用户征信记录而受到质疑。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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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严的结果是互联网借贷用户的信用水平和还款能力参差不齐，吸引了无条件办理
银行信用卡的群体涌入，热衷网络购物的大学生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这些用户的
还款能力显然令人担忧。

平台的负债端也离不开银行。蚂蚁金服通过支付宝系列产品已经如此，而微众银行
等平台主要靠传统银行授信，实际上是从银行“批发”资金来贷给资格可能不够的
人。于是问题来了，一旦出现大量坏账，应该由谁来背锅？

另外，和信用卡情形类似，套现服务几乎和这些借贷产品一起“上线”了。即使套
现服务价格颇高，还是有不少急需用钱的人愿意钻这种空子。而互联网消费借货的
便利性也方便了套现诈骗行为。以支付宝花呗为例，目前淘宝上已经有了专门的套
现“卖家”，常见却并不高明的诈骗手段是，买家用花呗付了钱并确认收货后，卖
家没有打钱而是将买家拉黑了事。这些都放大了平台的坏账风险。

问题也出现在“信用卡还款”这一功能上，它相当于延长了最终还款期限，很可能
出现用户以贷还贷的现象，将风险转嫁给银行。比如京东白条，已经有部分银行不
再支持白条信用卡还款。虽然京东方面认为白条是“赊购”产品，而在银行看来，
白条已经具有贷款产品的特征，用信用卡还款不妥。反过来，用微粒贷或借呗贷款
来还信用卡也不妥。

总之，无论是哪种借款，最终还是得自己来还。平台风险显现之时，用户也很难全
身而退。因此，普通用户还是谨慎对待互联网消费借贷为好，不要因为借款方便了
就任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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