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 打车券被“贷款”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4年1月4日星期四
编辑/杨晓春 组版/李 静 校对/刘 军金融理财10

修个图、领个券都可能被“贷款”？

各类APP为何抢着借钱给你?
“明明只想领4张5元打车券，

却不小心借了10000元”“订个酒店

一不留神就被开通了小额个贷”“这

年头连修图、视频 APP 都可以借

钱”……近日，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反

映，在多款非金融类手机应用软件

中，当点击领取优惠券、免费视频会

员、选择优惠支付时，会被“诱导”或

“误点”进入借钱页面，甚至还不小心

背上了较高利息的贷款。有消费者

感叹，修个图、领个券……都可能被

贷款，为啥是个APP都想借钱给你？

新年首个交易日，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的操

作受到关注。根据人民银行官网，1月2日，为维

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人民银行开展1370

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1.8%，与此前

持平。因当日有1006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

场净回笼8690亿元。另有分析人士指出，人民银

行节后公开市场操作实现资金净回笼，符合以往

人民银行操作惯例，主要是人民银行灵活操作，

合理回收短期“过剩”资金，而2024年一季度降准

降息的概率较大。

万亿元资金到期

平稳跨过元旦假期，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人

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如期而至。对比人民银行此

前披露的数据，近期人民银行逆回购操作规模连

续保持在千亿元水平上方，但逐步呈现递减趋势，

1月2日操作量较节前有明显回落。

随着节后资金回流，市场到期资金量较大。记

者进一步查询发现，本周(2024年1月2日～5日)共

有26640亿元7天和14天期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二

(1月2日)到期量10060亿元，周三至周五则分别有

5720亿元、6000亿元、4860亿元逆回购到期。

在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周茂华看来，人民银行

节后公开市场操作实现资金净回笼，符合以往人

民银行操作惯例，主要是人民银行灵活操作，合理

回收短期“过剩”资金，以平稳资金面，避免过度宽

松流动性引发潜在机构非理性加杠杆行为。

资金面短期宽松

元旦节前后市场流动性的变化，也带动了资金

面变化。1月2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

bor)全线下行。其中，隔夜Shibor报 1.5860%，下跌

16 个基点；7 天 Shibor 报 1.7860%，下跌 8.10 个基

点；14 天 Shibor 报 2.0780%，大幅下行 87.10 个基

点。另从回购利率表现看，DR007加权平均利率下

行至1.7640%，高于政策利率水平。上交所1天国

债逆回购利率(GC001)下降至2.740%。

周茂华表示，节后资金面宽松表现，主要是跨

年节日效应淡出，随着假期结束市场本身资金需

求有所下降，同时节前人民银行加大逆回购操作

呵护资金面，关键时点过后机构拆出资金意愿上

升，导致短期资金面转趋宽松。

一季度降准降息仍有空间

刚刚过去的2023年，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持续

发力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充分满足实体经济

融资需求。对于2024年的货币政策表现，市场也

有了更多期待。就在2023年12月27日，人民银行

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23年第四季度例会。会议

指出，要加大已出台货币政策实施力度。

谈及后续公开市场的表现，周茂华指出，接下

来资金面仍将存在一定波动，主要是年初重要节

日，银行金融机构积极推动宽信用、政府债券发行

等方面影响叠加，可能继续对短期资金面构成扰

动。但整体资金面有望继续保持平稳，主要是受

偏积极宏观政策影响以及人民银行灵活调控，通

过丰富的工具箱应对短期流动性波动。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杨海平

表示，当前市场普遍认为一季度降准降息的概率

较大，人民银行节后在公开市场方面的操作并不

会改变这一判断。究其原因，杨海平解释道，一季

度公开市场面临资金集中到期高峰，叠加近期披

露的物价数据，降准降息均仍有必要。同时，近期

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再次调整存款利率，也

为降息准备了空间。 据《北京商报》

2023年 9月初，上班族陆小姐(化名)打开滴

滴出行APP，上方弹出了一个“您有4张5元打车

券未领取”的消息窗口，以为是老顾客回馈活动

的她，便一步一步按照领券的指示流程走：扫码

关注一个信用贷公众号、点击进入“滴水贷”小程

序、注册手机号、领取额度、同意协议、人脸识别、

绑定银行卡……

“我当时也没太留意，感觉就是稀里糊涂一

直点击‘同意’和‘确定’，不知道怎么最后就收

到短信通知，说有 10000 元的款项打进了银行

卡！”陆小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了质疑，“我

以为简单注册‘滴水贷’就可以领券，怎么就默

认给我申请了借款额度，还直接多了一笔钱

呢？可我压根不需要借钱，离谱的是，最后也没

领到打车券。”

第二日，她联系上滴滴客服，告知申请贷款

非本人意愿，希望一次性提前结清“待还本金”。

但客服表示，提前还款需要在还本金的基础上，

补上产生的利息和“罚金”。无奈之下，她决定在

相关平台上投诉，经过多番协商才得以解决。“利

息是按日计算的，每耽误一天就往上滚动一点，

最后免除罚息，还是被扣了162元利息。”

不仅是陆小姐，就在 2023年 12月 25日，网

友“微微”(昵称)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帖子“为

了(三张)七块钱优惠券，我欠了滴滴四万块钱”同

样引发热议，阅读量超20万，评论量超3600条。

该网友阐述的经历与陆小姐很类似，被无门槛优

惠券(7 元快车券 3 张)所吸引，一通操作后，短信

提示到账40000元。

其间，“微微”持续发帖称：“我一直以为只是

在开通额度，全程没有想到会在某一步进行‘借

款’，我没有输入任何的金额数字，唯一输入的是

支付密码，当时确实脑子很迷糊。”“正因为前面

进行了人脸核验、绑银行卡等各种操作，做都做

了好麻烦，想赶快完成，所以后面都非常快，没看

仔细。”

2023 年 12 月 26 日，“微微”更新了处理结

果，其短信截图显示“您编号×××的订单已还

款40026.64元”，即在归还本金的基础上还多补

了26.64元(仅一天时间)。她在帖子补充感叹说，

“各种APP无孔不入的诱导小贷也该有个管束”。

此外，来自江苏的欧小姐(化名)向记者提到，

近日，她在智行火车票上订酒店，最后支付时

APP弹出了“拿去花”窗口，她并未太注意就点击

了该支付方式，后来发现被默认开通了分期信贷

功能。

央行开年回收“过剩”资金
降准降息仍存必要

贷款的引流真的无孔不入吗？记者选择了十款常用非

金融类APP进行实测，涵盖出行、修图、拍照、网盘、外卖、

旅游、社交、视频等类型。例如，打开滴滴出行一段时间后，

会出现弹窗消息“您有10张15元快车券未领取”，误触后会

自动跳转到关注“滴滴信用贷”公众号的页面，该公众号认

证主体为重庆市西岸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由滴滴香港科技

有限公司100%持股)。

关注后，会提示“恭喜，获得150元快车券包，戳小程序

立即领取”，随后进入滴滴旗下信贷服务平台，并提醒勾选

协议、领取额度。记者多次退出小程序重新进入页面才提

到领15元快车券，需要激活额度；领取剩下的135元快车券

包，则需要借款成功。

在旅游订票APP携程和智行火车票，记者均选购一张

单程机票，最后支付页面都提供了“拿去花”分期支付金融

服务。特别的是，该选项被标注为“官方推荐”、使用优惠

“最高99元随机立减”。选择后，最底下会出现不显眼的

“相关协议”字眼，内部包含《个人信息授权书》《个人借款

额度合同》《拿去花-重庆携程小贷借款合同》等。

非金融类APP为何热衷于“借钱”给用户？北京社科院

研究员王鹏向记者表示，一方面，APP通过提供借贷服务，

增加用户软件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长，从而提高用户粘性和

忠诚度；另一方面，可以带来还款利息等额外收入，对拓展

多元化的商业盈利模式和市场竞争力有积极作用。

平台行为或损害知情权和隐私权
对于上述消费者及记者实测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记者

采访了广东道怡律师事务所刘旭辉律师。她表示，“福利引

流、一键勾选等行为存在损害消费者知情权的可能性，消费

者在未充分理解协议内容时如因误触开通了贷款服务，首

先是客户个人信息的流出问题；其次，如真的因消费者方面

的重大误解而与贷款公司达成了借款合同，很难关注到合

同中较为重要的利息及违约条款，将导致消费者误贷高息

借款的权益受损后果。”

另外她提到，如存在从原APP内跳转到其他贷款服务平

台后，需消费者向其他平台授权个人信息的情况，由于APP没

有充分告知而导致消费者无意中向其他平台授权个人信息的

结果，将导致对用户隐私权的损害。以上，就更要求平台切实

履行好自身的提示和审查义务，否则极易产生法律风险。

对于消费者后续的“还款”诉求，刘旭辉认为，消费者在

误开通贷款后，可以及时要求平台撤销贷款申请，解除借款

合同；合同解除后可以要求平台退还因误开通贷款而产生

的利息和罚金。此外，消费者还可以向相关监管部门投诉

举报，要求对涉嫌“诱导”借贷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平台进

行调查。在必要时，消费者可以寻求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

益。同时，消费者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在使用APP时仔细

阅读相关协议，避免因疏忽导致自身权益受损。

据《羊城晚报》

借 钱服务成软件“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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