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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金融蓬勃兴起的
今天，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幅
提升，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的融
资门槛大大拉低，同时掀起了一
股“全民投资热”，催生了一批

“掌上理财族”。
互联网金融火热的背后，同

样隐藏着不少风险。披着互联
网金融外衣非法集资、经营不善

“跑路”、利用监管漏洞套利……
随着风险频频暴露，这些躲在互
联网金融背后的“暗黑力量”，吞
噬着人们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憧
憬，也督促着正本清源的风险排
查抓紧展开。

披着“金融创新”外衣非法
揽财

“近期爆发的一系列风险事
件，对行业的声誉和社会形象造
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规范互联网
金融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
广泛共识。”央行副行长潘功胜
近日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
立大会上表示。

“网络金融、1元起投、随时
赎回、14％左右年化收益率、保
本保息”——这是“e租宝”推销
人员发布的“投资理财信息”，乍
一看与时下蓬勃兴起的互联网
金融很像。但是，随着“空手套
白狼”的骗局被拆穿，遍布全国
90万受害投资人的500亿元资
金，成为这场“庞氏骗局”的悲剧
注脚。

乘着居民投资热和“互联
网＋”的东风，一些骗子顺势而
为，以P2P网络借贷、金融创新
等名义，翻新着理财投资“圈套”
非法集资。公安机关数据显示，
2015年全国P2P、融资担保等领
域非法集资犯罪较上年上升
48.8％。一些“财富机构”打着

“网络理财”招牌，线下大量揽
客，更把很多不明就里的老年人
的养老积蓄“圈”了进去。

“不少投资骗局披着互联
网外衣，让投资人觉得‘高深莫
测’，没弄明白稀里糊涂就投资
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黄震说，“互联网金融火热，其中
也是泥沙俱下，不少打着技术进

步招牌、用创新商业模式的旗
号，做着非法集资，侵害消费者
利益的勾当。”

央行等多部门日前联合发
布公告，明确指出“MMM金融
互助”具有传销和非法集资性
质，这已是金融监管部门近期第
4次点名对此类网络投资平台进
行风险预警，但这样的平台一次
又一次死灰复燃。

今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
议提出，政法部门将配合有关部
门开展互联网金融领域专项整
治，推动对民间融资借贷活动的
规范和监管，最大限度减少对社
会稳定的影响。今年两会上，央
行、银监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均
表示，将开展互联网金融领域专
项整治。

经营漏洞埋下重重“陷阱”

全国网贷平台从当初10余
家发展到目前近2600家，“网贷
之家”联合创始人朱明春是见证
者之一，“但我也眼看着越来越
多的问题平台‘跑路’，仅去年就
有896家，是前一年的3倍多。”

业内人士分析，大多数“跑
路”的网贷平台都是因为自身经
营问题，最为突出的是自融风
险。深圳网贷平台“网赢天下”、
浙江“中宝投资”等P2P非法集
资大案，都是源于触碰了自融红
线。

“本来P2P投资的特点就是
小额分散，但很多平台发布假
标，背后是给自己融资，一旦企
业经营出现问题，就会给投资人
带来极大风险。”北京市网贷协
会秘书长郭大刚说。

一度让民间资本欢欣鼓舞
的 P2P 行业，正在经历平台自
融、过度借贷和风险欺诈等问题
的困扰，陷阱处处有。

在支付领域，网络平台信息
泄露事件屡屡发生，木马病毒、
钓鱼网站成为网络支付环境的

“毒瘤”。有的不法分子利用盗
取的信息实施诈骗，网购退款骗
术翻新；有的拦截转发短信验证
码方式，利用快捷支付在电商平
台购物，实现盗刷，百姓卡不离
身钱被转走的事情并不鲜见。

在理财领域，不少网络理财
平台“混业”经营，既做P2P网贷
撮合业务，也代售基金、保险等
金融产品。究其实际，多为“无
牌”经营，没有任何代销牌照，有
的业务之间没有设立好“防火
墙”，风险极易传染。

在融资领域，有的借款人发
布虚假信息，有的宣称投向实体
经济，实际却是投向股市，更有
甚者一开始就是为了骗取投资
卷款跑路。一些希望借助互联
网理财的金融“小白”，一味盯着
高收益率而忽视高风险，却不知
背后早有金融骗子在盯着他们。

据郭大刚介绍，当下网贷平
台投资人平均投资额在10万元
左右。“这类群体投资专业性较
弱，抗风险能力较低，一旦出现
风险，容易造成社会问题。而
P2P平台往往缺乏对投资人的
适当性提出建议，未能很好地引
导、约束投资人行为。”

潘功胜表示，互联网金融从
业机构缺乏风险的洗礼，风险意
识、合规意识、消费者权益保护
意识淡漠，反洗钱、反恐怖融资
制度与技术支持系统缺失，有些
甚至打着“互联网金融”的幌子
进行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
犯罪活动。

“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金
融的本质，它兼顾了互联网和普
惠的特质，所以对从业者的初
心、技术能力、大数据能力和专
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几者
缺一不可。”“蚂蚁金服”首席战
略官陈龙说。

“套利”与“叫停”交织的创
新之路

今年年初，深圳暂停互联网
金融企业商事登记注册，上海、
北京也陆续暂停P2P等新增互
联网金融公司登记注册。

屡屡“叫停”的背后，是监管
滞后和金融“创新”产生的套利
空间：一些P2P平台打着信息中
介的名义，做着信用中介的生
意，暗中搞“资金池”，脱离监管
视野；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从事
理财、融资等类似银行的业务，
却并没有受到像银行一样实名

开户、信息披露、风险拨备等监
管约束……

潘功胜认为，不论金融机构
还是互联网企业，只要做相同的
金融业务，监管的政策取向、业
务规则和标准就应一致，不应对
不同市场主体的监管标准宽严
不一，引发监管套利。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与监管，
成为摆在从业人员和监管部门
面前的两难。

“京东金融”副总裁金麟表
示，有些事物有一个试错期，监
管在这期间还是需要保持开明
态度，但是金融有其特殊性，需
要维护存量客户资金安全，所以
监管套利者也面临政策风险，踩
红线也可能使得投入“打水漂”。

腾讯、支付宝与中信银行合
作推出的虚拟信用卡曾被叫停，
同时被叫停的还有扫码支付。

“互联网金融产生时很多地
方没有规则，完全是新的探索，
监管也在逐步了解和认识新生
事物。”“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
长李振华表示。

近期新一轮扫码支付热背
后，正是监管部门不断调整监管
策略给予适当包容的结果。随
着技术改进和人们安全意识的
提升，支付宝在线下扫码支付的
推广，市场上再次掀起一股扫码

支付的热潮，但本轮支付创新并
未被叫停，监管部门只是从整体
行业发展上给予了更为系统的
规范。

与此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发
布多项有关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政策，从出台互联网金融“健康
指南”到为网络支付保驾护航，
再到网络借贷监管细则征求意
见，互联网金融行业开始迎来全
面监管新时代。

监管细则出台是否会“扼
杀”互联网金融的生命力？业内
人士认为，只有这个行业让人信
任，规范经营的公司才能把价值
真正发挥出来，对那些正规发展
的企业并非坏事。

“当然，规则的制定要松紧
适度。如果过紧，确实会使行业
失去活力，如果把风险消灭为
零，行业也会不复存在。”李振华
说。

业内专家认为，互联网金融
不能一停了之，需要跳脱“一放
就乱、一管就死”的监管魔咒；监
管要抓住问题的症结和痛点，行
业自身也要加强自律，让互联网
金融在安全红线内快步迈进。
随着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有机
结合的互联网金融管理体制逐
步搭建，互联网金融行业也将行
稳致远。

飞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终于成
立了全国性自律组织——中国互联网金
融协会。近段时间以来，打着“网络金融”
旗号行骗的违法违规案件频频曝光，不断
刺痛大众的神经：为飞奔的互联网金融系
好“安全带”，已是摆在人们面前绕不过去
的紧迫课题。

不可否认，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给
社会生活带来了全新体验，但持续热潮也
带来一些隐患。必须从监管方、从业者、
投资者三方面入手，防止行业风险失控。

为互联网金融系好“安全带”，提升监
管的专业性、有效性是关键。当前，我国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基本规则正陆续落地，
但并不意味着就此可以高枕无忧。面对
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监管主体的专业
性、主动性还没有跟上，面对金融创新与
模仿行为甚至是非法行为的鱼龙混杂，监
管能力、监管经验和监管资源都有着不同
程度的欠缺，监管的有效性面临考验。

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系好“安全带”，还
需要从业者摆脱急功近利、甚至刻意谋求
监管套利的思维。不是把金融简单地搬
到互联网上就是互联网金融。从业者必
须清楚认识到，只有建立一套有别于传统
金融服务模式，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和消费
者搞创新，才能真正在行业的稳健运行中
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

在互联网金融大潮中，风险管控事关
人们的“钱袋子”和许多家庭的稳定幸福，
每个投资者必须切实提高认识。一些不
法分子随便穿个“马甲”就能融资数十亿
元，与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不够、投资观念
不正确有很大关系。不少投资者往往只
看重互联网金融的高收益性，更有甚者，
明知一些非法行为不可持续，但仍抱着

“赚够了就走”的心理。投资者必须树立
理性的投资观念，才能为自己的财产保值
增值系好“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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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互联网金融”

套利在左，红线在右
——互联网金融风险扫描

新华社记者 吴雨、张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