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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发布风险提示：
警惕贷款中介3大陷阱

低息免费、洗白征信
背后往往是
高额收费、贷款骗局

10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风险提示称，贷款市场上，有一些非法中介假
冒银行名义，打着正规机构、无抵押、无担保、低息免费、洗白征信等虚假宣
传的旗号，诱导消费者办理贷款，其实这些诱人条件的背后是高额收费、贷
款骗局等套路陷阱。这些不法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市
场秩序。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有借款需求的广
大消费者，要选择正规机构办理贷款，警惕非法中介或不法行为侵害权益，
注意防范以下陷阱风险。

非法中介会冒充“xx银行”
“xx银行贷款中心”等名义发布
贷款广告信息，或是向消费者推
送贷款额度，声称“在银行内部有
关系”“可走内部流程办贷款”等，
诱骗消费者通过其办理贷款。其
实，此类中介机构与银行并无关
联，是为诱骗借款人进行的虚假
宣传。

>>典型案例
无锡市民曾先生接到自称银

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可以
办理贷款，让他下载了某金融
APP进行贷款，之后对方又称需
要激活解冻验资等程序，要求他
通过网银转账49000元，曾先生转
账后无法联系对方，方知被骗。

南通市民储先生报警称，他
接到一自称银行工作人员的电
话，让他下载某APP申请贷款，他
贷款提现未成功，对方又以需要
提交贷款金额的30%作为验证金

为由，要求他通过网银转14400
元，他转账后无法联系对方，发现
被骗。

扬州市民王先生报警称，他
接到一自称某银行工作人员的电
话，对方以提供贷款业务为由，让
他下载一款APP注册并申请贷
款，后对方以银行卡号填写错误
需缴纳解冻费为由，要求他通过
网银转账13000元，他转账后无法
联系对方，发现被骗。

陷阱1 假冒银行名义发布办理贷款的广告信息

非法中介常以“低价手续费”
“百分百获得贷款”等幌子吸引消
费者。在借款人从银行获得贷款
后，非法中介又以各种名义要求
借款人将贷款资金打入指定账户

“走账”，伪造“流水”，借款人一旦
进行转账操作，这笔资金大多以

“服务费用”等名义被截留，借款
人很难要回资金，面临维权困难。

>>典型案例
因装修急需资金，今年3月，

成都市民钟某找到位于青羊区雄

飞中心的四川信达普惠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下称“信达普惠公司”）
进行贷款。

钟某说，当时工作人员称他
们是银行直贷的个贷中心，并非
中介机构，也不会收取服务费，

“只有8‰的风险金，贷20万元只
要1600元。”

但在放款后，公司却以申请
装修贷款，银行需要查装修流水
为由，让钟某把其中的6万元转到
一家装修公司“走账”。但当钟某

要求将“走账”的钱要回时，对方
却坚称这是公司为其提供咨询服
务而收取的服务费。之后，她曾
数次找到该公司要求退款，对方
均不予理睬。

记者采访发现，实际上，钟某
的贷款并不需要“中介”服务，其
可通过银行APP自行完成操作，
信达普惠公司仅仅是帮她操作了
APP而已。经报道，钟某拿回了
该笔钱，而该公司则迅速关门，不
久又注销公司。

陷阱2 骗取高额手续费

非法中介往往瞄准对贷款业
务、流程不熟悉，或征信有问题的
消费者群体下手，提供所谓的“优
惠贷款”“迅速放款”服务，从中抽
取极高的费用。事实上，消费者
完全可以通过银行等正规机构官
方渠道自行办理贷款业务。有些
不法中介甚至会不顾消费者偿还
能力，怂恿消费者从各类网络借
款平台申请贷款，有的贷款产品
本身就有很高利息，不法中介仍
要再骗取一笔高额费用，其目的
就是快速敛财而不是提供服务。

>>典型案例
2020年6月，家住苏州市相城

区的张某接到了自称贷款中介小
刘的电话。彼时，张某的公司因

为资金问题陷入运营困境，听到
对方说可以快速帮他贷款，张某
没想太多就答应了。

随后，在小刘的介绍下，张某
认识了该贷款中介公司的老板马
某。在马某的帮助下，张某很快
申请到了一笔82万元的贷款，解
了燃眉之急。然而没过多久，这
笔贷款就出现了“问题”。

“你的贷款风控不行，银行最
近查得严，弄不好的话会被收
回。”2020年12月29日，张某收到
马某发来的消息。得知这一情况
后，张某想将贷款一次性还清，但
马某给他出了新的方案：“年底有
个100万元低利息额度的贷款，你
先把之前贷的钱还掉，我公司再

帮你申请新的，很优惠！”禁不住
更低利息、更高额度贷款的诱惑，
张某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分两
次将82万元汇入了马某的公司账
户中。汇款后不久，马某以办理
新的100万元贷款需要提前缴纳
保证金为由，让张某又给其转了8
万元。

然而，新的贷款始终没有办
下来。而张某已陆续转账给马某
150万余元，他这才意识到事情不
对劲。此后，在他多次追讨下，马
某归还了28万元。2021年10月15
日，马某的一再拖延让张某忍无
可忍，张某选择了报警，警方于
2021年12月4日将马某抓获归案。

陷阱3 提供名不副实的中介服务

安全借款的正确“姿势”注
意

3个非法贷款中介陷阱警
惕

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
提醒有借款需求的消费者，要树
立合理的消费观念，从正规机构、
正规渠道办理贷款业务。

一、从正规机构获取融资
服务。消费者如果有借款需求，
应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正规渠道

进行咨询或者办理。
二、了解贷款产品的重要

信息。向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等
机构办理贷款时，要注意看清贷
款条件、综合息费成本、还款要求
等重要信息。

三、警惕向无关账户的转账

要求。要增强法律意识，提高风
险防范能力，对于超出贷款合同
约定的转账要求要注意，警惕以

“刷流水”“走账”为由的打款要
求，不随意向无关账户转账打款，
防范被骗取资金风险。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等

“泄露未投入现役的武器装备”

央视曝光
间谍离境前
被抓现场

“国际斗争和博弈复杂严峻，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对
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分裂颠覆、勾联策反等破坏活动，企
图搞乱社会主义中国，面对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我们
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在涉港、涉台、涉疆、涉藏等重大
问题上开展一系列斗争，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和制度
安全。”

日前，大型电视专题片《领航》播出第十二集《安邦
基石》，聚焦国家安全，披露了不少涉及国家安全类的
案件。

涉及高铁运行安全
间谍为境外公司非法搜集、提供涉及高铁敏感数据

2021年12月，上海市国家
安全局对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
提供情报罪的王某等人予以刑
事拘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第82条，决定对犯罪
嫌疑人王某执行刑事拘留，送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国家看守所
羁押。”

片中介绍，王某等人在利
益的驱使下，为境外公司非法
搜集、提供涉及高铁敏感数据。
这是《数据安全法》实施以来，
首例涉案数据被鉴定为情报的

案件，也是我国首例涉及高铁
运行安全的危害国家安全类
案件。

虽然非法采集行为本身不
会影响高铁无线通信正常进
行，也不影响列车安全。但是
不法分子如果非法利用这些数
据故意干扰或恶意攻击，严重
时将会造成高铁通信无线中
断，影响高铁运行秩序，对铁路
的运营构成重大威胁。同时，
大量获取分析相关数据，也存
在高铁内部信息被非法泄露，
甚至被非法利用的可能。

间谍离境前被抓获
军工科研院所高级科研员“泄露未投入现役的武器装备”

片中还披露了间谍张建革
被抓的画面。

“就前边这辆车是吧？”
“对。”
“张建革，是（吗）？”
“我们是郑州市国家安全

局的。”
被国家安全机关侦查人员

一路紧跟的这辆车上坐着的，
就是涉嫌出卖我国重要军工涉
密材料的张建革。就在张建革
准备离境出国时，侦查人员在

机场将其抓获。
张建革是某军工科研院所

一名高级科研人员，研究领域
涉及我国军方重要武器装备，
甚至尖端武器的研发，手握我
国核心机密。

据国家安全机关侦查人员
此前介绍，“我们国家很多还没
有投入现役、没有装备的武器
装备，就被张建革泄露出去。”

经审判，张建革因犯间谍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渔民捞出“不明物体”
实为境外势力向我国海域秘密投放窃密装置

我国不仅拥有漫长的陆地
边界，也有广袤的海域。

专题片指出，海上安全环
境十分复杂，有海无防，曾使我
国无数次因海而伤，海防已成
为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沿。

近年来，境外对我国沿海
地区实施的非法测绘、间谍窃
密活动屡见不鲜。

2021年春天，江苏盐城渔
民王锁出海打鱼时打捞出了一

件奇怪的黑色不明物体。上面
带了一个很先进的太阳能板，
后面带螺旋桨，两边带翅膀。

经专家鉴定，这个黑色不
明物体实际上是一个波浪滑翔
机。这是一种先进的无人潜航
器，搭载很多的传感器，是境外
势力向我国海域秘密投放的窃
密装置，性能先进，功能强大，
能够实现侦察和情报搜集。

据央视新闻

渔民王锁打捞到的无人潜航器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