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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深圳等地监管机构发布通知或风险警示，要求辖区内金融机构对个人经营性贷款和个人消费性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等问题进行自查。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个人经营性贷款和个人消费性贷款经过层层包装，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在一个楼盘，记者称凑首付有点
难度，中介干脆地说：“只要不超过100万元，我们来帮你搞定。”

消费贷款穿“马甲”
违规大量流入楼市
房地产中介牵线搭桥，以“房抵贷”
和第三方中转方式，套取贷款用于购房

多地监管部门严查消费贷违规进入楼市
近期，一组金融数据刺激了

金融市场。据Wind数据显示，今
年前 7个月，居民新增消费性短
期贷款 1.06万亿元，累计同比多
增7137亿元，而去年全年仅新增
消费性短期贷款8305亿元。

与此同时，上市银行的半年
报纷纷披露，消费贷款增速惊
人。如截至 6月末，平安银行消
费金融贷款余额达2770.90亿元，
上半年新发放贷款1294亿元，同

比增长 255.49%；建设银行消费
贷款余额今年上半年激增830.37
亿元，较去年末增长 110.66%；光
大银行消费贷款余额为 3723.62
亿元，上半年新增540.91亿元，较
去年末增长了17%。

短期新增消费贷款大幅增
长，这些钱去哪儿了呢？记者注
意到，近期，多地监管部门发出通
知或风险提示，严查个人经营性
贷款和个人消费性贷款等违规进

入房地产市场。
9月 5日，北京银监局、人行

营业管理部发布通知，要求辖内
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个人经营性
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开展自查工
作，重点检查“房抵贷”等资金违
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情况。9月
8日，北京市住房建设委员会下
发通知，要求中介机构对近三个
月本机构及从业人员经营活动开
展自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

心支行近日也发出金融风险提
示，明确提出要加强个人其他消
费贷款管理，并要求从发文之日
起执行。

有金融监管部门人士对记者
表示，早在 2010年，中国人民银
行和银监会就曾发布通知，要求
各商业银行加强对消费性贷款的
管理，禁止用于购买住房。此后，
银监会等部门陆续多次发布相关
通知，强调对消费贷款的管理。

消费贷款穿各种“马甲”流向楼市
记者在多个城市调查发现，

消费贷款穿上各种“马甲”流向楼
市。

--房地产中介牵线搭桥，以
“房抵贷”和第三方中转的方式，
套取贷款用于购房。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家大型
房产中介的门店，中介人员听说
记者凑首付有点难度后，直接说

“只要不超过100万元，我们来帮
你搞定”。

随后，该中介人员详细地介
绍了操作流程--一种是进征信
系统的，需要有房产等做抵押，年
化利率6%-7%，这种贷款可以直
接打入个人账户；另一种是无抵
押，现在国家不让钱直接流入房
地产，得找第三方来让贷款中转
一下。但这种要收1-2个点的手
续费，利率也是6%-7%。“我们跟
银行都是有合作的，以上 2种方
式都可以做到30年。”

--金融中介帮助办理大额
信用卡违规套现。

记者在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
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咨询得知，该
公司可以代办部分银行信用卡，
从而贷款套现。“只要有身份证，
就可以贷款。你没工作、没社保
我们也可以帮你包装。你只要交
点中介费。”该公司工作人员表
示，“找我们能办大额信用卡，50
万至 60万元都能提现，去干什

么，银行根本不会管。”
“监管要求个人消费贷款必

须专款专用，但挪作他用的情况
很多。”一家国有银行个人金融部
人士指出，30万元以上的个贷是
银行将贷款直接付给合同约定用
途的借款人交易对象，30万元以
下自主支付。有些中介公司帮忙
提供虚假的贷款用途材料，消费
贷“挪作他用”很难被银行察觉。

雪中送炭
还是饮鸩止渴？

记者在采访了解到，有的银行由
于消费贷的贷后管理问题，已经暂停
了部分消费贷款产品，目前仅对存量
客户提供纯信用无抵押的消费贷款。

财经评论员莫开伟指出，消费贷
等非房贷资金变相流入楼市，是把一
些支付能力不足的人拉入了房地产市
场，一旦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出现逆转，
违约风险暴露，会造成相当的金融风
险；还有部分消费贷款是由 P2P等互
联网金融公司的资金穿透而来的，其
间不少游离于现有监管体系的视野之
外，潜藏并易诱发较大金融风险隐患。

“银行这几年受利率市场化冲击，
利差收入减少，而个人消费贷款相对
风险低、利率高，对银行有着巨大的吸
引力。对消费贷款的真实资金用途存
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问题。”上海
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
君羊指出。

某民营银行总行行长告诉记者，
消费贷进入楼市确实起到了加杠杆的
作用。居民在房价上涨预期下，急于
借钱入市。只有多措并举扭转居民的
单方看涨预期，才能真正堵住楼市的

“配资”通道。
莫开伟表示，遏制消费贷款违规

流入楼市，要靠监管机构建立灵敏、动
态的监管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
现监管精准有力。

跨25省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系列案开槌
被告获刑3年2个月

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辽宁管辖
的跨 25省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系
列案件，9月 13日上午一审宣判。
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当庭审理后认定
该系列案第一起案件的被告人王旭
光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审
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7万元。

王旭光 1975年出生，河北人，

于1999年4月到河北省某交警大队
任职协勤人员，负责内勤和外勤工
作。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 8月
至 2016年 5月，王旭光伙同在同一
中队任职的协勤人员魏某、马某（均
另案处理）在办公地点内，使用数字
证书或其他正式民警的账号、密码
登录公安综合管理平台，通过该平

台网上查询车辆档案信息、驾驶员
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
联系、出售给他人。获得的赃款通
过微信提现，共分八笔提取到王旭
光的个人银行卡内，再由王旭光分
发给魏某和马某。三人违法所得共
计约人民币7万元。

庭审中，被告人王旭光表示认
罪、悔罪，并通过其近亲属向法庭退

回了赃款。法庭在休庭合议后，进
行了当庭宣判，认定王旭光犯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
一审宣判后，王旭光当庭表示服判，
不上诉。

据悉，2015年 11月，辽宁省公
安机关在侦办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案件中，发现大量涉及全国各地

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线索，后
公安部将涉及辽宁、四川、黑龙江、
广东等25个省、市，涉案人员达100
余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指定
辽宁地区警方侦查。2016年5月18
日，辽宁等全国25个省市警方统一
开展集中抓捕行动，成功铲除多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团伙。

成都暂停
共享单车新增投放

记者日前从成都市交委了解
到，目前成都已暂停共享单车的
新增投放。同时，成都年内将试
点建设电子围栏、立体停车点，以
规范引导单车停放。

目前，成都市城区已施划了
两批 1000多个共享单车停放点
位，主要集中在地铁站、写字楼等
人员密集区域，第三批施划也即
将启动；同时，还将试点建电子围
栏，技术方案在审定之中。成都
市交委总工程师聂斌表示，在使
用密集度高、停放区域比较密集
的点位，还将试点建立体停车点，
与机动车立体车库类似，目前方
案正在研究中，年内有望建成第
一个示范点位。

此外，成都已启动共享单车
监管平台建设的前期工作。监管
平台的主要构成拟包括数据采集
交换、企业服务质量管理和数据
统计分析展示等系统。聂斌表
示，通过实时共享数据掌握共享
单车市场运行状况，指导共享单
车实现精准调度、投放和监管，并
通过出行数据分析，为城市公共
交通体系规划建设、节能减排提
供数据支撑。

上海将率先
试点医疗器械
注册人制度

13日举行的上海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与浦东新区政府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传出消息：上海将在深化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改革的
基础上，率先试点医疗器械注册人制
度，加快创新产品的上市步伐，强化食
品药品安全保障。

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是指符合
条件的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医疗器械注册证，然后委托给有
资质和生产能力的生产企业生产，从
而实现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和生产许
可证的“解绑”。

上海食药监部门表示，截至目前，
上海已申报MAH申请人 17家，受托
生产企业18家，试点品种28个。

上海食药监局副局长肖泽萍表
示，试点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是一项
对接国际通行规则的改革举措。试点
有利于激发医药创新人才的积极性，
使其专注于产品研发，而把生产委托
给专业的企业来进行。这种分工，可
以抑制医疗器械行业的低水平重复建
设，也将加快创新产品的上市步伐，造
福更多国内患者。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