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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为南方医科大学（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
大学）大二在校生，高中就读于石家庄二中，为参加社会
实践，欲做家教，辅导初中、高中理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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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滴滴出行”“去哪儿旅
行”“哈啰出行”等APP，显眼位
置均可看到“借钱”；点开“京东”

“58同城”“美颜相机”等APP，显
眼位置也能看到“借钱”……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不少手
机APP存在与自身主要业务毫
不相干的借贷功能，并以低息、
红包等作为噱头引导用户开户。
APP“借钱”满天飞，背后暗藏多
重风险。

各类APP都盯上
“借钱”业务

部分手机APP用户告诉记
者，一些生活中常用的APP，俨
然成了“金融APP”。就连平时常
用的拍照、办公软件都有借款功
能，经常出现鼓励用户开通借款
功能的弹窗提示。

青岛市民郑昱告诉记者，她
平时常用的拍照 APP“美颜相
机”，最近打开后总是有弹窗消
息，提示送她一个最高88.88元的
红包。点开红包后，就会进入一个

“美图e钱包”的界面，里面除了提
供“借钱”服务，还有“您有最高额
度 200000元待领取”“最高可借
200000元”等极具诱惑的广告。

“一款拍照软件，为啥老出现借贷
广告？不理解。”郑昱说。

不少公司职员告诉记者，不
仅是拍照软件，常用的办公软件

“WPS Office”，也出现了借钱功
能，号称“低利率、无抵押，最高
可贷96400元，年利率7.2%起”。

记者下载了部分常用 APP
测试发现，不少社交、出行、生活

服务类APP中都有借款功能，部
分APP还把借款功能作为重点
模块进行展示。如用于叫车服务
的“滴滴出行”，其借钱功能按钮
就摆在APP主页，与打车、顺风
车、共享单车等功能并列。在外
卖应用“饿了么”上，借贷功能不
仅出现在首页，而且接入的借款
服务有七八种。在社交APP“陌
陌”上，其提供的借贷服务宣称
最高额度为 6万元，且“无担保、
无抵押，有手机和银行卡就能申
请”。

此外，还有一些APP以“免
费领取会员”为噱头，引导用户
使用借款服务。例如某款视频
APP以“免费送3个月VIP会员”
为由，引导用户点击广告，点击
进入后则会出现“新用户领 30
天首期免息券”“最高可借额度
200000元”等网络借贷广告。山
东艺术学院大四学生孙思齐说，
在视频APP“爱奇艺”的应用界
面内，有时会出现借贷功能的广
告。平台还宣称，只要注册并完
成借款，就能领取会员。

不少APP在借贷服务中都
注明资金来自银行及持牌放款
机构。记者咨询了一款社交APP
的客服人员，对方表示，该APP
是金融机构的合作伙伴，负责接
入借贷服务。推广平台本身并不
提供资金，出现纠纷时需要借款
者和资金提供方协商解决。

“轻松借钱”背后
暗藏多重风险

社交、出行、视频等生活服

务类APP用户基数庞大，其中很
多使用者本无强烈借贷需求。在
这些APP“广撒网”式宣传下，一
些使用者受诱惑开通了借贷功
能。

记者发现，不少平台的借款
功能都以“实时审批、极速到账”
为卖点，并且承诺的额度不低。
几款APP对开通借款功能的审
核都颇为宽松，填写个人姓名、
身份证号，进行人脸识别后，绑
定收款银行卡就可以借钱。

部分APP中的借贷功能还
以低息为噱头吸引用户，但实际
上却埋着高息的“深坑”。某款
APP宣称借款额度最高达到 20
万元，最低年化利率只有 7.2%；
但当记者按照APP内的要求填
写完各种个人信息后，年化利率
一下子涨到了23.4%。

在黑猫投诉等互联网投诉
平台上，有多名用户投诉称，一
些APP里的借贷功能存在重复

扣款、收取高额利息、开通后无
法取消等问题。

一位银行客户经理告诉记
者，普通用户在银行申请信用
卡，一般初始额度只有 2万元到
5万元。但不少APP上的借贷功
能，动辄宣称可以提供 30万元
到 50万元的额度。额度一旦过
高，如果用户还款逾期，带来的
金融风险很大。

互联网经济专家刘兴亮认
为，不少APP用户众多，如果平
台采用诱导的方式推广借贷功
能，一些风险意识不足、消费自
控力较差的群体就存在过度借
贷的可能。

多位大学生在黑猫投诉上
反映，看到某款社交APP上频频
出现的借贷广告，经不住诱惑，
就尝试借款，数额在 1万元到 3
万元不等。但借款后他们却无力
偿还，影响了个人征信。

此外，借贷功能还极易侵害

用户个人信息安全。国家网信办
在今年 5月的一次通报中指出，
84款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
息，其中半数以上APP都具备金
融功能，这些 APP 存在非法获
取、超范围收集、过度索权等侵
害个人信息的问题。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中
小借贷平台上的个人信息很容
易泄露。个别平台为追求利益，
会把个人信息“打包”卖给第三
方。只要用户在一家借贷平台上
申请过借款，其他借贷平台的骚
扰电话就会“蜂拥而至”。

对APP借贷
亟待加强监管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年轻用户开始尝试使
用移动端上的金融平台进行借
贷。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
国 消 费 金 融 公 司 发 展 报 告
（2020）》显示，对于消费金融公
司而言，部分公司的“80后”“90
后”客户占比达到 90%以上，其
中，“90后”客户占比普遍在50%
左右。

相关专家认为，与专业化
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的APP
相比，一些常见的生活类 APP
使用人数更多，覆盖面更广。由
于使用频率很高，过度宣传借
贷功能更容易让网民掉入网贷
陷阱，并导致互联网金融风险。
有关部门需要对这类APP加强
监管，堵住由此带来的互联网
金融漏洞。

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各类APP都盯上“借钱”业务

“轻松借钱”背后暗藏多重风险

“我骗了骗子 3100 块钱，
他说他要告我，还让我坐牢，我
该怎么办。”日前，在中国农业
银行长沙农大支行里，女大学
生江仪（化名）向银行经理哭诉
着自己的遭遇，问经理自己是
不是真的要坐牢。

原来在前一天，湖南农业大
学大三学生江仪收到一个陌生
来电，对方声称是银联总行的工
作人员，以非常严肃的口气告知
她的银联账户已欠了数万元，并
且给了她一个网址链接，要求她
点开链接立即转账到对方提供
的一个银行账户上。

江仪说，对方称她可以通
过某公司的贷款平台进行“套
现”，出于“好心”，对方甚至还
可以帮助她实现“套现”。

在江仪还未将借贷平台额
度使用的情况下，对方为博得
信任，先行给她的支付宝转了

3100元，要她将剩余的部分一
起转入到对方的账户。

“我当时越想越不对，一边
用没钱的理由来稳住对方，一
边往银行赶。”江仪说。

对方一听江仪不转钱过
来，便急了眼，多次电话“轰
炸”，威胁要告她，让她坐牢，于
是银行内出现了江仪哭着说自
己骗了骗子钱，对方要告她让
她坐牢的一幕。

随后，银行工作人员拨打
了报警电话，民警与江仪进行
了进一步的沟通调查（上图）。

民警告诉记者，在本案中，
女大学生“反骗”骗子的钱不构
成诈骗，不能够追究女大学生
任何法律责任。“反骗”所得的
3100 元钱暂时存留在江仪的
账户到 7月 15日，共计 20天，
届时无特殊情况她即可自由使
用。 据澎湃新闻

女大学生“反骗”骗子3100元
气得骗子要报警
警方：反骗所得保留20天后可自由使用

据新华社北京7月 5日电
一枚保存得近乎完整的古人类
头骨，揭开了人类演化的哪些奥
秘？最近，基于对一枚在黑龙江
哈尔滨发现的、目前已知最大的
人属头骨化石的研究，由中英科
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对外公布
发现了一种新的古人类，且其所
属的支系，可能与现代人有着最
近的亲缘关系。因化石在黑龙江
发现，科学家将这个新的人种命
名为“龙人”。相关研究成果已发
表在学术期刊《创新》上。

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历史上，
曾存在过多个早期人种，现代人
的直系祖先智人也是其中之一。
龙人有何特别之处？

参与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
员倪喜军介绍，这枚龙人头骨

“年龄”在距今 14.6万年至 30.9
万年之间，兼具原始与进步的特
征。比如，它既有大而方的眼眶、
厚长的眉脊等原始特征，也同时
具有较矮而平的颧骨。

据介绍，这枚头骨十分巨

大，体量比智人头骨大五分之一
左右；脑容量有 1420毫升，与智
人相当，这意味着龙人已拥有相
当高的智力水平。龙人有可能曾
广泛分布于亚洲北方，研究者推
测，这枚头骨属于一名约 50 岁
或更年轻的男性，他非常强壮，
适应高纬度地区的寒冷气候，和
智人一样以狩猎、采集，甚至捕
鱼为生。

龙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此
前，另一种古人类——尼安德特
人被认为与智人有着最近的亲
缘关系。而此次研究提出，龙人
和在甘肃发现的夏河人、在陕西
发现的大荔人等属于一个支系，
即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个支
系和智人的关系更加亲近。

“系统发育分析显示，尼安
德特人、智人、龙人的分异发生
得比想象中更早。这三者曾有着
共同的祖先，在约 100 万年前，
尼安德特人先分异出去，走上不
同的演化道路，成为一个独立的
人种。在约 95万年前，智人与龙
人又分异成为两个不同的人
种。”倪喜军说。这极大冲击了此
前学界认为的尼安德特人与智
人在约60万年前分异的观点。

同时，倪喜军介绍，智人和
龙人的共同祖先或许起源于非
洲，但曾多次迁移扩散。智人在
约 20 万年前走出非洲，而在此
之前，龙人所属的支系在亚洲可
能已经演化了数十万年。可以推
测，在扩散过程中，智人和龙人
或许曾相遇过，甚至有过 DNA
的交换。

新的古人类“龙人”被发现

龙人复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