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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我国是轮胎的产销大国，
2023 年，全国汽车轮胎总产量
7.86亿条，同比增长17.8%。在新
轮胎不断投入市场的同时，每年
也会产生大量的废旧轮胎。废旧
轮胎的主要成分是橡胶，轮胎翻
新是国际公认的轮胎减量化、再
利用和资源化首选方式。我国轮
胎翻新产业一线的现状如何呢？

两三个人
撑起小作坊

在河南驻马店，记者找到了
一家从事轮胎翻新的作坊，各种
大尺寸的废旧轮胎在院子里散
乱地堆放着。

记者跟随老板进入车间，地
面脏乱不堪，到处都是橡胶粉尘
和边角料。老板介绍，这些旧轮
胎都是用来翻新的。

按照《轮胎翻新工艺》国家
标准，在轮胎翻新前的选胎环
节，需要一系列设备，对要翻新
的轮胎进行检测、评估。

但在这个小作坊，老板的回
答却是：“不能用的轮胎，回来一
看就不要的，就是凭行业经验。”

在车间里，记者看到两个罐
状设备，它就是轮胎翻新的核心
设备。老板告诉记者，旧轮胎包
裹着多层橡胶，被放入这种特定
的密闭设备里加压加热，也就是
硫化，来重新做轮胎花纹。

老板说，小作坊做轮胎翻
新，硫化罐、打磨机和用来压实
胎面胶的压面机是必备的，算下

来十五万元左右，三五个人，就
办起了轮胎翻新作坊，生产成本
比正规的轮胎翻新厂家要低很
多。

记者了解到，小作坊在轮胎
翻新过程中，有两种常用手法，
一种是全包的翻新方法，被叫做

“活络模”，另一种常用的方法叫
做“双胞胎”式翻新。二者都存在
安全隐患。

在走访调查中，记者还发现
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那就是
轮胎翻新作坊，并没有基本的质
检设备。在这里听到最多的关键
词就是“靠手工”“凭经验”。

据了解，正规厂家在出售翻
新轮胎时，一般都会向买家出具
轮胎出厂检验报告。轮胎上会标
明生产厂家、合格标识码，并建
立可追溯的生产记录和销售记
录档案，确保翻新轮胎的出厂质
量和售后服务。此外，根据国家
标准，翻新轮胎应该有“翻新”字
样，还需标明翻新次数、翻新批
号。

但小作坊的翻新轮胎上并
没有这些标志，从小作坊里流
出的不合规、不达标的翻新轮
胎，加剧了车辆行驶的安全风
险。

正规轮胎翻新
陷入“冰点”

从事轮胎翻新的正规企业
则告诉记者，他们的翻新工序很
复杂，第一道工序“人工检测”就

分为七步法，符合标准的会进入
下一道工序。

人工检测方面，根据国家轮
胎翻新技术标准，初步挑选出有
翻新价值的轮胎，把明显不符合
要求的淘汰掉。

机器检测方面，设备检查出
肉眼发现不了的胎冠里面细微
的钉洞。

探伤检查方面，用X光机进
行胎体检查。

只有检查出旧轮胎里的所
有损伤，才能判断哪些轮胎可以

翻新，也能确保在后续的翻新环
节，所有的损伤都能得到修复。
一旦漏掉隐蔽的损伤，就可能埋
下安全隐患。

一系列的检查过后，便是打

磨工序。打磨过后，再用机器压
上中垫胶，把胶皮加热挤压到打
磨后的轮胎胎面上，然后开始铺
胎面胶，就是把新的胎面紧紧地
压到轮胎上。最后送入硫化罐进
行硫化。

但是记者发现，这家企业一
次可装 22条轮胎的硫化罐，却
只推进去一条轮胎。企业负责人
解释说，这条轮胎翻新生产线是
十几年前进口的国外设备，一套
价值六百多万元，但最近业务太
少，生产线严重“吃不饱”。

而在偌大的车间里，还有另
外一条生产线，上面落满灰尘，
像是闲置了很久。

这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自从 2009 年进入翻新行业以

来，目前公司的轮胎翻新业务，
可以说处于最低迷的时期。

“一次性轮胎”
充斥市场

正规翻新轮胎既经济又环
保，政策也鼓励，但为什么轮胎
翻新行业的产值却在逐年下降
呢？

中国轮胎循环经济利用协
会会长李卫东表示，“很多新胎
就不具备翻新性，就是一次性使
用。在制造的时候就没有翻新性
能，对于翻新胎的供给来说就很
少了。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
如一些小作坊，确实是做了一些
不太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翻新
胎，可能有一些负面影响。”

今年以来，不少新轮胎生产
企业销量增幅远大于营收增幅。
也就是说，大多数国产轮胎还没
有走出“靠低价续命”的生存环
境。新轮胎的价格越来越低，对
翻新轮胎的生存空间也造成了
挤压。除此之外，翻新轮胎自身
成本一直受制于人，生产设备和
主要原材料胎面胶和中垫胶等
大多要依靠进口。

采访中，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要推进轮胎翻新产业健康有
序发展，除了必须打击小作坊，
规范轮胎翻新市场，还需要确定
相应的标准，确保目前投入市面
上的新轮胎，在经过使用后具备
翻新条件。

据央视

不合规不达标，已经流向多地

小作坊翻新轮胎隐患重重

小作坊在生产轮胎小作坊在生产轮胎

每日电话催收不能超过 3
次，每天晚上 10点以后不能催
收，不应向联系人催收……

近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发布《互联网金融贷后催收业务
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从实
操层面对催收行为和催收行业
提出诸多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指引》正是
“催收国标”的前奏。

据悉，《互联网金融个人网
络消费信贷贷后催收风控指引》
国家标准目前已通过全国金融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正式发
布尚需一段时间。《指引》以国标
为主要内容研制，国标发布后其
将被替代。

从业务本质上来说，催收是
贷后管理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
此前缺乏管理办法，加上诸多恶
性案件的发生，催收行业在普通
人的印象中相当不好。新政能让
一度灰产色彩浓厚的催收行业
消停下来吗？

平台上投诉
超过71万条

“你在某某平台的金融贷款
本月已经严重逾期行为，现进入
合同终止流程，将正式上报征信
黑名单，在中国执行信息网依法
公布身份，子女升学及政审无法
通过……”

催收员“连珠炮”一般输出
完毕，不给李帆（化名）解释的机
会就挂断了，这已经是他这一天
里收到的第7个催收电话。

李帆并非故意逾期，一年前
创业失败导致资金链断裂，无奈
之下开始借网贷周转。连本带息
十余万元的网贷已经还了将近
一半，但今年 5月中旬实在撑不
住开始逾期，之后催收电话就没
停过。

催收，指的是债权方自己或
委托第三方进行欠款收回业务，
也是个人借贷逾期要面临的首

要“后果”。记者了解到，互联网
金融平台催收逾期客户的常见
手段包括发送短信、拨打电话
等。若催收未果，严重逾期还会
收到贷款机构发送的律师函，甚
至走到起诉、立案的程序。

催促还款的确是天经地义，
但当正常的提醒超过了一定程
度，就容易变成施压威胁甚至恶

意骚扰。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催收”

为关键字搜索，截至 5月 24日，
相关投诉的数量超过了 71 万
条。其中，频繁发短信“轰炸”、来
电骚扰“呼死你”、泄露个人信息
是投诉最为高频的催收手段。

既然催收电话这么烦，直接
屏蔽不接行不行？

曾经做过催收相关工作的

林芳（化名）对记者表示，“不建
议完全不接电话，否则容易被

‘爆通讯录’。”
所谓“爆通讯录”，就是催收

方将逾期人的欠款逾期细节告知
其通讯录好友。通常来说，借款人
通过平台贷款时，需要授权给平
台通讯录访问权限，即便不授权，
也需要留下若干紧急联系人。

为何催收“软暴力”
屡禁不止？

“软暴力”泛滥也与催收行
业的“内卷”息息相关。在林芳看
来，第三方催收机构作为金融机
构的“乙方”也要面临诸多竞争。

“公司需要通过持牌金融机构评
选乃至激烈的项目竞标，才能够
正式获得合作的机会。”

她举了一个例子，在客户逾
期 8小时的时候，催收机构这边
的“单子”可能就来了。此时的催
收甚至和贷款平台没什么关系，
就是催收方单纯的“抢业务”。

更重要的是，目前我国没有
直接涉及催收行业的法律规范。
北京红飒律师事务所主任黄启
瑞律师对记者表示，由于缺乏相
应法律规则，催收行业存在边界
不清的问题。

因此，在多位受访专家看
来，《互联网金融贷后催收业务
指引》的发布对推动行业规范化
发展有正向作用。

操作层面而言，《指引》不仅
限制催收的电联次数、通话时间
等细节，还要求金融机构和第三
方催收机构应对催收全过程进
行记录，确保记录真实、客观、完
整；此外催收内容应经金融机构
事先审核确定，以此来限制催收
机构“自由发挥”的空间。

信息保护层面，“爆通讯录”
的行为也被明令禁止。《指引》明
确提出，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催收
机构应只向债务人催收，不应向

联系人催收。

洗牌进行时

催收行业越来越规范是大
势所趋。

自 2024年 4月 18日起施行
的《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首
次新增“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章
节，明确要求消费金融公司不得
采用暴力、威胁、恐吓、骚扰等不
正当手段进行催收，不得对与债
务无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办
法》还要求消费金融公司应当落
实催收管理主体责任，加强对合
作催收机构的管理。

一个关键信号是，号称“国
内最大催收公司”、累计催收超
过 2亿人次的湖南永雄资产管
理集团，继 2023年 5月停业后，
在 2024年 4月下旬正式宣告转
业：不再从事具体催收业务。目
前，其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湖
南永雄裕邦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彻底转型成为一家帮助催
收行业及催收公司发展的科技
服务型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22 年
来，湖南十多家催收公司被多地
公安异地执法，目前至少有5家涉
案的催收公司被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其他多个案件即将开庭审理。
被告人员大部分被认定为使用

“软暴力”催收，触犯寻衅滋事罪。
从事催收相关行业多年，林

芳也坦言，曾经暴力催收较为普
遍的催收野蛮生长时代已经接
近尾声。 据《中国新闻周刊》

“催收国标”要来了——

每天不得超过3个电话，晚上10点以后不能催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