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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贷 内卷、套路和灰产

消费贷：从内卷到内耗

“您已满足我行消费贷用户资质，可以申
请一笔利率最低3.6%、 额度最高30万元的消
费贷。”在北京工作的张晶（化名）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收到来自银行客户经理发送的推销信
息。“去年的利率还在4.3%左右， 现在竟然降
了这么多。”

在促消费市场回暖的背景下， 银行消费
贷“价格战”愈演愈烈。目前国有大行和股份行
的消费贷利率区间通常在3.6%-3.85%左右。

相较之下，地方性银行更加“内卷”。兴化
农商行近日在活动中表示，“全民共兴贷”产
品固定年化利率可低至2.98%。

零壹智库特约研究员于百程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银行消费贷利率“内
卷”反映了市场竞争的激烈。“3%字头”的利
率针对的只是特定优质客群， 需要诸多申请
条件，但却起到了营销的作用。

利率低成了“白菜价”，但并非所有人都
可享受。 一位国有大行客户经理表示，“如果
代发工资、 使用的信用卡等主营业务均不在
我行，那么可能审批额度为‘零’”。

“内卷”激进营销过后，引发的一系列问

题开始浮现，授信额度无法取消、误上征信、
催收方式不当……

“我的贷款额度都已经结清了，但征信上
还是存在这笔授信记录。”小新（化名）之前向
银行申请了一笔消费贷款， 在还清贷款之后
他便主动进行了销户， 但时隔许久他发现授
信额度依旧存在。“我已经全部注销了账户，
但后续查询的时候仍有授信额度的字样，我
找了银行多次也未进行处理。”

也有消费者表示， 自己从未申请过银行
消费贷，但征信上却出现授信记录。虽然不排
除在其他借款平台点击借款操作、 放款方为
银行，所以出现授信的情况，但银行对此应该
做好短信提示工作。

岩岩（化名）遇到的问题则在催收方面，
由于经济压力， 他想和银行沟通延期偿还消
费贷， 并希望银行根据其自身情况制定新的
还款计划， 但沟通还未得到明确回应就收到
了催收电话。“催收人员态度恶劣， 一分钟打
好几个电话，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

在资深产业经济研究人士王剑辉看来，
在展业过程中， 银行可能会采取一些“不正
当”的营销策略、做出不合理承诺。同时，由于
消费贷涉及金融场景较多， 在贷后出现争议
时也未有统一的规范标准。

套路贷：困在“会员费”

银行之外，消费信贷需求外溢在各个市场
缝隙之中，套路贷花样翻新，“马甲”平台和不
法贷款中介，严重扰乱信贷市场的正常秩序。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来自广东佛山
的张华（化名）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本来是为
贷款，怎么还被扣了钱？

一个月前， 张华收到一则来自随想花的
贷款营销短信，对方称可为其提供2万元的贷
款额度，正逢需要资金周转的阶段，张华看到
送上门来的贷款，未曾多想，就通过短信链接
下载了App尝试领取。

下载打开随想花App后， 页面也确实显
示有2万元的借款额度，张华称，点击领取额
度后，他便在平台引导下一步步填写资料，包
括手机号、身份证、住址、收入等多项个人信
息，另外平台还要求绑定银行卡号。但让他没
想到的是， 就在绑定银行卡后输入验证码的
瞬间，他的银行卡被扣了299元。

“一输入绑卡验证码就被扣钱，我一下就
蒙了。”据张华所述，在扣款前，他并未在平台
上看到有关会员费的提醒， 事后联系平台客
服寻求退款， 对方一开始要求上传“申请失
败”的截图，但当他反馈完截图后，对方再无
音信，另外拨打客服电话，被告知已经欠费停
机。直到现在，张华也没有贷上款，会员费的
事情也不了了之。

“没有实际贷款意图，仅是通过会员费的
方式骗取金融消费者的会员费， 这已经涉及
到刑事犯罪问题。”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亚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尝试多渠道联系随想花平
台，但多次电话均无法接通。

从张华提供的交易详情来看， 该笔业务
显示“消费”， 交易场所为“易宝支付-随想

花”，对方户名为“易宝支付有限公司”，对方
账户行别为“易宝支付-备付金账户”。

针对此次扣款行为， 北京商报记者进一
步采访了易宝支付，对方回应，目前与该平台
已没有合作关系。 同时易宝支付就扣款事项
解释， 此类交易流程为用户主动发起绑卡需
求，易宝下发绑卡短信验证，并在短信内容中
明确提示用户正在进行的绑卡行为， 当用户
主动发起支付时， 易宝会再次发起支付短信
验证码， 并在内容中再次明确提示用户正在
主动发起的支付金额及用途， 用户主动填写
验证码后，才能完成此笔交易。

就是否再次收到支付短信验证码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再三向张华求证，不过均得到的
是否定答案，“我确实仅仅只是输入了绑卡验
证码，就被扣款了299元”。张华笃定地说。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 易宝支付公司近
期已非首次卷入这类问题。除了随想花外，也
有消费者在公开平台反馈在“救急无忧”尝试
网贷，但被骗收取299元服务费，最后也无法
获得贷款额度，但“救急无忧”拒不退款，该笔
服务费同样由易宝支付扣款。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咨询顾问苏筱芮
表示， 为此类平台提供支付通道的支付机构
应当尽到审查义务， 对合作商户提升事前防
范能力，加强事中监控，加大商户准入管理，
加强对风险商户的日常巡查， 不断完善风险
防控机制。

信用卡代还：死灰又复燃

消费信贷热度升温，运作成熟、低风险、
高收益的信用卡类消费信贷业务也跟着水涨
船高，使得沉寂许久的信用卡代还“妖风”再
次刮起。

每天早晨7点，鸿伟（化名）都会准时打开
手机翻看前一天未回复完毕的信息，最近，他

刚把微信背景换成主营业务介绍图， 准备大
干特干，而他做的业务就是信用卡代还。

信用卡代还这个词，在行业存在许久。主
要有两种模式：一种为私人代还；另一种则为
平台代还。由于这类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且极
有可能存在诈骗风险。

而对李施（化名）来说，他远不是靠营销
代还App赚钱，在平台推广的过程中，他喊着
“一起做代理推广赚分润” 的噱头招揽持卡
人，也将“裂变”拉人头营销玩得更加娴熟。
“裂变”人数越多，拿到的分润就越多，而对于
如何规定设置的分润费率，李施却讳莫如深，
他直言：“我也不清楚，都是上面规定的。”

若说信用卡代还App还款、 直推的费率
“透明”可见，还有另一种隐藏的灰色收入则
让信用卡“中间商”们赚得盆满钵满。入行近
七年的任俊（化名）最近准备“重操旧业”，为
持卡人提供信用卡代还服务， 与平台模式不
同，任俊是一位私人代还“中间商”。

私人代还“中间商”的身份大多为自然人，
还款资金来源也多为自有资金。“最近一个月
前来咨询还款的持卡人越来越多。”任俊盘算着
将费率从4%调高至6%左右， 以代还1万元为
例，每还一笔，他都要向持卡人收取600元服务
费，生意好的时候，月入过万也轻轻松松。

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指出， 监管
已经明确表示信用卡代还违规， 容易被洗钱
和跑分平台利用， 且信用卡代还和套现相结
合，导致持卡人资金受损、征信受损后信用卡
被冻结、个人信息泄露，还容易让持卡人养成
不良的超前消费习惯。

一位银行信用卡中心人士表示， 一年12
期账单中有10期以上账单都是他人代还，这
类就属于异常行为， 银行一直以来对信用卡
代还行为都是处于严打状态， 若监测到此类
行为，将对持卡人进行封卡降额处理。

北京商报金融调查小组

疫情之后，拼经济席卷全国，各地各部门都把恢复和扩大消费

置于优先位置。合理增加消费信贷作为促消费的关键一环，更是被

监管和市场寄予厚望。只是，消费信贷的增加，不是一蹴而就的。一

方面，消费贷市场由内卷转向内耗，服务粗粝，诟病多有；另一方面，

不法消费中介趁势兜揽生意，在助贷市场和信用卡代还市场刀尖跳

舞，反噬合理的消费信贷需求，成为金融监管部门的整顿重灾区。

预制菜 标准模糊预知难

加工出品酸菜鱼涌入后厨

餐厅里多少酸菜鱼是现制的？ 非活鱼在
店内加工后上桌算不算预制菜？ 活鱼现制就
能完全规避预制菜？ 当餐厅将一盘酸菜鱼端
上餐桌，亦或零售渠道售卖的酸菜鱼，消费者
始终困惑除了用餐场景不同， 碗里的酸菜鱼
到底出自谁手？ 餐厅厨师做的是不是和自己
在零售渠道买的酸菜鱼同出一处？

预制菜加速面向C端后，消费端的争议不
减， 尤其是在餐厅是否可以或者是否被允许
使用预制菜的问题上， 多方讨论始终难有定
论。在预制菜愈发火热的今天，又有多少餐厅
敢承诺酸菜鱼与预制菜毫无关系呢？

对此，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并致电不同品
牌门店的30余家售卖酸菜鱼的餐厅， 调查涉
及的餐厅既包含太二酸菜鱼、鱼你在一起、渝
是乎酸菜小鱼、 姚姚酸菜鱼等主打酸菜鱼的
连锁品牌，还包括峨嵋酒家、辣婆婆、渝八斗·
江湖菜小馆、张记0826·金牌水煮鱼等售卖酸
菜鱼的餐厅。售卖形式上，酸菜鱼分为按斤和
按份售卖，不同品种的鱼类售价不同，一份售
价约30-200余元之间不等。

当询问菜品是否是由预制菜制作而成，
得到的结果多为： 不是预制菜但并非活鱼现

制。调查过程中，30余家餐厅并未承认店内的
酸菜鱼为预制菜， 但问及鱼是否为后厨现宰
杀时，65%的餐厅表示使用的是购买的冷冻
巴沙鱼块和中央厨房配送的鱼片。 矛盾点由
此而来， 从哪个环节开始由后厨完成才不算
预制菜， 工厂提供的预制菜为何会源源不断
地输入到餐厅后厨？

预制菜在消费端一团谜， 销售端从业
者也说不清楚。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大
部分餐厅工作人员对于“预制菜”一词并不
敏感， 甚至还有工作人员并不清楚什么是
预制菜。

一家你的心跳酸菜小鱼门店工作人员就
果断否认了门店的酸菜鱼是预制菜制作而
成。 他表示， 预制菜是提前加工打包好的产
品，储存时间较长，加热后便可食用；但门店
内用来制作酸菜鱼的酸菜是腌制好的， 蔬菜
也都是当天准备，尽管用的是冷冻巴沙鱼，但
与预制菜概念不同。从上述调查可见，少有餐
厅能做到主材、辅材均完全现制，店员对预制
菜概念的认知也较为模糊。

消费者有无知情权和选择权

预制菜的确能提升消费者在家做饭的
便捷度，但这事放在餐厅里，消费者未必愿

意买单。
2022年，#餐厅使用预制菜是否需告知顾

客#登上热搜，不少消费者直言，去餐厅吃饭
就是为了现炒现吃， 如果是预制菜还不如在
家点个外卖。 更多消费者希望餐厅有应对方
式：可以接受预制菜，但餐厅应提前告知，让
消费者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餐厅是否告知消费者店内食用的菜品
为预制菜这事早已引发了讨论。今年1月，中
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2年十大消费维权
舆情热点中，预制菜产品品质及应用场景存
在侵权隐患排名第四， 社会影响力达到了
87.5。其中包括由于一些餐饮商户或有意或
无意地隐瞒了餐品由预制菜制作的情况，导
致希望品尝厨师现炒餐品的消费者感觉“受
到了欺骗”。 希望使用预制菜的餐饮企业也
要做好告知工作， 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选择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的确， 相较于餐厅内使用预制菜， 消费
者似乎更在意的是自己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以及主动还是被动告知。 在北京商报的调
查问卷中“您是否接受在餐厅门店使用预
制菜”一问题中，近85%的消费者选择了接
受，但需告知。由此可见，大部分消费者其
实并非介意餐厅内使用预制菜的行为，但消
费者需要提前被告知，拥有知情权和选择的
权利。

“是否预制”标注出来有多难

消费者迫切希望能在进店前就知晓，但
是当争议不断时，餐厅将“是否预制”标注出
来到底有多难？

一位连锁餐厅老板向北京商报记者透
露，餐厅之所以没有公开标注“预制菜”，主要
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当前消费者对预制菜的
认知度并不高，概念处于初期阶段。同时，预
制菜行业高速发展， 其产业集中暴露出众多

问题，很容易对餐饮门店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预制菜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和划分。”一

位为预制菜企业提供原材料的供应商给出
了另一导致餐厅恐于明确标注的解释：中国
餐饮业的发展离不开餐饮工业化，如何定义
菜品是否为预制菜是当前的问题。

以净菜为例， 一些连锁餐饮品牌尤其是
自建中央厨房的餐企都是通过中央厨房将
蔬菜等原材料预处理为净菜， 再通过冷链
运输至餐厅， 该方式缩短了后厨处理菜品
的时间和流程，提升效率并减少损耗。在这
个过程中，净菜在当前预制菜定义划分中就
属于即配类预制菜。

现阶段， 预制菜尚未形成统一和标准的
定义。一般而言，业内将预制菜分为四大类，
即食类，如八宝粥、即食罐头；即热类，如速冻
汤圆、自热火锅；即烹类，如需加热烹饪的半
成品菜肴；即配类，如免洗免切的净菜。

即便认知尚未形成，但在市场端，餐企还
是积极应变。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已有部
分餐厅打出了不使用预制菜的招牌， 也有品
牌开始将预制产品在菜单中明示。 该举动可
见， 预制菜有需求市场且不能单以好坏做唯
一的评判标准。 预制菜行业也在根据市场和
消费的需求快速裂变和细分化。

在餐饮行业发展的过程中， 预制菜让人
又爱又恨，算是个新名词但并非新产物，早就
在后厨中占有一席之地。上世纪90年代初，肯
德基、麦当劳等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一些工厂
开始为其配送半成品菜，2000年后，生产预制
品的餐饮企业、公司大量涌现。

广东省食安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蓬表
示，预制菜火爆有多种因素叠加：疫情影响、
消费升级，以及懒人效应持续升温，促使预
制菜从幕后走向台前。目前消费端对预制菜
的接受度仍不高，还需要时间培育。随着行
业规范化发展， 一些标准的出台会加速行业
的完善性。

如何解开谈预制菜色变的心结

预制菜发展正处于0到1累积的阶段，无
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在飞速裂变， 难免会出
现质疑声音， 但这些并不会成为阻碍预制菜
发展的绊脚石，反而是助推行业趋向规范化、
合理化、透明化、标准化的助推器，以快速实
现良性发展。

相较于两年前， 消费者对预制菜的接受度
已有所提升， 更多纠结于品质和健康是否可以
保证。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所发布的2022年十
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显示， 消费者愈发重视安
全和营养， 但预制菜却屡被曝出存在质量参差
不齐、口味欠佳、标识信息标注不全等问题。

在中国预制菜产业联盟研究院院长昕源
看来， 预制菜发展早期阶段会存在各种各样
的认知不清、标准不明以及选品不准等情况，
这也致使很多消费者和渠道侧对预制菜采购
存在鲜明的兴奋点和困难点。随着C端预制菜
发展，这一领域未来也将在场景、品质等方面
逐渐分级分层发展， 在标准化和规格化程度
不断提高下，相信消费端需求会不断被满足，
从而接受度和认可度也会逐渐提升。

健全预制菜标准体系建设， 完善产业监
管制度将是消费端、 市场端以及整个产业端
期待的发展方向。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
事长、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认为，建议相
关部门明确预制菜定义、范围，以及相关管理
原则，兜牢预制菜的食品安全底线，维护行业
健康发展。同时，围绕预制菜全产业链建设配
套完善的标准体系，对风味复原、食品添加剂
使用、 微生物控制、 标签标识管理等进行规
范。此外，还要完善产业监管方式，提高准入
门槛，加强生产资质审核，提高产业的整体素
质。只有标准统一和严格监管，才能够实现规
模化的效率提升，助力产业长远健康发展。

北京商报不等式调查组

餐厅与预制菜的拉扯，消费者对预制菜的爱恨，总是时刻挑动

着多方神经。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预制菜工厂里的明星

订单、餐厅热卖单品———酸菜鱼在不同餐厅的售价、用材、制作方

式上均有差异。当问及酸菜鱼是否使用预制菜时，30余家餐厅均说

了“不”，但65%受访餐厅的鱼并非后厨现宰杀。定义混淆、标准模糊

等成为当前行业的现状，给这盘“预制菜”下定义或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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