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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赖的煽动下，一些无力还款的

用户也动了当“老赖”的念头，“可以不

用还钱了，国家说了，不能暴力催收”。

一场逾期风暴正强势袭来，平台不良及

逾期率突增，“首逾(首次逾期率)已经快

突破 50%”，“存量逾期 50%到 70%的

都有。”

在监管收紧、牌照限制、逾期率攀

升等多重压力下，部分现金贷平台加快

缩量调整、转型步伐，“目前一天放贷的

金额在几百万元，大约为之前的十分之

一。”“大概一个月之前我们推出了消费

分期。”

之前现金贷的钱“太好赚”，现在的

钱“太难收”，有第三方服务商称损失或

将达千万。

资金方也谨慎给出反应，有平台反

映向银行求助资金无望，之前合作的

“老伙伴”P2P 平台，态度转瞬也变得谨

慎起来，有资金方已全部叫停合作。

12月 1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

治、P2P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正式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

金贷”业务的通知》，明确统筹监管，加

强对网络小额贷款清理整顿工作。

重磅文件落地，现金贷监管一脚急

刹车，整个行业都乱了阵脚。

无力还款用户
动了当“老赖”的念头

“反正这样了，不借钱还了，就把上

征信的还了得了。”

“现在网络小贷一刀切，不用还

了？”“这几天将有几百万人陆续面临逾

期，怕啥”、“他们也就会爆通讯录，别的

也没什么花样了，这段风声很紧”……

《通知》落地与负面清单出炉后，在

一些现金贷款的交流群里，如何应对催

收，监管后是不是可以赖账，成为大家

热议的话题。不少老赖跳出来煽动大家

不要还款，有人声称“不要理，一两天就

没事了。”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说“现在

没钱的，只要熬过一个月就没这么严重

了，最多想起了隔一段时间给你打电

话。”

在老赖的煽动下，一些无力偿还贷

款的用户也动了当“老赖”的念头。

社交媒体上，关于现金贷规范的政

策出来后，林珊(化名)在评论区留言，

“网贷撸太多，现在已经还不起了，不知

道怎么办了。”

林珊说，自己之前沉迷一款网上的

游戏，“把钱全都扔了进去”。微贷、急用

钱、手机贷、贷小强、人人花、魔法现金，

林珊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游走在各

大现金贷平台中，贷款多则 3000 元，少

则 1000 余元，加起来还未还的大概有

4万多。

“微贷借了 1500，利息不高，但是

已经逾期一天了。急用钱还了 2000、手

机贷还了 1900，但是这俩现在都借不

出来。”林珊想继续尝试以前的方法以

贷养贷，但手机贷审核没通过，急用钱

通过后三天也没放出款，“我估计是够

呛了”。

林珊说，自己不想还了，但不知道

会不会有事，最近收到三个电话，可能

是催收的，“反正这样了，不借钱还了，

就把上征信的还了得了。”为了不让催

收电话“轰炸”自己，她用了一个平时不

常用的电话号码。

周杨(化名)在 10 家左右的现金贷

平台借了款，有 6 家出现逾期，还有在

几家的贷款没有到期，但最近接到的催

收电话少了些。“不管它，稳住、没事

的”，周杨一边说自己的想法，一边还去

安慰陌生的借款人。

与周杨不同，虽然在群里鼓动大家

不要害怕逾期催收，王小宇(化名)还是

准备先把到期的几千块贷款还上，因为

这两个贷款都是第一次出现逾期。“当

初因为三四个月没上班，再加上我女友

在一起就开销大。分期的暂时不怕，这

几天到期的几千块钱要还上，别让征

信、家里受到影响，催收来恐吓通讯录

的熟人什么的不好。”

出于家中负担的考虑，王小宇不敢

告诉父母，12月 4日下午，他跑出门，开

始找朋友筹钱。

存量逾期高达 70%
平台担心引发踩踏事件

“每家的不良都提高了 10 到 15 个

百分点，存量逾期别说 50%，70%的都

有。”

老赖们的态度对于现金贷平台方

和资金方而言，打击尤胜监管的收紧。

据记者此前了解，一些现金贷平台

对外公布的坏账率在 5%左右。业内人

士称，坏账在 5%—6%属运营不错的平

台，政策趋紧可能会增加，大量共债群

体会逾期、违约。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贷款能否收

回来，或者收回来的比例是多少。现在

首逾已快突破 50%了，之前首逾在 20%

到 25%，增加了不少。”一家现金贷平台

的创始人林宇称，这个情况不一定每个

平台都会遇到，可能有些风控做得比较

好。

林宇说，害怕坏账引起行业的“踩

踏事件”，虽然也算是考验风控的一次

行业洗牌的过程。“可能进入晚的企业，

之前的利润都要收回去。我们也可能有

一部分也会回去，但还能保证一定的利

润。”

“从大家(行业)对整个贷后表现的

相互交流看，每家的不良(即坏账)(平均)

都提高了 10 到 15 个百分点，存量逾期

别说 50%，70%的都有，而且将近四成

都是首逾触发(即第一期就不还钱)。这

种情况很可怕，由老赖引起的行业踩踏

事件，不是有可能，而是正在发生。”这

两天私下里的行业互动、大家相互报的

数字，都让作为几家现金贷的资金方、

某 P2P 平台主管市场与业务合作的副

总裁刘洋深感寒意。

记者看到某反欺诈公司的华北区

负责人在朋友圈晒出某家资产管理集

团承接现金贷不良资产托管的业务消

息，有几位现金贷的老板“走过路过”

时，还点了赞。

当被问及是否收到这类接盘侠的

行业电话时，刘洋不太愿意正面回答。

但他告诉记者，对于不良，其合作方、还

想做下去的现金贷业者目前采取了如

下几种举措：

第一种，“大不了我们就做公益

了”，趣店事件中罗敏的这句话，现在确

实代表了一部分从业者的心态，“但前

提是你的底气够足、前期的利润够多”。

第二种，“有的机构加强了产品端

的调整，新客就不放贷了，只放有信用

记录的熟客”。据记者了解，这种情况确

实存在，有些现金贷同时连贷款超市的

导流也停掉，只维系与老客户长期形成

的借贷关系。

第三种，加强贷后的投入，从催收

力度上去提高回款率。据悉，面对强大

的老赖军团，为了高效催收，平台给催

收员涨薪 5 倍，月薪达到 7 万多，催收

员则日日加班加点，使出浑身解数仍收

效甚微。

“如果都不还钱了，你们怎么办？”

“没办法，目前就只能拿利润补窟窿，万

幸放的总量并不大。我们的所有交易都

要交税，包括坏账也要交，因为不是金

融机构，没有金融机构(免税的)特权”。

刘洋回答完记者之后，叹了一口气，赶

往他的下一个会场。

另有一家平台的创始人也担心群

体性坏账或者共债集中爆发，“同行谁

也没好果子吃”。“这个群体本来是共债

情况比较多的群体，其实在我这边借

的，可能也在别的平台借，我的老用户

也有可能是别家的新用户。”林宇说。

缩减贷款量至 1/10
有平台转型消费分期

林宇大概算了下，目前一天放贷的

金额在几百万元，大约为之前的十分之

一，“之前一天可能放六七千万”。而在

关于现金贷的规范政策出来之前，林宇

旗下平台的费息已经改到年化 36%了，

也不是“砍头息”的模式。

据记者了解，对于行业头部的公司

来说，每日的放贷金额超过亿元并不罕

见。上市公司二三四五公布的财务数据

显示，2016 年，旗下小额现金贷款平台

“2345 贷款王”发放贷款达 411.75 万

笔，贷款总金额为 62.74亿元，同比增长

了 2160%，其中 12月单月发放金额便

达 14.02 亿元。

“闪电借款”是掌众金服在 2014 年

推出的小额借款在线撮合平台，近期宣

布下调综合费息至年化 36%以下。按照

上市公司中国信贷科技 2017 年中报，

在上半年，掌众金服的注册用户增长了

769万人，累计撮合交易额 213 亿元，并

围绕闪电借款延伸出大额现金分期、流

量分发平台等业务。

官网显示，截至 10 月底，掌众金服

累计撮合交易额超 600 亿元。也就是

说，6月后的四个月时间里，掌众金服平

均每月撮合放贷金额接近 100亿元。

在前期下架超过 36%利率的产品

后，某现金贷平台经历了缩小现金贷业

务比例、转型做信息导流平台等尝试，

政策出台后，又着手做更多的准备。

“准确来说，现金贷业务我们停掉

了。基本上政策出来之后，就马上停掉

了，大概一个月之前我们推出了消费分

期”，这家平台的一位负责人称，他们主

要定位做平台业务，为持牌的金融机构

做导流，因为创始人多有大型互联网公

司的经验，也符合金融科技公司的属

性。

另外一家下调过现金贷业务综合

费息的公司表示，规范现金贷的文件发

布后，已经组织各个业务部门逐条梳理

改善相关业务，对不符合新规的部分进

行调整完善，加强息费改革、催收规范

以及客户筛选和信息保护。

据该公司人士介绍，之前也已经在

消费分期方面拓展业务，和一些大的电

商公司、金融机构开展了合作，现金贷

存量在贷款余额中比例并不大。

服务商做好最坏打算
或将损失千万

“我们的客户中有三成是无牌照

的，如果老赖不还钱，引发共债或行业

性的‘踩踏’事件，这几天我们算了下可

能要‘打水漂’的损失没上亿，但也是千

万元级别的。”张园(化名)作为某家大数

据获客及精准营销服务商的战略合规

部总监，向记者坦言《通知》出来这两

天，他们的数据查询业务，明显在下降。

存量逾期、行业坏账的上升，现金

贷第三方是否会出现“关门潮”？

面对这个问题时，张园给出肯定答

案。“我们有些同行现金贷客户占到

90%，他们的日子可想而知。”除了几千

万元的营收损失外，她和公司几位高管

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细化看，目前张园所在公司大致分

成三块数据服务业务，即与信贷、商业

决策以及智能投资有关的数据查询服

务。其中与信贷相关的业务占比超过

40%，近一年来，现金贷客户的服务合

同，是张园所签最多的一类。

“他们太好赚钱了，”张园回忆道，

“当时有几家规模不算太大的现金贷公

司的老板，说只要放贷两个月他们就能

回本，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但是没想到

监管整治方案落地会这么快，他们连运

营的资格都没有拿到。”

对于监管整治意见给现金贷带来

的效应，张园将其分成短期和长期。

“短期看，3到 6个月吧，行业里没

有受益者，大家面对的情况都差不多，

损失是一定的，只能看是否超过预期，

有‘家底’的能挺过来。”

在 12 月 1 日《通知》出来的那个晚

上，张园和同事第一个动作是把系统中

所有客户信息都调了出来，进行量化分

析。对于涉及场景较多，有现金贷业务、

也有信用卡代偿、消费信贷、抵押贷款

等业务的客户，张园认为“其实无所谓，

因为现金贷只是他们业务中的一部分。

他们下架现金贷产品，转做一些大额分

期的产品，像这类，我们认为没有还款

问题。”

“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无牌的机构，

特别是资金端严重依赖银行、消费金融

公司，仅帮他们做助贷，而且手上也没

有自己参股或全资经营的 P2P 或互联

网小贷公司。”张园统计这类客户在

30%左右，虽然目前没有明确要对现贷

业者进行账款催收，但“我们已经做好

他们全部关门、无法结清我们的钱款的

准备，我们把明年的预算也做了调整”。

“这是最坏的打算，还能忍吧”，顿

了一下，张园略带沙哑地说。

但长期看，张园认为行业中有实力

者终将浮现。

首先，“接下来，你会看到一批小贷

公司的增资(即注册资本金)”，她认为这

是监管方严控杠杆率的结果。

其次，“像 P2P，我们反而认为会迎

来某种新生”。张园解释道，P2P 因为是

资金与资产的闭环，资金来源于个体用

户，本来也不受杠杆的影响，只要提升

资金端的收益率，再辅助一些营销的推

广活动，更多的用户把钱投到 P2P 里，

P2P的资金来源反而会增大。资产端方

面，如果现金贷收缩了，已经被现金贷

市场激活的用户借款需要也会转向

P2P。

张园曾做过梳理，现金贷业者有几

千家，但真正跟他们签数据服务合同

的，不到 10%，这意味着大部分的机构

是不去做精细化运营的。“洗牌之后生

存下来的机构，其精细运营的程度、风

控的能力而论，都是绝对的强者。”

资金方态度“谨慎”
助贷模式难以为继

向银行求助资金无望，P2P 的态度

也谨慎起来。“现在的硬伤是没有网络

小贷牌照，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大概

3000 家现金贷平台，可能 90%的都处

于‘裸奔’状态。只能按助贷模式走，而

监管画了很多线。”林宇坦言，自己是真

想做好这个行业，因为消费需求已经被

激活了，但目前也是边做边看。

林宇所说的助贷模式，是此前行业

内多数平台采用的放贷模式。一位业内

人士表示，之前很多做现金贷的平台都

是创业公司，没有牌照的公司都会选择

助贷模式，资金方如银行、消费金融公

司等会有牌照。

“现金贷”最新的整顿通知虽然没

有否定助贷模式，但也做出了限制，要

求“助贷”业务回归本源，银行业金融机

构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提供增信服务以及兜底承诺等变相增

信服务，应要求并保证第三方合作机构

不得向借款人收取息费。

由于此前放款资金主要来自 P2P，

林宇在几个月前开始接触一两家银行

系统，但他估计合作也会搁浅，“不知道

现在银行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一家银行机构合作部分的负责人

坦言，相关的政策都很严，所以没有碰

现金贷合作这一块业务。“也和寻求合

作的现金贷平台聊过，但是没什么合

作，包括对合规性等方面的考虑。”

向银行求助资金无望，林宇之前合

作的“老伙伴”P2P 的态度也谨慎起来。

“P2P 资金方也在做测试，之前需要多

少资金都会提供，最近是做了一些限

制。不过，即使一天给我们几千万，我们

也消化不掉，因为平台本身控量的幅度

也很大。”

机构相互猜疑
有资金方全部叫停合作

刘洋所在的 P2P 平台作为曾经的

现金贷的资金方存在，“今年 7 月以后

逐渐开始收量资金供应，并非是因为听

到监管的风声，但是我们有几家现金贷

平台是签了战略协议的，其中的一家正

在准备港股 IPO 的材料”，《通知》出来

后，一切都戛然而止。

最初，刘洋想了解“现金贷业务到

底是个什么形态？借款人是一些什么样

的人？”于是刘洋的公司开始跟几家现

金贷平台进行资金合作，“500 万元、

1000万元、最高 2000 万元的每家平台

的放款额，但是合作的平台不太多”。然

而，在合作过程中刘洋发现，机构之间

是互相猜疑的。

他所在 P2P 采取直投的方式，向合

作方开出了几个条件：“资金成本年化

20%；要对逾期进行 T+1 的回购(即产

生逾期后，资金方第二天收到由现金贷

提供的逾期回购款项)；要给我们报全量

的、非脱敏的借款人数据，以便我们做

数据分析。”

刘洋开出相对苛刻的条件，前期并

没挡住现金贷平台的热情，“有些公司

愿意干，因为他们用高利率覆盖了高风

险，而且平台需要冲量，但后期随着他

们的资源积累，就会觉得跟我们这种合

作是‘没有意义’、不对等的，认为我们

是为了拿他们的数据做分析，而且会怀

疑我们要进入现金贷领域。”

刘洋坦言，当时的想法，“一确实是

想要这些数据；二是如果有机会，我们

也愿意尝试这个领域。”但是，就在刘洋

加派人手分析这些现金贷公司输送过

来的数据过程中，监管就开始逐渐释放

一些“态度”，于是刘洋和同事们开始收

量，《通知》正式出来之前，刘洋与现金

贷的资金合作全部叫停。 据《新京报》

近期次新股整体表现不佳，截至上

周四已有 4只次新股击穿其发行价，同

时还有 3只次新股在发行价上方徘徊，

随时有可能破发。由于业绩与解禁的压

力，市场推测，次新股破发名单仍可能

拉长。

■市场
已有四只次新股击穿发行价

连续三天，今年次新股赛托生物都

处于破发附近。上周四全天位于发行价

40.29 元上方，萎靡不振，截至收盘，该

股报收于 40.21 元，下降 0.77%，再次破

发。

今年 1月 6日，赛托生物登陆A股

创业板，发行价为 40.29 元 / 股。上市首

日毫无悬念涨停，之后连拉 4个一字涨

停，IPO 后的第六个交易日，股价最高冲

至 93.43 元，动态市盈率超过百倍。此

后，其股价一直没有超过开板当日最高

价，进入 3 月下旬后便开启下跌快道，

截至上周二，公司股价报收于 39.74 元

/ 股，首度破发。周三盘中再度跌出新低

39.62 元，至尾盘反弹有限，报 40.52

元，刚刚超过发行价 40.29 元。

与股价相对应的是，公司业绩大幅

下滑。10 月 27日，赛托生物公布前三季

度业绩显示，公司净利润为 4512.66 万

元，同比下降 37.64%。赛托生物在三季

报中表示，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1.95%，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产品品

种、销量均增加所致；净利润本期数较

上年同期减少 37.64%，主要原因系报告

期内产品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及新设子

公司运营初期费用增加所致。

目前次新股破发队伍不断扩大。除

了赛托生物，还有 3 只次新股击穿 IPO

发行价格，分别是天能重工、步长制药

和三角轮胎。另外，博迈科、日月股份和

贵广网络等三股接近破发。

■板块
次新股指数今年跌幅超四成

12 月 4 日，次新股指数收盘大跌

7.99%，462 只个股中，多达 41 只股票

跌停。

一组数据更能看出次新股的整体

表现。Wind 统计数据显示，近一个月跌

幅超过 30%的个股有 43只，跌幅超过

20%的个股达 176 只。据Wind 统计数

据显示，共有 40只个股最新收盘价跌

破了上市首日收盘价。

“新股不败”神话正在接受挑战。公

开数据显示，次新股指数年内下跌超

44%，堪称年内最熊市场板块，甚至比创

业板还弱。

截至目前，次新股指数的动态市盈

率仍达到 39.15 倍，已经大幅低于历史

峰值数据，但距离历史低谷数据还有一

段距离。

市场分析认为，一方面，证监会对

高送转题材炒作仍然保持严监管态势。

12月 1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称部

分公司将“高送转”作为掩护限售股解

禁、大股东减持出逃的工具，常常伴生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不仅

严重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还

破坏了资本市场的“三公”原则，对此需

要从严监管。另一方面，解禁冲击的隐

忧开始增加。12月份有 177家公司将面

临限售股解禁，以昨天收盘价计算，解

禁市值达 2702 亿元，其中 27 家解禁比

例超总股本 30%。

资深人士表示，证监会从严监管

“高送转”，以及限售股解禁对股价的冲

击只是次新股重挫的重要原因，但并非

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很多公司

基本面撑不起虚高的股价，才引发次新

股大跌。

■展望
68只次新股
发布业绩预减公告

尽管次新股在二级市场的表现不

佳，但其业绩分化也是现实。以预增幅

度下限来看，其中有 30只个股预增超

30%，8只个股预增超 50%，荣晟环保和

合盛硅业预增超 100%。同时 68只次新

股发布了业绩预减公告，其中有 35 只

个股预计业绩下滑超 30%。

一些预减的次新股值得关注。例

如，同为股份和世嘉科技均预计，年报

股东净利润将同比下滑 70%，是次新股

中预减幅度最高的两只个股。同为股份

表示，预计全年股东净利润在 1927.32

万元至 3854.65 万元之间，业绩下滑的

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受汇率影响公司有

较大汇兑损失；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年

内的研发投入较大，以及公司现有产品

毛利率下降。

此外，博迈科预计年报业绩下滑

65.67%，预减幅度较高，同时天能重工、

哈森股份、久之洋和高斯贝尔的预减幅

度也均达到 60%，业绩预减幅度排名均

较为靠前。

■聚焦
17只次新股
本月解禁市值超 10亿元

次新股解禁仍然是市场警惕的现

象。公开数据显示，12月份期间，两市共

有 45 只次新股进行限售股解禁，合计

解禁 38.15 亿股，其中 17只个股的解禁

市值超过 10亿元。

华安证券是本月最大解禁市值个

股，12 月 6 日解禁 19.02 亿股，以当天

收盘价估算，涉及的解禁市值达到

143.6 亿元。虽然股价当天上涨 1.89%，

但是昨天该股继续创下收盘新低，收盘

于 7.37 元，跌幅为 2.38%。

解禁市值较高的个股还包括裕同

科技、苏州科达和永吉股份，分别在 12

月 18 日、12 月 1 日和 12 月 25 日进行

解禁，解禁股数分别为 9675.45 万股、

1.2 亿股和 1.86 亿股，涉及解禁市值

58.04 亿元、39.07 亿元和 32.14 亿元。

就解禁股权比例看，12 月份有 20 只个

股的解禁比例超过 20%，11 只个股的

解禁比例超过 30%，7 只个股解禁比例

超 40%，其中华安证券的解禁比例最

高，达到 52.53%。

此外上周 A股市场正迎来三维股

份、麦迪科技、兴齐眼药和贝肯能源等 4

只个股的限售股解禁，分别将解禁 2352

万股、4027.2 万 股、3272.35 万 股和

2871 万股，解禁股权比例分别达到

18.52%、49.77%、40.90%和 23.97%，估

算解禁市值分别为 4.31 亿元、13.11 亿

元、8.71 亿元和 5.96 亿元。昨天，4只个

股涨跌不一。

截至上周四，次新股上海银行仍处

于破发破净之中，当日该股报收于

14.75 元，下跌 2.25%，继续创出上市新

低。不仅跌破上市发行价 17.77 元，同时

跌破其净资产 15.91 元。此前该股被称

为最悲催次新股。

根据公司公告，今年 11 月 16 日限

售股流通，本次上市流通的为其首次公

开发行的 29.26 亿股限售股，涉及 3.46

万名股东，锁定期为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这些解禁股占公司总股本

37.49%，是解禁前公司流通股的 3.75

倍，其中包括 339.44 万股低成本(经 10

多年分红)的内部职工股。 据新华网

现金贷行业洗牌：“老赖”集结不还钱首逾逼近50%

次新股成年内最熊板块 年内跌逾44% 四只跌破发行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