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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新按：

据网贷之家，截至2018年7月底，P2P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量达到6385家（含停业
及问题平台），其中问题平台累计为2286家，仅7月新增问题平台165家，创近一
年以来新高。P2P平台问题频发，受到了高层的重视。

8月4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要稳步推进互联网金融和P2P风险化解工作。

8月8日，互金整治办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发《关于报送P2P平台借款人逃
废债信息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应根据前期掌握信息，上报借本次风险事件
恶意逃废债的借款人名单。同时表示，下一步，全国互金整治办将协调征信管理部
门将上述逃废债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和“信用中国”数据库，对相关逃废债行为人形
成制约，并要求各地于8月9日12时前反馈。

今日（8月12日），两个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更加具体、更加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举
措。不同于此前发文件的形式，此次举措部署是以座谈会的形式，一起来看看有哪
些新举措吧。

据新华社，近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网贷风险专项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召开网贷机构风险处置及规范发展工作座谈会，有关省
市和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汇总分析当前网贷风险形势及前期应对工作情况
，研究拟订下一步风险应对举措。

据介绍，近期受多种因素影响，部分网贷机构出现风险。各省区市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第一时间进行动员部署，多措并举，维护社会稳定和金融稳定，保护出借人
合法权益。依法打击转移资金、跑路等恶性退出行为；监测资金流向，管控高管人
员，引导问题机构良性退出；依法缉捕外逃人员，全力做好追赃挽损；回应和解决
群众合理诉求。

会议指出，
做好网贷风险专项
整治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
要战役，
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各地要提高思想认识，切
实承担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
一。

一要畅通出借人投诉维权渠道。网贷机构建立沟通机制，提高经营的透明度。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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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设立沟通窗口，解释政策、回应诉求。

二要开展网贷机构合规检查。引导机构合规经营和健康发展。

三要多措并举缓释风险。指导网贷机构通过兼并重组、资产变现、与金融机构合作
等多种市场化手段缓释流动性风险。

四要压实网贷机构及其股东责任。已退出机构要依据破产法、公司法及有关监管要
求制定清盘兑付方案，股东依法负连带责任，有关部门监督执行，切实提高债务清
偿率。

五要规范网贷机构退出行为。建立报备制度，明确退出程序，规范资产处置和债务
清偿，确保出借人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六要依法从严从重打击恶意退出的网贷平台。缉捕外逃人员，加大法律惩处力度，
形成有效震慑。

七要加大对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打击力度。将恶意逃废债的企业和个人信息纳入征信
系统和“信用中国”数据库，开展失信联合惩戒。

八要加强金融基础知识普及工作。帮助群众准确分辨非法吸储、集资诈骗等违法犯
罪行为，增强投资风险识别能力和审慎意识。

九要引导出借人依法理性维权。依法打击造谣、煽风点火、聚众闹事等非理性、超
越法律界限的维权行为。

十要严禁新增网贷机构。各地要禁止新注册网络金融平台或借贷机构，加强企业名
称登记注册管理。

可以看出，国家对网贷风险已高度重视，这不仅影响投资人的利益，风险也有可能
波及到其他方面。部署的重点包括：一是规范仍在运营的P2P机构，通过检查、禁
止新增的方式让行业实现后续发展；二是引导不合规机构良性退出，通过与金融机
构合作的市场化手段以实现无风险退出；三是严厉打击P2P平台的恶意退出；四是
严厉打击借款人恶意逃废债行为；五是要做好投资人保护。

其中，第十条首次提及严禁新增网贷机构以规范市场。三条（第一、八、九）举措
涉及投资者保护，只有建立公平、透明的沟通机制让出借方知悉平台兑付进展，才
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风险软着陆，避免更大层面的风险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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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第三、四、五、六、七）举措则指向了P2P问题平台。对于已经出现问题的
平台，平台实控人和主要经营负责人员有着连带责任，在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的监
督下依据破产法、公司法及有关监管要求制定清盘兑付方案，提高债务清偿率。对
于退出平台，合法依规的要予以保护，恶意退出的要予以打击。

新金融评论

聚焦新金融，独家、专业，尽在新金融评论。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hanghai Finance Institute，SFI）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
的专业智库，致力于新金融和国际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研究院成立于2011年7月
14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hina Finance 40 Forum，CF40）举办， 与上海
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研究院在国内率先提出新金融概念，并积极开展相关
研究，逐渐形成了以新金融和国际金融为特色的研究道路。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等机构于2015年10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中
心是北京大学的二级机构，挂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心致力于开展数字金
融、普惠金融、金融改革等领域的学术、政策、行业研究，向社会提供权威的研究
分析，为行业发展提供专业的理论指导，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的政策参考。

此外，为纪念我国卓越的世界经济学家浦山先生，并推动我国国际金融与新金融的
研究和发展，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于2016年7月发起成立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
，并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战略合作，联合主办浦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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