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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磊

　　“这两天，他们（催收人）一直给我打电话，给我家人和朋

友打电话，我吓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今年26岁的贵州人

刘女士说起最近的经历，语气中难掩慌乱。

　　究其原因，仅仅是她没有按期向一家网贷平台还款———

刘女士此前向该平台借了一笔贷款，每月24日，她需要还款

3100多元，期限是12个月。6月25日，她仅逾期一天，就遇到了

暴力催收。

　　近年来，网贷平台的借款人由于未及时还款，其通讯录

联系人遭遇“狂轰滥炸式”骚扰的现象频繁发生，甚至有当事

人遭遇威胁恐吓等经历，合法权益遭到严重侵犯。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暴力催收乱象频

发背后，是网贷平台违规、过度收集用户信息，特别是借款人

的通讯录信息；建议监管机构严格落实现行相关规定中

关于网络借贷类App需要获取的必要个人信息范围，

禁止网贷平台违规、过度收集借款人信息，同时继续

完善针对暴力催收的法律规范体系，加大惩罚力度，

对暴力催收行为及贷款黑中介要做到应查尽查、及

时打击。

逾期遭遇暴力催收

极度影响工作生活

　　刘女士陷入网贷泥潭，源于3年前认识的前男

友。在两人相处过程中，男方以做项目需要资金周转

等名目向她借钱。彼时没有工作的她在男方怂恿下，

向网贷平台借贷，但男方并没有帮她还钱。双方因此

陷入争吵，最后以分手结束。

　　原本借款额只有5万余元，但刘女士没钱还，于

是以贷养贷：向其他网贷平台借贷还前一家网贷

平台。

　　时间一转眼来到今年3月，她已经在3家网

贷平台有借贷，每月需要还款约5000元。由于收

入不够还款，她在一家名为“××快贷”的网贷

平台借贷11200元，等额本息分12期还款。今年3

月24日，她向平台进行第一期还款1046余元，其

中含本金870余元、利息175余元。

　　但这些钱远远不够刘女士的正常生活和还款。今年5月，

当她还完第3期借贷后，又向“××快贷”申请借贷20500元，同

样选择等额本息12期还款，首期应还2206元，此后每期还款

2059余元。

　　截至今年6月24日，仅“××快贷”平台，刘女士就要还款

3300多元，再加上另外3家网贷平台，她每月要还8300多元，贷

款金额也从原先的5万余元变成8万余元。但她除了每月4000

多元工作收入外，再无其他收入。

　　让刘女士没想到的是，6月25日，她在“××快贷”的还款

日刚过一天，就接到了催收电话。她想跟对方协商延迟还款，

但对方拒绝了。不久，催收电话就打给了她手机通讯录里的

所有朋友和家人，还发了相关短信息。

　　“‘××快贷’委托第三方对我进行暴力催收，向我的通讯

录联系人透露我的欠款事宜，不停地骚扰我朋友和家人，严

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欠款，我肯定会还，就是希望他们

别催了，给我一点时间。这么逼我，威胁恐吓，我每天提心吊

胆，吃不下睡不着，每天都活得很压抑，感觉快活不下去了。”

刘女士说。

　　因向网贷平台借贷逾期而遭遇暴力催收的，远不止刘女

士一人。

　　今年20多岁的天津市蓟州区居民王先生，为了满足自己

较高的消费需求，在多家网贷平台借款十几万元。还不上借

款后，催收人先是打电话骚扰他，然后直接上门威胁，吓得他

父亲不知所措，无奈之下四处借钱还贷。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强曾代理过多

起相关案件。在其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北京市民赵某通过某

小贷公司借贷后逾期不还款，该小贷公司找了催收公司进行

催收，催收公司派遣数名员工统一着装前往借贷人家中进行

砸门、辱骂、威胁等，导致借贷人的配偶受到极大惊吓。同时

催收公司通过电话、短信频繁向借贷人通讯录中的联系人发

送关于借贷人拒不还款、要求亲友联系或代为还款、否则就

要上门威胁等信息，以此“轰炸”借贷人及其亲朋好友。

　　记者在第三方消费者投诉平台上检索发现，截至今年7

月5日，与“暴力催收”相关的投诉量已经超过50万条。

平台过度收集信息

有些用户竟不知情

　　业内人士分析，暴力催收现象之所以出现，与网贷平台

在对外借款时违规、过度收集借款人信息有关，特别是其通

讯录信息。

　　岳强在办理一起案件时发现，某公司开发了一款网贷

App，注册该App的借贷人需要先勾选隐私信息授权同意

书等材料并填写个人银行卡账号、身份信息、紧急联系人

信息等材料，并授权该网贷App获取收集通讯录信息、人脸

识别权限等。“就这样，该公司通过这款App获取了大量用

户信息。”

　　刘女士也注意到，她在申请贷款时，从注册开始，网贷平

台就要求她授权，以获取其手机通讯录信息，否则就不能往

下进行。

　　“借贷人后期遭遇暴力催收，主要涉及源头网贷平

台的隐私获取问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企业

合规研究中心主任高洁认为，部分网

贷平台为了保证成

功催收，在对外借款时会收集借贷人的通讯录信息。对于借

贷人来说，有的是为了获得借款而不得不同意提供，有的是

在不注意的情况下进行了授权，还有的则是完全不知情。当

借贷人出现还款逾期后，部分网贷平台将获取的借贷人通讯

录信息提供给其他机构用于贷款催收。

　　在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廖天虎看来，最根本的原

因，还是网贷平台过度收集了用户信息。

　　“为有效防止信息泄露，借贷人在签署相关文件或通过

App软件填写时，一定要仔细阅读授权内容，弄清楚授权目

的；要通过正规的网贷平台办理业务，一旦发现网贷平台故

意泄露借款人的个人隐私，应及时向中国互联网金融举报信

息平台等举报。”廖天虎说。

　　高洁提出，根据告知－同意原则，监管机构应要求网贷平

台对获取借贷人的指定联系人信息条款以显著方式进行标

注，告知获取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以及该信息会被提供

给哪些机构和提供目的，取得借贷人的单独、明确同意。同

时，应当在平台页面注明撤回同意的途径和方法，以及发现

违规获取信息的投诉路径。

　　“对于借贷人的通讯录信息，即使借贷人明确同意提供，

也不能使网贷平台的获取合法化。一方面，通讯录信息超出

了必要的范畴，其使用目的也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另一方

面，通讯录信息不仅是借贷人的隐私，还属于通讯录中他人

的个人信息。”高洁说。

　　岳强的建议是，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惩处力

度，增加违法犯罪成本。公民也要增强保护意识，不要随意注

册不明网络平台，不要使用不正规的网贷平台。对于必须提

供个人信息的平台，在达成使用需求之后，及时删除或修改

注册信息，同时对骚扰电话、短信等信息截屏或录音保存，方

便日后投诉或报警。

强制平台合规整改

加大惩处增强威慑

　　一些网贷平台违规、过度收集借贷人信息，导致其隐

私泄露。一旦借贷人出现还款逾期，就可能遭遇各种暴力

催收，其通讯录好友、领导同事等也可能遭到“狂轰滥炸

式”骚扰。

　　岳强结合自己代理过的案件举例道，暴力催收往往采用

非法侵入借贷人住宅、恐吓威胁甚至殴打借贷人及其家人、

非法限制借贷人或其家人人身自由、通过恐吓威胁的短信电

话等骚扰借贷人及其家人、朋友等方式。

　　“暴力催收的后果很严重，轻者涉嫌行政违法，严重的涉

嫌犯罪，扰乱社会秩序。”岳强说。

　　为治理暴力催收，我国相关部门作出了诸多努力。例如

2017年实施的《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2018年

发布的《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2024年

发布的《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等，均提出严禁对消费者进

行暴力催收。

　　“两高两部”2019年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纠集、指使、雇佣他人采用滋扰、纠

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强行索要债务，尚不单独构成犯

罪，但实施非法放贷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应当按照非

法经营罪的规定酌情从重处罚。

　　刑法修正案（十一）也明确：使用暴力、胁迫的方法；限制

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恐吓、跟踪、骚扰他人，催

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此外，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今年5月发布《互联网金融贷

后催收业务指引》，从实操层面对催收行为和催收行业提出

诸多要求。例如，双方未约定催收时间的，催收作业不应在

每日22：00至次日8：00催收。在信息保护层面，“爆通讯录”的

行为被明令禁止。该指引还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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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国家已有相关法律和行业规范，对暴力催收加强

打击治理，但受访专家认为，由于刑事处罚的滞后性与局限

性以及指引性文件的非强制性，实践中要想根治暴力催收

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监管部门应该对网贷平台、催收机构等容易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隐私的企业，强制要求其进行专项合规建设，

并出台专项合规指引，定期或必要时开展合规审计。特别

是在行政监管中引入合规激励机制，重视源头治理。”高

洁说。

　　她呼吁，在对网贷平台非法获取、传播个人信息的监

管中发现违法行为的，要求企业进行合规整改，并视合规

整改情况决定处罚；同时，暴力催收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

催收非法债务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不同罪名，可以

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明确对借贷人通讯录内人员进行骚

扰等行为在何种情况下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从而对

暴力催收产生震慑作用。

　　廖天虎认为，我国相继出台的相关法律规范表明了

“依法坚决严厉打击非法催收”的立场，填补了立法空白。

对于整治暴力催收、完善合法催收，要继续完善相关法

律体系，不仅要规范催收行为，还要立足源头治理，对网

贷平台、网贷中介加以规范，进一步明确界定暴力催收

的具体表现形式；还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金融监管部

门等对网贷平台和催收机构的执法监督，确保其依法合

规运营。

　　“对于存在暴力催收行为的机构，相关行政机关应

坚决依法予以处罚，将暴力催收行为纳入个人征信系

统，对单位处罚直至吊销其经营许可证。各部门应建立

信息共享机制，加强跨部门合作，形成合力。”廖天虎说。

　　岳强建议，对于暴力催收行为及贷款黑中介要做到

应查尽查、及时打击，同时要对提供贷款服务的公司、银

行及其员工，及时开展事前刑事合规及法治教育工作，

使其明白暴力催收将面临的后果，并向其宣传正确的实

现债权方式。

　　“对公众加强消费观教育也迫在眉睫。很多暴力催

收存在于不正规的网络贷款平台，而一些人之所以使用

这类平台，往往是因过度消费、频繁贷款导致征信出现

问题，或被这些平台的便捷操作、低息优惠等条件诱

惑，而忽视了这些平台潜藏的陷阱。”岳强说，因此，在

规制暴力催收本身的同时，也应开展普法宣传及消费

观、金钱观教育，使公众明白过度消费、盲目网贷带

来的负面影响，明白暴力催收的违法性，了解举

报、投诉、控告渠道，在面对暴力催收时能够及

时报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鹿萱

　　　

　　“多了这么多双眼睛帮我找被执行人，

法院这办法还真是好！”近日，申请执行人

李某拿到了一笔18万元的款项，他握住执

行干警的手不停道谢。

　　原来，某设计公司拖欠李某货款未还，

但其公司的注册所在地与实际办公地点不

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也下落不明。干警

张贴悬赏公告后，一名外卖员在送餐时发

现了公司的实际所在地，执行干警随后来

了一个“瓮中捉鳖”。

　　这是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创

新“五员+执”机制（“五员”是指在城市中

走街串巷入户的外卖员、快递员、网格员、

保安员和其他志愿人员）提高查人找物效

率、增强执行质效的一个生动缩影。

　　作为法院执行的关键一环，查人找物

是长期制约执行质效的难点、堵点，客观造

成终本案件（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

的财产，而裁定终止本次执行程序）持续增

多，拖累有限的执行力量。

　　为解决此类难题，鹿城法院推出“五

员+执”机制。

  运行5个月以来，鹿城法院运用该机制

发布悬赏517份，线索核查、财产处置时间

显著缩短，从前期终本案件中累计执行到

位2386.5万元，因被执行人受震慑而自动履

行等叠加效应释放，执行到位金额10.74亿

元，终本出清857件。

借力五员查人找物

　　“不是我不愿意还，实在是我自己都不

清楚这3辆车在哪里。”鹿城法院执行局里，

杨某着急地说。

　　杨某是某鞋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

一起买卖合同纠纷的被执行人，由于经营

失败欠下债务，被供货商黄某告上法庭，法

院依法判决杨某偿还欠款。经查，杨某名下

有3辆车，但被他用作另一借款的质押，车

辆被另一债权人私自拖走扣押，不见踪影，

只能猜测可能在某区域内。根据杨某提供

的线索，执行干警发布悬赏公告，并转发至

相应区域的“悬赏助执联络群”。

　　“是不是这3辆车？就停在这个车库里

头，你们快来看看！”几天后，干警接到了保

安老张的电话，称悬赏公告中的3辆车就

“排排坐”停放在某车库中，执行干警闻信

迅速赶往现场。

　　“我自己都找不到的车，没想到被这名

保安找到了。”现场核实无误后，杨某难掩

激动。经法院对公司及杨某的资产依法进行执行处置、变卖，使申请执

行人黄某共获得清偿39万元。黄某给老张发放悬赏金时，现场为他竖起

大拇指“点赞”。

　　“‘五员+执’所聚焦的社会治理‘末梢’，正是获取被执行人线索的

‘前哨’。”鹿城法院副院长冯显清说，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走街串巷入户、熟悉社区民情、实地观察便利，是执行中数量庞

大的有生力量。“五员+执”联动借力“五员”查人找物纠违，唤醒“沉睡”

的终本案件，实质提升执行效能。

优化服务保障工作

　　“我们的信息会不会被对方知道？”一名外卖员问道。

　　“小哥你们放心，法院对悬赏举报的信息全流程保密。”得到执行

干警铿锵有力的回答后，外卖员才放下心来。

　　这一幕发生在鹿城法院举办的“五员+执”公众开放日上。这天，外

卖员、快递员、网格员、保安员和其他志愿人员、鹿城区新居民服务中

心党组成员徐英豪以及两位人大代表走进鹿城法院执行局，听执行干

警现场讲解“五员+执”工作机制内容。

　　“五员”如何助执？“劝执邮件”怎样上门送达？查封物现状调查的

悬赏金怎么领取？“五员”踊跃提问，执行干警化身“说明书”一一解答。

　　“我已经把助执流程保存了，回去分享给同事们。这一趟来得值！”

快递员小陈兴奋地说。

　　优化服务保障工作还在继续。为实现“五员”个人信息全流程保

密、人身安全全方位保护，鹿城法院为“五员”助执提供“双保险”：购买

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五员”助执无虞；对悬赏举报信息严格

保密，对于泄露举报人信息、打击报复举报人等违法行为，依法依规追

究责任。同时，推动悬赏金支付程序简化，落实悬赏金法院代扣或转付

机制，对人员查找类悬赏，在悬赏对象控制到位后，当场支付悬赏金。

对协助法院执行有重大贡献或突出表现的相关人员，均予以表彰

奖励。

　　“‘五员+执’广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执行，不仅切实推进解决执行

难，更凝聚了尊重执行、理解执行、协助执行的社会共识。”温州市人大

代表陈兴良说。

数智赋能精准执行

　　走进鹿城法院执行指挥中心，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大屏幕上滚动

的“执行热力图”，这正是执行攻坚战的“指挥棒”。

　　“热力图左侧是整个鹿城区的地图，整体上按照失信被执行人数

量将各区域标注成红、橙、黄、蓝、绿五色。点击地图就可以查看相应区

域的‘老赖曝光榜’，并按照执行标的额或涉及案件数排序。”鹿城法院

执行局副局长余桢燊介绍，还可以将地图放大，精准到社区、楼栋，提

供区域内失信被执行人具体坐标，直观、清晰、准确地呈现各项执行

数据。

　　通过分析研判“执行热力图”，执行干警精准抓取失信被执行人集

中地，张贴执行悬赏公告，让“五员”“揭榜”；集约统筹开展执行专项行

动，以数据“多跑路”换取干警“少跑腿”。

　　2023年6月，法院依法判决吴某限期支付劳动者工资20.8万元，吴

某不仅迟迟未履行义务，还玩起了“躲猫猫”，法院为此发出悬赏

公告。

  “看到公告后，我们工作时都有留心观察，确定他这两天就在

这里。”一次执行专项行动中，网格员小郑（化名）对照“执行热力

图”，为干警指出一起劳务合同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吴某的所在位

置。得知吴某下落后，执行干警雷厉风行赶往现场，于今年6月成功

将“失踪”近一年的吴某拘传到位，4名劳动者也如愿拿到了拖欠的

工资。

　　“自从在社区张贴执行悬赏公告后，越来越多被执行人都来主动

履行，5个月已经有26名被执行人来到银行主动和解，同比增长52.9%。”

鹿城农商银行副行长叶武对此深有感触。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人流织密‘天网’，聚焦数智治理、精准治

理、社会治理，力促执行质效提升，将对执行对象违法行为的监督扩展

为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打造法院执行‘终本出清’的城区样板。”冯显

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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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一天，通讯录好友挨个被骚扰
专家：明确网贷催收“爆通讯录”行为入罪条件

依法治理网贷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