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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监管部门的严查，消费
贷“潜入”楼市也成为热点话题。

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居民新
增消费性短期贷款达1.06万亿元，而
去年全年新增消费性短期贷款总额
仅8305亿元。对于这一“异常现象”，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王梦
雯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推算，有 3000
亿元短期消费贷违规潜入楼市，9成

流向粤、闽、苏、沪、川、冀等6地。
报告中称，2017 年 2 月至 4 月，

北京等地区密集出台调控政策前后，
新增房贷明显下降，2017年5月至8
月，新增房贷继续下降。而2017年5
月份以来，月度新增短期消费贷款明
显攀升，3月以来新增住户短期贷款
累计10032亿元，比去年全年累计新
增8305亿元高出了21%。结合9月

初银监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等印
发通知，要求重点检查“房抵贷”等资
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报告认为，
近几个月来明显攀升的短期消费贷
款可能流入了房地产行业。

按照报告的估计，3月以来新增
异常短期消费贷款金额约 3700 亿
元，其中至少有 3000 亿元流向楼
市。 （金彧 侯润芳）

银行筛查消费贷
违规入楼市将被收回

部分银行向消费贷客户追收贷款用途证明材料
有中介提供相关证明规避检查

据《新京报》报道，在监
管三令五申下，近期，北京
等地各家银行正在启动筛
查个人消费贷款贷后管理
以及贷前严格审查。记者
了解到，部分银行已着手向
消费贷客户追收贷款用途
证明材料，严防违规购房或

流入股市。同时，提高利率
和办理消费贷门槛，部分消
费贷产品甚至暂停办理。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
有可以提供发票的中介机
构为消费者提供消费证明
材料，规避贷款流向房地产
和股市的检查。

此前有媒体报道，有购
房者用20张信用卡套现凑
首付。而一些中介及开发
商也会主动劝说消费者向
多家银行办理消费贷来解
决首付不足的问题。不过，
这一现象正在被遏制。

近期，北京、深圳等热
点城市再度排查个人消费
贷款违规购房等现象。记
者从北京市银监局以及多
家银行获悉，目前各家银行
已经根据北京银监局发布
的《通知》开展自查。

多家银行透露，这一轮
自查主要针对单笔贷款20
万元以上的个人消费贷和
100 万元以上的个人经营
性贷开展自查以及信用卡
透支不低于20万元用于支
付购房款，重点检查“房抵
贷”等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
市场的情况。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
虽然不少中介及开发商都
表示已停止“首付贷”业务，
但一些消费贷、信用贷等产
品仍在为买房者的首付提
供资金。

目前，北京多家银行要
求贷款20万元以上额度的
客户补交材料。多家股份
制银行表示，消费贷流向房

地产的情况已经出现，所以
在资金流向以及贷后回访
等流程中将加大力度，坚决
杜绝消费贷另作他用。

多家银行客户经理对
记者表示，目前全行针对存
量客户进行贷后回访，其中
包括电话回访和实地回访，
尤其是去贷款人工作单
位。对于新办理业务的需
要补交消费证明材料，而
对于尚未还清的违规流入
楼市的贷款将提前催收，
而违规流入楼市股市已经
还清的资金，需要进行风险
提示。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目前银行正在通过多种
方式对已贷出的消费贷款
进行再核实和查验。对于
一般金额的客户，会通过贷
款用途凭证查验、贷后回访
等手段，监测其资金支付是
否合规；对于金额较大的消
费贷款，银行还可能约见或
走访借款人、收集相应的资
金使用凭证，对贷款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贷后抽查，如发
现消费贷款资金不符合要
求，被违规挪用，进入股市、
楼市等，银行将立即联系借
款人告知其存在违约行为，
并要求提前收回。

一上市银行内部人士
向记者确认，该行一个月前
开始对消费贷的客户进行
筛查。“对现有的有余额的
消费贷客户进行逐户逐笔
的核查，对贷款用途进行
确认。”该人士表示，如果
核查到有用户的消费贷款
存在问题，银行会采取一定
措施进行处置。“现在处于
审查阶段，如果查出确实存
在问题，估计会要求客户结
清贷款。”

上述人士表示，此前监
管部门向各大银行发过一
个有关审查消费贷的通知，
目前各大行都在对消费贷
进行审查。“我们北京地区
的各大支行也都在严格审
查消费贷，只要卡上有余额
就查贷款流向。”

多家银行官网显示，消
费贷产品无需任何担保，完

全以本人信用，一次授信，
循环使用，48小时审批，网
银、手机自动放款，贷款金额
最高达100万元，贷款期限
最长可达3年甚至10年。申
请材料只需提供身份证、结
婚证、银行账户流水等。

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
长肖远企对记者表示，对于
消费贷挪作住房按揭首付
款这一违规行为，银监会一
直有相关监管要求，今后在
现场检查等方面还将加强
监管，包括首付款不得来自
消费贷款，必须是自有资
金，“房抵贷”产品也在规范
之列。“目前监管所关注的，
一是要跟踪资金使用去向，
看是否用于消费行为；二是
要遵守消费贷款的有关规
定，每一笔金额有限额；三
是看消费者是否有还款能
力等。”

部分银行已着手向消费贷客户
征集贷款用途证明材料，包括货单、
发票、合同、转账凭证等。

陈先生是招商银行e招贷的用
户，近日，他收到一则来自招商银行
的短信，内容为：要求客户于2017年
11月 30日前上传e招贷资金的相关
消费凭证。

这一政策让他措手不及。按照
最初申请，他的20万元贷款为装修贷
款。事实上，他将这笔钱取出另作他
用。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一位专门从
事开具发票等证明材料的中介人员，
陈先生联系到这位中介人员办理发
票。中介人员要求收2%的手续费，
一笔20万元的发票收取4000元。

记者联系到上述中介人员，对方
称自己长期与多家银行客户经理合

作，“肯定没有问题，能通过检查”。
当记者致电某银行客户经理表示要
申请办理消费贷时，上述人员表示有
长期合作的伙伴可以开证明，通过银
行和监管检查。

记者从链家、中原地产等多家房
地产中介处了解到，目前这些机构均
不提供帮助客户开具其他消费类证
明的服务。

记者从开发票机构处了解到，目
前仍可以开具消费发票和证明，不
过，需按照不同类别收取开具金额
2%左右的手续费。比如，如果开具
消费贷款10万元，收取2000元的“一
口价”。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总监严
跃进表示，对于消费贷的流向来说，
和此前首付比例提高有直接关系，所

以这个时候部分购房者会通过其他
方式来获取资金，满足首付的需求。
另外也和商业银行房贷政策收紧的
态势有关，所以部分贷款会转向消费
贷领域。

严跃进认为，本轮监管应该说需
要有三个要素“猛准狠”。“猛”应该体
现为当前政策应该有一个较为迅速
和全面的落实，对各大商业银行需要
积极进行督查。“准”则需要对各类消
费贷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审查，这样才
可以获得监管成本的最小化和监管
效果的最大化。“狠”则是指对违规的
办事人员和相关贷款申请人员需要
通过各类惩罚措施来进行管制。后
续也要对中小贷款公司和民间借贷
公司进行管制，这样才可以获得较好
的全方位的管制。

“你好，我是某银行客户经理，据
我们排查发现你在我行办理的消费
贷款于2016年5月流向房地产，需要
向你了解详情”。9月21日下午，李
女士接到某银行客户经理电话。

李女士于2015年 6月在该银行
办理了一笔30万元的消费贷款，最
长3年期限。“其实我当时办理贷款
的主要用途是炒股，但我办下来的贷
款日期为 6月 28日，那时股市已经
开始暴跌。”据李女士回忆，2015年11
月，她将20万元入场加仓，但没有躲
过2016年初的“熔断”。2016年2月，
她清仓割肉，亏损5万余元。2016年
5月，李女士于2014年购买的期房交

房，需缴纳各项契税和其他费用共计
7万余元，同时加上车位30万元，手
头资金只有15万元的她选择将这笔
消费贷款直接在某楼盘刷卡交易。

“当时申请贷款的资金用途为房
屋装修。”李女士表示。9月21日，信
贷人员表示，她这笔钱已于今年5月
还清，否则要“提前收回”。同时，信
贷人员说，银行系统还监测到她曾于
2015年 11月将20万元的资金违规流
入股市。

对于贷款流向为何监测得如此
详细？信贷人员告诉她，是李女士选
择直接将该行消费贷银行卡绑定股
票交易账户以及直接在开发商的

POS机上刷卡造成的，如果没有直接
参与交易不会查出来。信贷人员表
示，2018年最后到期的资金不能再违
规流向楼市和股市，否则要提前收
回。如果是直接将钱从该行卡里取
出或者转到自己名下的另一张他行
银行卡上，银行后台也无法监测资
金流向。

信贷人员建议她珍惜这笔最后
的贷款额度，因为根据2015年6月的
合同，该笔贷款利率仅上浮10%，目
前不到6%。而目前该行的消费贷款
利率一口价 7.2%。除了利率更高，
严格把关申请人资料，批贷更加困
难，额度限制较严。

有银行人员联手中介开消费发票

去年的消费贷违规被查出

报告称3000亿元短期消费贷违规入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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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后回访堵漏洞
违规资金提前催收

有余额的消费贷客户
逐笔核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