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多少点位的？”“这几条是我挑
出来最好的，基本没什么瑕疵。”在某家
有一千多人观看的珍珠直播间内，主播
只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便完成了一笔
4680元的订单。而在该名消费者挑选
珍珠时，直播间内还有至少七八人明确
在排队，主播需要一一记下ID才不至于
弄错顺序。

曾经被视为“妈妈款”的珍珠这两
年却开始被年轻群体追捧，价格一路疯
涨的背景下，“抢珍珠”继“黄金热”后成
为新浪潮。

珍珠价格疯涨，“真火”还是“泡沫”？

借贷入口泛滥各大App网友:买根葱都会被诱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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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失青岛市黄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予青岛
安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正本，号码为：鲁交运管许可青字：370211990368号，
声明作废。

因高新区文典路（和融路至暖融路之间路段）工
程建设需要施工占路，自2023年10月16日至2023
年11月15日，该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沿文典路东
向西行驶的车辆可经暖融路—智力岛路—和融路绕
行；沿文典路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可经和融路—智力
岛路—暖融路绕行。

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区大队
2023年10月11日

高新区文典路施工通告

海水、淡水珍珠价格齐涨一倍

尽管“年年涨”是不少珠宝的常态，但今年珍珠
的涨幅让不少商家也直呼“太离谱”。

据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统计，2022年中
国珠宝玉石首饰产业市场规模约7190亿元，与上一
年基本持平。其中，珍珠市场实现两位数增长。

一名消费者告诉记者，海水珍珠早在年初已开
始大涨。“去年我花9500元买到一条8.5-9mm的
rose级别Akoya珍珠项链，而今年一条7.5-8mm的
海水珍珠项链已经要1.2万元了。单珠好看的，甚至
涨了一倍还不止。”

随着海水珍珠价格水涨船高，近期淡水珍珠也
应声齐涨。

“因为海水珍珠涨了近1-1.5倍，不少人选择买
淡水珍珠替代，结果淡水珍珠也开始疯涨，现在高
品质涨得比海水珍珠还多。”经常出没珍珠直播间
的小岑（化名）表示，“一条淡水无核珍珠一个月前
还是4000元，现在涨到了6000元，直播间主播还说
在诸暨的拿货价要7500元。”

除高品质珍珠价格大涨外，低端珍珠的价格也

乘上了“火箭”。
从事淡水珍珠批发的李丽（化名）告诉记者，自

己经常给一些珍珠卖家供货。“前不久原本打算不
干了，所以清过一次仓，结果发现当初的卖出价已
经买不起现在的珍珠了。”

“去年批发价50-60元左右的小米珠项链，现在
进货要100多元。”她说。

消费者为何愈涨愈买？

珍珠涨幅为何如此“夸张”？
从事珠宝直播的赵莹（化名）认为，珍珠整体涨

价是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国内珍珠养殖规模缩
减是淡水珍珠价格暴涨的主要原因。

“以前很多珍珠养殖户会大量投喂肥料，污染
水体。为保护生态环境，一些地区陆续开始对珍珠

养殖进行限制和规范，养珠户的数量下降，导致整
体成本上升。”她说。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淡水珍珠生
产国，有“中国珍珠之都”之称的浙江省诸暨市山下
湖镇拥有全球最大的淡水珍珠交易市场，占世界淡
水珍珠总产量的73%，全中国淡水珍珠总产量的
80%。不过伴随一批不符合生态标准的养殖场被
关停，珍珠产量也随之下降。浙江省珍珠行业协会
数据显示，2019年全中国珍珠产量为120万公斤，到
2020年下降到100万公斤，2021年为80万公斤。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消费者对珍珠的需求逐年
上升。

“近年来，明星屡屡戴珍珠出镜，不少人开始争
相购买明星同款。以前大众觉得上了年纪的人才
佩戴珍珠，但现在发现珍珠尤其是巴洛克珍珠（异
形珍珠）也可以戴出时尚感。”赵莹说。

另一方面，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也进一步激发人
们对珍珠的购买欲。不少消费者担心海水珍珠品
质会受到影响，开始提前自己购买珍珠的计划。而
在海水珍珠价格大涨后，寻求“平替”的消费者最终
也助推了淡水珍珠走热。

小卢（化名）向记者表示，自己已观望了很久珍
珠市场，在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后，自己终于决定买
几条珍珠项链“囤着”。“为保险起见，就怕以后想买
的时候买不了了。”她开玩笑说道，“在社交软件上
私信了专卖珍珠的卖家，结果回复得很慢，可能现
在的珍珠不愁卖。”

浙江珍珠行业协会曾在文章中指出，据中国
珠宝行业发展报告的数据，中国和日本占海水珍
珠总产量的95%以上。而日本盛产的Akoya珍珠
也是极具代表性的高品质海水珍珠，占据一定的
市场份额。

记者注意到，如今不少珍珠商家表示自己手中
的海水珍珠还是去年的囤货。而谈及日本排海的
影响，不少珍珠商家表示尚不清楚：“具体什么情况
还不知道，但未来应该会对消费者购买造成影响。”

二手珍珠在市场流通性较弱

在众多消费者抢购珍珠的同时，也有人选择了
观望，甚至是“泼冷水”。

“实在是太贵了，随缘买吧。”小岑表示，自己已
放弃购买大珠链，转而蹲守价格合适的对珠精品。

在赵莹看来，尽管如今珍珠大热，但自己仍不
看好珍珠的长期走势。“说到底，珍珠是有机宝石，
有大量成熟的养殖户，属于可再生资源。目前珍珠
的价格已经涨到脱离实际了，还是建议理性消费。”

她向记者表示，与红蓝宝等彩宝相比，珍珠
养护较为麻烦，一些珍珠佩戴久了光泽会变差，
白色珍珠甚至会泛黄，因此在二手市场上的流通
性较差。

另有业内人士认为，珍珠价格难以降回几年前
的价格，但未来可能会有小幅度的上下调整。“等需
求减少的时候，泡沫就结束了。”

来源：中国新闻网

“在网上买根葱都要我开通贷款”“买份早饭被
分了36期支付”……这不仅网友简单的吐槽，更是
当前各类App花式“求借钱”的写照。

在我们日常使用的各种软件中，可能藏着数十
个网贷业务的入口，通过优惠支付、赠送会员、默认
选择等方式引导消费者选择借贷服务，而用户稍不
留神就可能“被套路”。

互联网软件平台尽头是借贷？

记者下载了20款常用App，涵盖了从外卖到购
物，从出行到社交等各个品类，经实测发现，这些软
件均设置了借贷功能。

其中，有的软件还会将借贷服务入口放在明显
位置。例如，看似和金融“八竿子打不着”的美颜软
件——美图秀秀和美颜相机，将“借钱”入口置于首
页热门修图功能之间，十分显眼。

而饿了么、美团则选择在用户个人主页“我的-
我的钱包”将借款功能做重点展示。“每次点外卖看
到‘我的钱包’里的红色小气泡总忍不住想点进去，
看起来太像未读消息了。点击进去之后才发现是
让我申请贷款额度的。烦人的是，退出之后，过阵
子红色小气泡又会继续出现。”网友陶女士说。

另一位用户则表示，自己在点外卖时被优惠信
息引导开通了月付功能，一种类似于花呗的“先用
后付”服务。“开通之后App还会出现弹窗，用无门
槛优惠券引导开启月付优先付款。”

记者发现，使用“蜜糖攻势”吸引用户借贷的软
件不在少数。例如，携程的机票购买界面会出现
“您有30元机票立减券待领取”的活动字样，点进去
实际是借款服务；爱奇艺和芒果TV均打出了“免费
送视频会员”的广告，百度网盘则称“网盘VIP免费
送”，这些所谓“赠送”的会员服务，往往以首次获得
额度并使用借款功能为门槛，用户可享有会员权益
的时间为一至六个月不等。

在某消费者投诉平台上，不少网友投诉称自
己经历了“诱导式网贷”。其中一位表示，“每次打
开视频App进去就有消息推送领VIP月卡，点进去
就让你贷款首次取用才有得领，这不是明摆着坑
人吗？”

为何各类App“扎堆”推出借贷服务，花式“求
借钱”？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
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认为，其实
这是数字金融的大趋势。数字金融的本质就是“无
处不在的金融”，将金融功能嵌入到各类应用场景
当中。

“对于App来说，其动机在于利用金融营销来
实现流量变现，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其动机在于
利用App流量来获取客户。只不过，这种推介往往
会出现过度、虚假等问题。”盘和林说。

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提出了四个关
键因素，“第一是盈利驱动，放贷是一种可以获得高
利润的业务，通过收取利息和服务费，App可以获
得额外的收入。第二是用户黏性，提供贷款或分期
付款等功能，可以增加用户对应用程序的依赖，提
高用户活跃度和停留时间。第三是跨界合作，许多
App与金融机构合作，共同推广相关服务，实现双
赢。第四是数据收集，放贷也允许App收集用户的财

务信息，这对于数据驱动的业务模型是有价值的。”

隐私泄露、过度负债等风险暗涌

“无处不在的金融”大大降低了借钱周转的门
槛，但在“满屏皆是金融App”的当下，隐私泄露、过
度负债等风险暗涌，引起公众关注。

平台诱导贷款的“连环call”就是让部分消费者
头疼的问题之一。例如，有哈啰单车的用户表示，
经常收到平台电话邀请自己贷款，且每次的来电号
码和IP地址均不同。“对方是机器人，无法与他进行
沟通，已经影响了我的生活日常。”

记者在实测某视频软件借贷功能时，平台提示
需要扫描身份证照片，由于当时身份证不在身边而
选择了退出借贷界面。随后，记者接到了号码开头
为“171”、地址为河南平顶山的电话，对方详细介绍
了上述借贷产品，经沟通发现，来电通话方为AI，其
大部分时间都在“自说自话”。记者多次尝试回拨，
该号码却无法接通。

还有一些纠纷则涉及到分期付款的服务费问
题。常见的投诉集中于平台诱导用户进行分期还
款，并收取分期服务费，而提前结束分期也将收取
相应服务费。

记者实测发现，相关平台在诱导用户开通借款
额度、使用分期付款方式时，通常对优惠信息及开
通按钮作突出展示，如标红、闪动等，但未对服务费
做重点说明，服务费相关规定需要点入具体的服务
协议中方可查看。

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在开通借贷功能时，“同意
协议”的选项往往为一键勾选或一键点击，但实际
包含征信授权、信用付款、个人信息授权等多个协
议，例如携程“拿去花”需要用户“打包式同意”8个
协议，开通京东白条涉及的用户协议数量为5个，而
关于服务费的相关规定就位于这些繁复的协议文
本之中，难以快速察觉。

“App诱导式网贷的风险在于金融信贷产品本
身，有隐私风险、诱导客户盲目借款的风险，还有虚
假宣传、虚假承诺、误导客户的风险。”盘和林表示，
“当然，也要看到，并不只是App渠道有此类风险，
银行柜台同样也可能出现问题。只不过，App在用
户面前展现更加频繁，其风险更加显性。”

刘兴亮指出，一些不正规的App可能会滥用或
非法出售用户数据，导致用户隐私泄露。同时，由
于贷款易于获得，消费者可能会过度借款，导致负

债累累。
“高利率和隐藏费用、不明确的条款也值得注

意。一些贷款产品可能带有高额的利率或难以察
觉的费用，诱导式广告可能会隐藏重要的合同条
款，导致消费者陷入不利的情况。”刘兴亮说。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飒表示，
针对网贷市场的种种乱象，中国银保监会去年发
布了《关于警惕过度借贷营销诱导的风险提示》，
其中就提出了网贷平台所存在的诸如诱导消费者
办理贷款、信用卡分期等业务，诱导消费者超前消
费等行为。

“结合实践，网贷如果在营销过程中存在着混
淆、诱导消费者办理贷款、信用卡分期等业务的行
为，将有可能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此
外，网络平台的网贷还可能存在着过度收集、滥用
客户信息的行为，比如不当获取消费者外部信息，
使得消费者的信息安全权置于极大风险。”肖飒进
一步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8月，默安科技创始人兼
CTO@安全_云舒曾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自己在携程
购票时莫名其妙被选择贷款服务，并在未被通知的
情况下导致1000元的贷款逾期。随后，其删除了相
关内容。但记者搜索发现，在社交媒体上，用户吐
槽自己被引导贷款且未收到充分告知的情况并非
个例，不止携程，其他平台也存在此类问题。

若App在用户开通贷款功能后，将贷款支付作
为默认付款选项，且未做充分的还款提醒，造成消
费者贷款逾期，责任应由谁承担？

肖飒结合《电子商务法》第19条、《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9条分析指出，上述行为涉嫌利用技术手
段、格式条款强制交易，侵害了消费者所享有的公
平交易权和自主选择权。在合意缺位的情况下，倘
若运营方擅自将款项付至用户的账户中，相较于借
款，二者更可能形成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用户仅
负有返还本金的责任，无需对利息与期限担责任。

专家呼吁平台守好营销底线

实际上，早在2020年，中国银保监会会同中国
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
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就督促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
务的小额贷款公司加强经营管理，“业务办理应当
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充分履行告知义务，使借款人
明确了解贷款金额、期限、价格、还款方式等内容，
并在合同中载明。禁止诱导借款人过度负债。禁

止通过暴力、恐吓、侮辱、诽谤、骚扰方式催收贷
款。禁止未经授权或者同意收集、存储、使用客户
信息，禁止非法买卖或者泄露客户信息。”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相关平台和机构应守好自
身底线，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相关平台和机构应为用户提供关于贷款风险
的教育和资料，同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做好数据
安全保护，避免误导性或过度的营销策略，尊重用
户的选择。”刘兴亮说。

肖飒指出，在客户信息安全方面，根据《移动金
融客户端应用软件备案管理办法（试行）》，金融机
构在客户端软件上架之前，应当办理备案。其次，
设置了借款功能的App平台应按照与App收集处
理个人信息有关的指引，核查并完善《隐私政策》、
《用户协议》等有关个人金融信息的后台处理规则
以及前端设置。比如，以字体加粗、标星号等方式
显著标识敏感信息类型，明示告知消费者个人信息
处理规则等。此外，App应参照《常见类型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在最小必要
范围内收集处理个人金融信息，并在收集处理前获
得消费者的同意。

盘和林建议，打通投诉、维权渠道，不能由平
台、由金融机构自行解决，监管要直插到底，听到消
费者的声音。另外，金融机构要提升透明度，公开
借贷资金来源，区分联合贷、助贷、自营贷等。

面对App花式放贷的情况，消费者应如何避坑？
在肖飒看来，首先，消费者要提高保护自身的

信息安全意识，认真阅读合同条款，不随意签字授
权。其次，消费者应注意保管好个人重要证件、账
号密码、验证码、人脸识别等信息。此外，合法的网
贷平台应该在中国人民银行备案，消费者在申请贷
款的时候，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官方网站查询
平台的备案情况。

“正规的网贷平台都会对借贷者的年龄、个人
征信、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等进行合理的风控审
核。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仅凭身份证3分钟
即可放款或贷款利率过低，那很有可能是贷款骗
局。”肖飒提示。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