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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驾驶”隐患多
鹏元征信被罚：

个人征信业务需要持牌经营，并纳入征信监管。下一步，更立体、向更纵深
产业链渗透的监管动作还将出现。

文  |  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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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行在征信领域开始“开正门、堵

偏门”。其中，央行受理了朴道征信有限公司

的个人征信业务申请，对个人征信牌照开闸，

是为“开正门”；央行对老牌企业征信机构鹏

元征信有限公司开出近 2000 万元的史上最大罚

单，则是“堵偏门”。

“最大罚单”因何而出
银行因违反征信管理条例被监管处罚的消

息并不罕见，但因此收到千万巨额罚单就很值

得关注了。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行政处罚公示表显示，鹏元征信有限公司因

存在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个人征信业务活动，企

业征信机构任命高级管理人员未及时备案等违

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没收鹏元征信违法所

得 1917.54 万元，并处罚款 62 万元，罚没合计

1979.55 万元。据了解，此次处罚系有史以来征

信机构最大罚单。鹏元征信也成为了首个因擅

自从事个人征信业务而被处罚的企业征信机构。

公开资料显示，鹏元征信是中国最早成立

的商业征信机构之一，其最早建设的“深圳市

个人信用征信系统”从 2002 年 8 月开始运行，

甚至早于央行征信中心。2005 年，鹏元征信有

限公司在深圳注册成立，业务逐渐覆盖个人征

信和企业征信等范围。2015年1月，央行印发《关

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允许

鹏元征信等 8 家公司开展第一批个人征信试点

业务。2017 年 4 月，央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

知公开表示，8家个人征信试点机构无一合格，

并指出这 8 家机构不具备第三方独立性、数据

割据不利于信息共享等问题。

2018 年 1 月，个人征信试点以新筹建的百

行征信有限公司获全国首张个人征信牌照而告

终，鹏元征信等 8 家公司成为百行征信股东，

每家持股 8%。这也就意味着，鹏元征信从始至

终未单独获得个人征信牌照，不具备直接开展

个人征信业务的资质。然而，从鹏元征信介绍

其征信产品及业务的页面来看，这家公司仍在

提供个人征信服务。例如，身份认证、个人反

欺诈服务、贷前贷中风险防控、用户画像等，

这些征信主营业务，仍然系面向个人用户提供。

甚至，有媒体在 2016 年报道，其收入构成中，

个人征信产品占近 70%。

这些产品或业务，由于在监管许可之外，

因此存在许多不合规矩、甚至侵害消费者权利

的行为。其中由鹏元征信 2016 年推出的互联网

征信平台“天下信用”，就曾被媒体曝光。其

不仅在 APP 设置“热门贷款”的入口，为小赢

卡贷、嗨钱、招联好期贷等贷款产品导流，还

曾先后与如期分期、省呗等至少 9 家现金贷平

台合作。此后，在第三方投诉平台上，鹏元征

信被用户投诉以风险评估报告为名义，与现金

贷平台合作收取“砍头息”，相关投诉多达数

百起。

此外，鹏元征信曾于 2019 年 8 月推出新产

品“数兜兜”，上线一个月后即下架，有媒体

指出该产品涉及用户个人敏感数据信息，如手

机号码核查、个人卡流水交易记录等，平台接

入的数据是否经过审核，数据是否属于非法获

取引发业界猜想。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无证开展个人征信业

务，鹏元征信也在从事信用修复相关业务。鹏

元征信官网介绍，其入选为可为信用修复申请

人出具信用报告的信用服务机构，可通过信用

修复培训，为一般失信行为主体、严重失信行

为主体、特定严重失信行为主体提供服务。

然而针对市场上提供有偿征信修复现象，

央行人士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现在社会上

有些人提出可以做征信洗白或不良征信记录“铲

单”。这些网络骗局要通过大力宣传，让人民

群众不要轻信。媒体报道，央行征信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明确指出，当前央行征信系统中并不

存在征信修复这一说法，逾期产生的记录将从

针对市场上提供
有偿征信修复现
象，央行人士曾
多次在公开场合
表示，现在社会
上有些人提出可
以做征信洗白或
不良征信记录
“铲单”。建议
用户保存好个人
信息，以防上当
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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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欠款还清当月开始算起，在征信报告中保

留五年，建议用户保护好个人信息，以防上当

受骗。

金融创新要合规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风控分析决策，原本是

鹏元征信的业务王牌之一。2018 年 10 月，鹏元

征信获得全国首批参与“综合信用服务机构试

点”，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综合信用服

务业务。但是光鲜背后，其面向个人端提供的

助贷服务，却屡屡被曝出无故先扣款、以风险

评估报告收“砍头息”以及涉嫌侵害数据隐私

等问题。

无故扣款的投诉主要是针对鹏元征信旗下

产品“天下信用”。

一则投诉信息显示，该用户在国美易卡上

借款 6420 元，要求其支付 499.2 元获取由“天

下信用”提供的风险评估报告。此外，还有多

条投诉信息称，“天下信用”点击付费后看不

到报告，未经允许盗刷风险评估费后承诺退款，

但用户迟迟未收到退款等情况。

另一投诉平台的信息则显示，“天下信用”

合作方还包括弹元宝、弹个花、快鱼分期、如

期分期等平台，同样被投诉扣除数百元征信报

告或风险评估费用，疑涉变相“砍头息”。此前，

“天下信用”还疑涉足贷款、贷超服务。据悉，“天

下信用”有“热门贷款”的入口，曾为小赢卡贷、

嗨钱、招联好期贷等贷款产品导流。

在信贷导流中，“天下信用”被指联合如

期分期以风险评估报告形式收取高额“砍头息”，

少则几百，多达数千，引发大量借款人投诉。

有借款用户薛先生称，2020 年 10 月份在如期

分期借款 13800 元，到手只有 11799 元，12 期

还款达 16389 元，年利息总计 4590 元，利息

超过年化 36%。另外，在借款到手时，即被扣

取 2001 元的“砍头息”。经查发现，这笔变相

“砍头息”中，“天下信用”以风险评估报告

的形式扣了 690 元，另外 1300 余元被汇信融资

担保（福建）有限公司以担保费形式扣取。另

有一位朱先生称，2020 年在如期分期上申请了

20000 元借款，放款方是晋商消费金融，借款成

功后又额外扣除了 600 元的担保费用，10 月 11

日凌晨又由天下信用通过宝付支付直接在银行

卡里划扣了 2800 元的风险评估费用，相当于借

了 20000 元到手只有 16600 元，总还款额 23752

元，年化利息近 50%。

除收取担保费与风险评估费引发争议外，

“天下信用”还因涉嫌用户的隐私泄露风险，

成为持续关注的焦点。在《天下信用服务协议》

协议条款的第四大条个人用户隐私保护及授权

条款中提及，“天下信用”有权将能够联系到

的相关信息提供给该第三方用于责任追究；同

意授权“天下信用”可以收集、使用、处理、

保存和提供您的信息；如您未履约第三方服务

产生的义务，“天下信用”有权将能够联系到

您的相关信息提供给该第三方追责；可以对用

户数据库进行商业上的利用。在《隐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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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条款的第五条规定，“天下信用”可能向

关联公司提供用户的个人信息，可能会与合作

伙伴共享您的某些个人信息。

通过这些条款可以看到，“天下信用”的

用户信息可以被提供给其它相关方，但是这些

相关方并未列出明示。这些个人隐私信息还可

以进行商业上的利用。非但如此，用户信息还

可以给这些高利贷平台提供本人甚至亲朋的联

系方式以便进行催收。当前，人们在体验网上

借贷的方便畅快之时也遭受了隐私泄露之痛，

个人隐私泄露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网络顽疾，不

少人因此受到狂轰滥炸式的电话、短信骚扰甚

至牵连至银行卡被盗扣盗刷，甚至出现过催收

引发的命案。

征信监管正在加码
对于收到罚单之事，鹏远征信曾在 2021 年

年初表态：接受处罚、积极拥抱监管、认真吸

取教训，强化风险管控，合法合规开展业务。

鹏元征信还解释道，本次处罚是由于“2019

年对机构客户提供的个人报告中，少量报告含

有个人贷款信息”所致。公司已于 2019 年年底

完全停止对外提供含有个人贷款信息的报告，

完成了央行要求的全部整改内容，现有业务和

产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可以继续为用户提供

服务。

不过，“‘现有业务和产品’全都合规，

可以继续提供服务”这一点可能说得稍微早了

一点。1 月 6 日，央行披露 2021 年十项工作重

点，再次提到“个人征信业务必须持牌经营”。

最近一系列的监管表态和行业事件，释放了个

人征信领域将严格持牌经营，打击非法从业，

并鼓励合规发展的政策信号。

这一信号更清晰地体现在两个地方，一是

前述“第二支国家队”朴道征信的迅速上线，

二是在最近发布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 ( 征求

意见稿 )》（下简称“《办法》”）中，征信业

务的范围从“金融领域”扩大到了“金融经济

活动”。对此，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说，根据《民法典》和《征信

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人民银行将

继续完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将所有为金融经

济活动提供服务的，用于判断企业和个人信用

状况的信息服务，全部纳入征信监管，实行持

牌经营。对非法从事征信业务的行为，依法依

规严肃查处。

业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征信

业务此前局限在金融领域。一些互联网平台公

司，依据用户各维度数据进行综合处理和评估，

推出信用分，推广信用生活，提供免押金、轻

会员等服务。这在过去虽是个人端业务，但并

不被纳入征信范围之内。而本次《办法》的表

述扩大“金融经济”领域，意味着除了金融领

域的信用信息活动，整个经济领域的信用信息

活动都被定义为征信活动，都可能要接受《办法》

约束。如此看来，目前这类不涉及金融行业的

大数据信用活动也必须是持牌经营，没有牌照，

开展企业和个人大数据信用业务都属于违规经

营。

另一个相对间接的风向标，是对互联网联

合贷款的收紧。其实，许多大数据信用平台，

完全是可以不直接提供 C 端服务，它们利用大

数据、云计算、人脸识别、深度算法等技术，

将个人信用状况评价得更具时效、精准和场景

化，再利用这一能力与传统商业银行联合放贷，

只需要自建大数据风控系统，展开跟商业银行

的合作，商业银行提供资金，他们提供客户与

风控，使传统征信服务失去决定性的价值。这

样的“持牌金融机构+数据服务提供商”的模式，

实际上游离在监管之外，从而也产生了前面提

到的那些合规隐患，并使征信监管框架实际落

空。结合这些要点来看，个人征信业务需要持

牌经营，并纳入征信监管，下一步可能会有更

立体、向更纵深产业链渗透的监管动作。

本次《办法》的
表述扩大“金融
经济”领域，意
味着不仅仅金融
领域的信用信息
活动，还包括整
个经济领域的信
用信息活动都被
定义为征信活
动，都可能要接
受《办法》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