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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险 | 理性消费 警惕“套路贷” 

 

同学的贷款本来是两万元，现在要还二十多万了，好可怕啊。 

这可能已经遇到了套路贷，可千万注意不要再“以贷养贷” 

 

案例介绍 

小李是在校学生，因为觉得请同学吃饭、娱乐很有面子，便先后在网络借款平台借了 2 万

元消费，贷款总额“利滚利”至 20 万。 

小李实在无力偿还，便与借款平台沟通希望可以减免一部分利息，借款平台因此怂恿小李

与另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签下更高额的借款合同，用新贷的钱来偿还与借款平台的欠款。 

因担心被家人发现，小李只好采取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 

 

案例分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2019 年 4 月 9 日实施的《关于办

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规定，“套路贷”，是对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

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

毁坏隐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

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套路贷”一般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借贷合同形成借贷关系,第二步是使被害人的借

款数额增加(包括通过制造违约增加被害人的还款数额) ，第三步是通过各种手段索要“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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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本案例中，小李在小额贷款公司办理的就是“套路贷”，贷款公司号称低利息，其实实际上

折算成年化利率远超银行贷款利率，是妥妥的高利贷。在小李无力偿还又担心被家人知道

的情况下，又怂恿其在另一家贷款平台办理了新的贷款来“以贷养贷”。事实上，这些借款

公司往往互相勾结或者根本就是同一个老板，有些非法借贷公司甚至会故意让借款人违

约，这样债务就会翻倍增长。 

 

风险提示 

1. 量入为出，合理、理性、适度消费。尽量不办理“网上贷款”与“小额贷款”，如确需

办理，应事先向学校辅导员、学生处的学校相关部门咨询，以防被骗。 

2. 主动学习逾期滞纳金、违约金、单利与复利、年化利率等基本金融知识，增强风险甄别

能力。 

3. 妥善保管个人的身份证，不轻易对外泄露自己的家庭住址、宿舍、父母联系方式等关键

信息以及个人隐私。 

4. 不要碍于人情关系向他人提供贷款担保，切忌答应他人以自己的名义通过网络借贷平台

办理贷款。 

 

对于金融消费者而言，如果需要贷款，应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办理，如果正规金融机构无法

获得足够的贷款，则说明个人的承担能力已经不足，尽量通过缩减支出的方式有效规划消

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