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入住即“入会”，个人信息被收集留存
公开资料显示，华住集团旗下拥有包括

汉庭、全季、美爵、桔子、漫心、海友等多个酒
店品牌。记者在北京、上海、厦门等地的相关
酒店暗访时发现，客人在前台入住时多被要
求使用微信扫码，实际“被入会”。

“新华视点”记者通过携程分别预订了
北京、上海、厦门的全季和汉庭酒店客房，
在办理入住时，酒店前台要求记者使用微
信扫码。

记者注意到，在办理入住的“微信一键登
录”按钮下，有一行小字——“我已阅读并同
意《华住会员服务条款》和《华住隐私声明》”，
如不同意打勾，无法完成入住登记。而一旦
打勾，华住则进一步要求住客提供手机号，并
自动为该手机号注册“华住会员”。

华住方面称，2019年5月6日正式上线了
扫码入住功能，会邀请客人通过扫描二维码
的方式成为华住会员，包含门店、线上等所有
渠道预订入住的客人。当然，住客也可以自
行选择，不通过扫码的方式，在酒店前台人工
办理入住。

但记者发现，在办理入住时，一些酒店没
有明示或者主动告知“扫码入住即等于入

会”，除非住客主动明确提出“微信无法使用”
或“不想成为华住会员”。

想用WiFi也必须首先成为会员。记者在
暗访中发现，在全季酒店客房内使用免费
WiFi 功能，同样需要事先勾选一份华住会员
相关条款的文件。根据网页提示，一旦勾选
同意，华住会自动将住客手机号注册为华住
会员。

《华住隐私声明》提出，“您在通过华住网
站或移动应用软件使用华住的服务时，我们
会要求您提供姓名、性别、身份证、家庭住址、
电话号码、生日、邮箱、账号、密码及其他您在
选择酒店时的一些偏好以及支付时提供的银
行账户或信用卡等信息。”

如果住客发现“被会员”，不希望个人信
息留存在华住的服务器上，可否通过注销会
籍实现？记者拨打了华住酒店集团官方客服
电话，要求客服注销记者的会籍。随后客服
表示，即使注销会籍，记者的个人信息也仍将
留存在其后台。

华住集团官方客服表示，如“高级会员”
需要注销会籍，需向客服邮箱提交会员本人
手持身份证清晰照申请办理。

“我给保险公司打了无数电话，但对方
就是不退款，我这找谁说理去？”

来自广东的廖女士对记者表示，“惠花
钱”网贷平台在其借款时搭售给她多份华泰
保险，这些保险想退退不掉，说理没人理。

多名“被保险”贷款人均表示“维权太
难”，自己不断在保险公司和网贷平台之间
被来回“踢皮球”。

记者就退保相关问题联系了华泰保
险，对方以“相关业务人员均在休假或出
差”为由拒绝了采访。众安保险则回复
称，在监管叫停险企与现金贷等网贷平
台合作开展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之前，众
安保险就已经停止了与网贷平台合作意

外险产品，目前已无新增业务。
“不宜将所有网贷平台出售保险都视

为强制搭售保险”，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
究所所长黄震认为，区别的关键，一是综合
利息含保险费后是否在36%以内，另一个则
是该保险是为贷款人贷款增信还是为了高
收费。“像意外险就和贷款人信用没有本质
联系。”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
任奚君羊指出，当前强制搭售保险行为禁
而不止，重要原因在于互联网贷款平台尚
未纳入严格的监管体系，法规和监管都相
对滞后，监管方式和处罚手段有待进一步
完善。 据新华社

“被保险”后维权太难 监管规则有待落实细化

有网贷平台十倍高价强制搭售保险

为何网贷平台热衷于强制搭售保险等
手法呢？业内人士称，是为了能够规避法
律法规及监管规则。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告诉
记者，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明确禁止“砍头
贷”“砍头息”。另外，目前相关法律对民
间借贷划定了“两线三区”，两线指 24%和
36%的年利率。简单来说，年利率在 24%以
下为司法保护区，按照法律，必须偿还相
关利息；年利率超过 36%为无效区，这部分
利息可以不还；年利率在 24%—36%之间为
自然债务区，如果没还，法院不会受理出
借人的追款请求，如果已经还了，法院也
不会受理借款人的追回请求。

“通过收保费等形式，可以在名义上使
贷款平台综合年利率低于 36%。”该业内人
士指出，网贷平台正是通过这种操弄利率
配合暴力催收的手法牟取暴利。

记者发现，不少网贷平台为谋取利益罔
顾监管规则，不择手段要让贷款人“中招”。

有的网贷平台将放贷时默认投保的
提示尽可能淡化，或用浅色字体，或尽量

缩小字体，让贷款人不专门仔细看就很
难发现。大部分网贷平台则更“简单粗
暴”——要贷款必须投保交保费，否则不
放款。而且这些强制搭售的保险价格都
远高于正常市场价。

上海市民邵先生称，自己曾在网贷平
台“惠花钱”贷款并被搭售了多份短期意外
险，涉及华泰保险和太平财险。搭售价为
240 元至 370 元一份不等的保险，市场售价
每份约30元，仅为搭售价十分之一。

“这些保费一部分由保险公司收取，网
贷平台也有分成。”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
一些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网贷平台联手给
贷款人下套，“吃唐僧肉”。

苏 宁 金 融 研 究 院 院 长 助 理 薛 洪 言
指 出 ，目 前 保 险 公 司 与 现 金 贷 等 平 台
合 作 的 模 式 主 要 有 搭 售 意 外 险 与 履 约
保 证 保 险 两 种 模 式 。 在 他 看 来 ，保 险
公 司 通 过 现 金 贷 等 网 贷 平 台 销 售 高 额
保 险 存 在 变 相 收 取“ 砍 头 息 ”、高 利 贷
等 问 题 ，同 时 无 资 质 的 现 金 贷 代 销 保
险产品也涉嫌违规。

要想把款贷，先交保费来

“不买保险就借不了钱，买了保险又不
给合同，简直是强买强卖！”

日前，杭州市民孙女士投诉称，自己在
“快闪卡贷”平台借款20000元，却实际只到
账18040元，有1960元被平台擅自投保了上
海人保的人身意外险和个人银行账户资金
安全险。

类似情况不少。上海市民刘先生投诉
称，9 月初在“小黑鱼”平台上借款 1500 元，
实际到账金额仅为1125元，有375元未经刘
先生同意被直接扣除，名目是“购买意外团
险费”。

记者了解到，今年7月，中国银保监会在
《关于开展现金贷等网贷平台意外伤害保险
业务自查清理的通知》中要求保险公司立即
停止通过现金贷等网贷平台销售意外伤害
保险业务，且明确要求“持续监测已停止合

作的现金贷等网贷平台是否存在私自销售
意外伤害保险的情况，如发现应立即制止”。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市场实际情况是，
已“被保险”贷款人，一次性缴纳了保费的，
费用无法退回，分期缴纳的，仍要按月向平
台缴纳。而新增贷款业务中，仍有网贷平台
强制搭售意外险或保证保险。

陕西的同先生，今年 9 月底在“甜橙
金融”网络平台借款后发现，除利息外，自
己每月还要额外支付 114.58 元的保费。
而这费用来自网贷平台强制搭售的一笔
众安保证保险。

一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近年来，网
贷平台收费名目“花样翻新”，会员费、手续
费、服务费、商城返现等手法层出不穷。金
融专家指出，这些费用本质上都属于变相

“砍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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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9月份，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3%，过半系猪肉价格
上涨推动。今年1至9月平均，CPI比去年同期上
涨2.5%，低于全年3%左右的调控预期目标。

9月份，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

同比七涨一降。当月，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8.4%，影响 CPI上涨约 2.49个百分点。食品中，
猪肉价格上涨 69.3%，涨幅扩大 22.6 个百分点，
影响CPI上涨约1.65个百分点。牛肉、羊肉、鸡
肉、鸭肉和鸡蛋价格涨幅在 9.4%至 18.8%之间；

鲜果价格上涨 7.7%，涨幅回落 16.3 个百分点。
此外，鲜菜价格下降11.8%。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其中，其
他用品和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
分别上涨5.8%、2.2%和1.7%，衣着、居住、生活用

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1.6%、0.7%和0.6%；交通
和通信价格下降2.9%。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9月份，全国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2%，降幅比上月扩
大0.4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

9月CPI上涨3% 猪肉价格是主因

强制搭售、10倍高价、维权艰难
——警惕藏在互联网保险“面具”后的“断头贷”

10日，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银行保险机构侵害消费者权
益乱象整治工作的通知》，其中在互联网上强制搭售保险的行为被明确列为整治对象。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市场中仍存在不少互联网贷款平台通过强制搭售保险
等方式变相收取“砍头息”，涉嫌严重违规违法。被迫投保的借款人则大都面临退保
难、维权难，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

不扫码入住酒店难
谁来守护消费者
个人信息安全？

在网上预订酒店，抵达后前台要求微信扫码才能办理入住。在这个过
程中，一些客人认为没有必要收集的个人信息也被留存了。

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华住集团旗下有的酒店要求住客使用微信扫码
办理入住，实际上却是将住客变成自己的“会员”。由此，住客的身份证、家
庭地址、生日、邮箱、账号、密码以及银行账户等信息均可能被收集留存。

今年 5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数
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强调：仅当
用户知悉收集使用规则并明确同意后，网络
运营者方可收集个人信息。

对于是否违规、过度索取住客个人信息，
华住集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华住集团
严格落实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要求，保护用户
信息，并通过技术与管理手段提升安全防护
能力。相关人士还表示，将通过内部培训加
强门店的相关管理规范。

专家认为，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对
于企业收集信息如何属于过度、最少够用原
则的标准以及如何处罚等方面的规定比较
模糊。

此外，专家认为，当前个人信息保护面临

的另一个问题是维权难。如果不是专业测评
机构或媒体曝光企业超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不少用户仍被“蒙在鼓里”；企业与个人在
博弈中处于不对等地位，即便发现企业违规
收集信息，个体消费者起诉企业的成本很高。

左晓栋建议，监管部门可尝试根据相关
案件的处理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保护个人
信息不力黑名单；同时建立更为有效的用户
投诉反馈渠道，对用户反映集中的问题进行
集中查处。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使用微信扫码或下
载使用 APP 时要尽量小心，尤其是在信息授
权前，要留意打勾项后的文字叙述，对于未明
示同意就获取用户授权的，可向当地消协或
工信部门投诉。 据新华社

如何加强对消费者的信息安全保障？

收集信息“未明示”且违背“最少够用原则”
华住官网广告显示：华住在 1000 多个城

市有6000余家酒店，拥有1亿会员。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认

为，“家庭住址、账号、密码等显然都不是住店
必要收集的信息。”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规
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明
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不得
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华住
不仅未明示消费者“扫码入住即入会”，其收
集的有关信息也违背“最少够用原则”。

业内人士指出，包括身份证、银行账号等
在内的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可能会被不法分子
用于多个场景的违法犯罪活动。而“手持身份
证照”可被用于批核网贷等其他金融场景。

此外，在扫码入会环节中，住客的微信昵

称和头像被华住同时获取，一旦发生泄露，住
客的个人社交账户有被曝光的风险。“不少人
在微博、豆瓣等社交平台上都使用和微信同
名的社交账号，不法分子有可能借此梳理并
获取你的社交关系网。”

事实上，华住集团此前曾发生过信息泄
露事件。去年8月，有人在境外网站挂售华住
集团5亿条会员信息。上海公安发布通报称，
涉嫌窃取华住集团会员数据的犯罪嫌疑人已
被抓获，对于未落实网络安全措施的责任主
体单位，警方也将依法予以查处。

吸收众多会员对于企业有何益处？一位
酒店业人士告诉记者，连锁酒店的会员规模
是吸引加盟商和投资方的重要依据，庞大的
会员基数也有助于提升品牌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