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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人心惶惶。”说完这句，张涛掐灭了手里的烟。

张涛在一家催收公司工作，作为公司二把手，已经跟着老板老王干这一行七八年了
。“虽然我没事了被放出来了，但是王哥还没出来。许多之前信任我们的甲方，都
和我们中止了业务。”

四个月前，老王扣了债务人一辆宝马，作为沿海地区催收行业里的头面人物，这是
他十年里重复过很多次的一个行为。但这次，他进了看守所。

按张涛的说法，老王是国内最早一拨儿涉足催收行业的。从信用卡催收、到汽车金
融催收、再到网贷催收，老王亲历了催收行业的几次黄金时代和疯狂生长，最终在
看守所中体会了至暗时刻。

在中国近40万亿贷款背后，有一个带着“原罪”、无现行法律规范的暴利行业——
催收。催收行业伴随个人贷款消费业务而生，全民加杠杆时代中越来越多的欠款人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产回收需求，在新平台不断放宽的贷款审核中，各式各样参差
不齐的人开起了催收公司，高额的提成驱使着他们，开始不断踩踏监管甚至法律红
线。

随着金融监管趋严和“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展开，灰色地带的催收行业是应当彻
底被严禁，还是制定规范划清红线让其合理合法？这关乎未来。

曾经的体面人

催收行业兴起于2003年，老王更是那个年代里的体面人。

那时，各个银行的信用卡专员走街串巷进校园，几千块钱额度的信用卡办下来甚至
无需提供相应的收入、财产或者工作证明，“你签字就行，其他的我给你办”。中
国的个人信贷消费就这样迎来了黄金时代。

2003年到2010年之间，信用卡发卡银行从几家快速发展至近百家，发卡量从两千
多万张激增至数亿张。2010年年底，信用卡累计发卡量就已达到2.3亿张，期末应
偿信贷总额4491.6亿元，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76.8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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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业务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大量贷后资产管理的需求，催收开始成为重要一环。
发卡量和贷款总额不断增加，各发卡分中心无法自行应对越来越多的逾期账户。招
商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广发银行等开始将信用卡催收业务外包给应运而生
的专业催收公司。

老王的嗅觉十分灵敏，极早地捕捉到了金融市场的需求。三五个大学甚至专科毕业
的年轻人，一间办公室，几部电话和电脑，老王依靠着自己在当地特殊的人脉关系
背景，很快设立了催收公司、如火如荼地开展了业务。

“05年公司成立，主要业务就来自于中行、工行、广发等银行的信用卡催收，银行
内部的风险管理部门催收电话根本打不过来，呼叫中心的客服也不适合干这个，就
靠我们去驻场催收或者他们外包出来。”

业务繁忙的老王很快拓展了团队，从几人发展到几十人、上百人，不过数月时间。
“每天要打两三百个电话，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虽然很累，但那几年的欠款人都
比较好催，跟他们讲一些法律、合同条款，或者联系到家里人施加压力，还款还是
比较容易的。”

老王公司里的一位员工回忆，在2007年时，由于工作量大、回款比例高，他们中有
人一个月工资加提成拿到了将近十万块钱，每月能拿到两三万的催收员也不在少数
。那几年，老王的公司获得了高额盈利和迅速扩张。

面对逐年增长的信用卡逾期未偿信贷额度，除了将案件打包给老王这样的外部催收
公司，也有发卡行如民生银行，选择进行内部催收。

民生银行在2007年组建资产管理部，将部分曾经负责发卡的员工转岗，负责催收工
作。“我刚入职的时候团队只有几十人，到2011年就有2个科室、100多人了，”
一位曾在民生银行做催收工作多年的人士告诉界面新闻。逾期账户按照账期长短分
为M1、M2、M3和M3+，每天大概要处理M3+一百户左右，还有四五百个M0至
M2之间的滚动账户。额度主要集中在几千块和三万左右的两个范围，催收人员按
回款比例的千分之六提成。

“尤其是2013年开始提成上不封顶之后，虽然累，收入还是很可观的。”前述民生
银行员工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早期的客户抗催能力很差，容易回款”。

作为银行内部的催收员，可以拿到央行征信报告、信用卡申请原始资料。当与欠款
客户失去联系，一通电话往往就能取得客户的单位、街道派出所甚至村委和乡政府
的协助。“银行这层身份，当时还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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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遇到十分“老赖”的客户，催收员也常会通过私人手机模仿司法或公安的口吻
，以刑法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给客户施压，或者请地方信用卡分中心的
同事进行上门催收，以达到回款目的。

从2007年到2013年，民生银行内部的催收业务逐渐开始规范。催收员工作时间须
上交手机，工作电脑阻断外部网络，央行征信查询权限收归专人负责，央行征信端
口与账户直接对接，不允许查询他人征信。

“这一套早就不好使了，”该人士无奈地说，“欠款人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单位
、地方机关也已经接惯了催收电话，没有人会再给银行帮忙。”

“不仅信用卡催收越来越难，银行对催收公司的资质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中小型公
司基本没办法再和银行合作了。”

危险边缘的“高光”时刻

信用卡催收有额度小、案件量大的特点，除此之外，由于办卡时申请条件往往十分
宽松甚至弄虚作假，信用卡逾期之后，要找到欠款人的联系方式和有效地址也非常
困难。

不过，在信用卡催收进入瓶颈阶段后，汽车金融的快速发展，又给催收行业带来了
新机会。

2008年中国汽车金融信贷规模达到1500亿，自此开始飞速发展。至2017年，信贷
规模达到1.2万亿左右，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6%。

老王和他的伙伴们发现机会又来了，公司业务随即从信用卡催收转向汽车金融催收
。

这一次，他们开始给各个汽车金融、租赁公司做起了催收、收车业务。砍掉大部分
电话催收团队，年轻力壮的留下来收车，打点好各路人马。汽车金融公司对于催收
代理几乎没什么门槛限制，没多久，他们就拿下了几个大型汽车金融公司的合作。

当借款人出现高天数逾期，催收公司会拿着甲方公司的授权书和借款人的贷款合同
，先与其进行谈判，用礼貌的方式替甲方公司收回款项或者车辆。

但是，借款人一般不会配合。当借款人不还钱也不还车的时候，老王就会和兄弟们
把车弄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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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借款人信息、蹲点儿、偷偷安装GPS、甚至配钥匙偷车或者截停抢车，用老王
的话说“有些做法上不了台面”，但是“甲方公司收回资产的需求太过强烈、佣金
也太过慷慨”。

“欠十万的车，收车的佣金就能上万，如果还能让客户还钱，我们拿走五万，比信
用卡催收高多了。”

“传统的拖车方式肯定会存在抢的行为。”某传统汽车金融公司催收负责人告诉界
面新闻记者。而对于优信、大白汽车、微贷网等后起的互联网汽车金融租赁公司，
收车的需求则更加强烈。

与银行和传统汽车金融公司相比，互金公司不但车价低，客户群体的资质更低。互
联网公司没有耐心，收车环节开始的更早。“钱是银行的，借款人不还我们就只能
代偿了，跟银行都有兜底协议，逾期30天就直接收车，”一名优信的员工告诉界面
新闻。

据介绍，“巅峰”时期，老王一晚上可以收回6辆车，佣金就能赚上十几万。老王
穿起了黑色的貂皮大衣，戴上了手指粗的金项链，在行业里被称为“王哥”。

最近几年，跟着王哥的张涛发现催收行业里忽然来了许多新面孔。

现金贷市场的兴起，为各种小催收公司的诞生和野蛮生长提供了沃土。为了拿单子
、要回款率，催收的底线一次次的降低。催收很快以侮辱、殴打、拘禁、艾滋病催
债甚至致人死亡等恶性事件的方式，进入了公众关注的视野。

和收车业务不同，“现金贷、网贷的催收按账期长短，提成约为30%、50%甚至可
能高达90%，”安徽一家小型催收公司人士告诉界面新闻。

通过快递、消费记录等个人信息的倒买倒卖、“呼死你”式的电催以及威胁恐吓甚
至暴力的上门催收，在2017年底监管加码整治力度之前，各地潮涌的小型民间催收
公司通过“又快又狠”的方式攫取了高利益。

有曾在微贷网工作的人士告诉界面新闻，公司自主开发的一款软件，在用户注册、
借款后，可通过技术手段在后台直接调取客户的通话记录，以供催收欠款使用。

2017年11月，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互联网金融监测数据显示，发现各类催
收平台370个，催收项目188万个，涉及催收资金1.7万亿元，注册催收人数超过15
0万。仅2017年6月至11月，监测到催收频次1000余万次，暴力催收施害人达79万
，受害人9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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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金融举报信息平台运行两年的时间里，累计收到17万条的举报，主要集
中在暴力催收和客户的隐私保护问题，比重高达占了84%。

“失踪”的催收大佬

随着金融监管逐渐收紧，针对催收行业的治理从2017年底拉开了大幕。

2017年12月1日，《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出台，开展对网络小额
贷款清理整顿工作。该通知不仅针对过度借贷、重复授信、不当催收、畸高利率、
侵犯个人隐私等现金贷业务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要求，而且追本溯源针对小额贷
款公司突破融资限额、银行业金融机构资金违规流向“现金贷”等深层次的问题均
提出了整治要求。不久，《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
知》下发，网贷平台从狂欢式的扩张，正式进入统一监管的生死时期。

201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银保监会印
发《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和保险业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工作的通知》、
《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安机关、金融监
管部门开始依法进行调查处理采用非法手段催收民间贷款的行为、净化金融环境。

截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17000余件、57000余人。

曾经如野草丛生的众催收公司在这一轮监管重锤之下，倒闭、转行、裁员成为了行
业关键词。

据界面新闻了解，今年以来在北京地区的各种汽车金融、催收行业大会中，有多个
主题定位为“寻找出路”、“再次出发”的议题。

“融资租赁公司纳入银保监会监管，扫黑除恶给汽车金融业务贷后管理带来了艰巨
的挑战，今年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场汽车金融行业峰会的负责人慨叹
。

“我们现在天天夹着尾巴做业务，东北、西安、河南的催收代理都有被抓的。”某
金融公司人士表示。

“形势不好，收车的佣金也上调到15%至30%，回收率还是不高。但是由于还款时
利息是前置的，之后还可以提起诉讼，让借款人再偿还本金。”某互联网汽车金融
公司人士告诉界面新闻，由于回收车辆不便，与2018年初相比，不良率已经上升了
两成。

                                    5 / 6



智行理财网
广发信用卡催收岗(被广发信用卡催款)

早在今年上半年，老王就已察觉出了行业遇冷的信号，开始为自己的催收公司谋求
转型。但是，受行业和门槛限制，对于大多数催收从业者来说，转型太难了。

现在行业里的朋友谈起老王，语气很是平淡。“赶上了，没办法。我们已经给员工
做了培训，女的和带孩子的车，不拖。”

然而“猫捉老鼠”式的应对，并非长久之计。

催收对于金融机构和公司来说，意味着不良资产回收的最后一道关卡，对于风控无
疑是刚需。但合法、合规的那道红线，目前仍尚不清晰。

“贷后催收的严监管，促使公司从产品和审批前端不断改善、调整，在法律层面更
加受保护。”某互联网金融公司人士告诉界面新闻。

而在合规的夹缝中，如何平衡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如何从细节上约束催收行为
，如何合法有效的收回不良资产，这些都是仍需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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