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警惕不法贷款中介诱导消费者违规转贷的风险提示 

 

近期一些不法中介发掘“商机”，向消费者推介房贷转经营贷，

宣称可以“转贷降息”，诱导消费者使用中介过桥资金结清房贷，再

到银行办理经营贷归还过桥资金。然而，这种将房贷置换为经营贷的

操作隐藏着违约违法隐患、高额收费陷阱、影响个人征信、资金链断

裂、侵害信息安全等风险，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 2022

年第 8 期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不法中介诱导，认清违规

转贷背后隐藏的风险，防范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风险一：中介违规操作给消费者带来违约违法隐患。根据相关监

管规定，经营贷须用于生产经营周转。银行与消费者贷款合同会明确

约定贷款用途，但在“转贷”操作下，银行若发现经营贷款资金未按

照合同约定使用，最终将由消费者承担违约责任，不但可能被银行要

求提前还贷，个人征信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在经营贷办理过程中，

不法中介宣称可以提供办理各项证件、材料的服务，“帮助”消费者

申请贷款，其实是通过伪造流水、包装空壳公司等手段获得申请经营

贷资格,此行为涉嫌骗取银行贷款，消费者甚至可能会被追究相关法律

责任。 

风险二：中介垫付“过桥资金”，息费隐藏诸多猫腻。不法中介

所谓的“转贷降息”，需要消费者先结清住房按揭贷款，再以房屋作

抵押办理经营贷。不法中介为牟取非法利益，往往怂恿消费者使用中

介的过桥资金偿还剩余房贷，并从中收取垫资过桥利息、服务费、手

续费等各种名目的高额费用，消费者“转贷”后的综合资金成本可能



高于房贷正常息费水平。即使最终申请经营贷失败，消费者仍将被中

介要求承担上述各项高额费用，同时还将承担高息过桥资金的还款压

力。 

风险三：“以贷还贷”“转贷”操作有资金链断裂风险。经营贷

与住房贷款在贷款条件、利息、资金用途、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都

有很大不同。比如，经营贷的期限较短，还款要求也很不一样，且本

金大多需一次性偿还，借款人若无稳定的资金来源，贷款到期后不能

及时偿还本金，可能产生资金链断裂风险。 

风险四：“转贷”操作有信息安全权被侵害风险。消费者选择

“贷款中介”的“转贷”服务，需要将身份信息、账户信息、家庭成

员信息、财产信息等相关重要信息提供给中介。部分中介获取消费者

个人信息后，为谋取非法利益可能会泄露、出售相关信息，侵害消费

者信息安全权。 

银行机构要加大金融知识普及力度，向消费者充分提示风险，并

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加强中介机构管理和贷款审核，防止房贷

违规置换经营贷风险。同时，银保监会消保局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认

清转贷操作的不良后果和风险隐患，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一是防范不法中介虚假宣传，提高风险识别能力。要警惕不法中

介隐瞒不利信息、只谈诱人条件的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所谓

的“转贷降息”看似利息更优惠，实际却隐藏违法违约隐患、高额收

费陷阱、个人征信受损、资金链断裂、信息泄露等风险。 



二是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咨询，警惕不法中介的套路陷阱。要合理

评估个人或家庭实际情况，若有提前还贷或者其他金融业务需求，应

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咨询了解相关情况。要了解金融常识，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是认真审核合同内容，按约定使用贷款。金融机构和消费者都

应本着公平自愿、诚实守信的原则，金融机构应合规放贷，消费者要

理性借贷。申请贷款时，提供真实有效的贷款申请材料；在合同签署

时，认真阅读条款,重点关注利率、费用、权利义务、风险提示等重要

内容，谨慎对待签字、授权环节；借贷后，注意按照约定用途使用贷

款，避免挪作他用，产生违约责任，影响个人征信。 

四是注意个人信息保护，避免造成财产损失。在办理金融业务时，

不随意透露身份信息、银行账号、财产情况等个人信息，防止信息泄

露的风险；不轻易登录不明机构网站和转发链接；不轻信自称某金融

机构的陌生来电，避免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甚至造成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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