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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法律热点问题 
公检法司四部门释义“套路贷”

近年来，“套路贷”案件呈持续高发态势，根

据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 2019 年 2 月底，

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套路贷”团伙 1664 个，破

获诈骗、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案件 21624 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 16349名，查获涉案资产 35.3亿余元1。

同时，上海、重庆、浙江等地司法机关于 2017 至

2018 年分别发布了针对“套路贷”刑事犯罪的法

律适用指导性文件。目前，涉及“套路贷”的刑事

案件也在陆续被各地司法机关审判裁决。 

2019 年 4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套路

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

见》”），对“套路贷”刑事犯罪行为的定义、特

点、常见作案手段等予以进一步明确，厘清了与民

间借贷行为的界限，对此类案件的办理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 

一、 《意见》的主要内容及评析 

1. 《意见》对“套路贷”犯罪作出了明确定义 

在此次《意见》出台之前，如何界定“套路贷”

刑事犯罪，在全国司法实践中尚无统一标准。本次

《意见》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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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
                                                        
1 参见 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9/0226/c42510-30903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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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定义以及司法实践情况，我们理解

“套路贷”犯罪一般具有以下特点：（1）形式上，

双方当事人间会签订相关借款协议，假借“民间借

贷”之名；（2）主观上，放贷人及相关犯罪分子主

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借款人财产的故意，此处的财产

不限于借款协议项下的金额，也可能是借款人的房

产等其他财产；（3）客观上，放贷人及相关犯罪分

子往往会诱骗或恐吓借贷人签订相关法律协议，或

通过恶意制造借款人违约等方式虚增债权，最后通

过法律途径或者暴力手段实现该不应被法律保护

的债权。 

2. 《意见》对“套路贷”犯罪和民间借贷进行了

区分 

《意见》指出，“民间借贷的出借人是为了到

期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收回本金并获取利息，不具

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不会在签订、履行

借贷协议过程中实施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给付

痕迹、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

据等行为。” 

我们理解，“套路贷”与民间借贷纠纷的区别

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判断往往要借助

对其客观行为的考察。《意见》明确司法机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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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行为人是否在虚增借款额、制造虚假银行流

水、恶意制造违约等行为，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

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如果没有非法占有他

人财产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非法索债行为，应单

独对该行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 

3. 构成“套路贷”共犯的情形 

《意见》指出，在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

罪的情况下，仍（1）组织发送“贷款”信息、广

告，吸引、介绍被害人“借款”的；（2）提供资金、

场所、银行卡、账号、交通工具等帮助的；（3）出

售、提供、帮助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4）协助制

造走账记录等虚假给付事实的；（5）协助办理公证

的；（6）协助以虚假事实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的；（7）

协助套现、取现、办理动产或不动产过户等，转移

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8）其他符合共同犯

罪规定的情形的，应以共犯论处。同时，“明知他

人实施‘套路贷’犯罪”，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认知

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同案人、被

害人的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套路贷”受过

处罚、是否故意规避查处等主客观因素综合分析认

定。 

4. “套路贷”犯罪数额计算 

根据《意见》相关规定，一旦犯罪嫌疑人的行

为被定性为“套路贷”犯罪，在计算犯罪数额时，

应当将行为人收取的虚高债务，以及相关“利息”、

“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违约金”等费

用全部计入犯罪数额。此外，向被害人给付的本金

不计入犯罪数额。 

在《意见》出台之前，司法实践中对“套路贷”

案件犯罪数额的认定存在分歧，部分司法机关参考

诈骗犯罪案件中不将犯罪成本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的做法，将犯罪分子在“套路贷”犯罪过程中获得

的一切财产性收入均计入犯罪数额，给付给借款人

的本金也不予扣除。我们理解，《意见》规定的计

算方式综合考虑了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的实际非

法所得以及对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从客观评判

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更具有合理性，也避免了被

害人可能从犯罪嫌疑人退赃行为中获利的情况。 

5. 《意见》明确从重处罚情节 

《意见》明确应当从重处罚的情节，包括以老

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

特定对象实施“套路贷”犯罪，或者因实施“套路

贷”造成被害人或其特定关系人自杀、死亡、精神

失常、为偿还“债务”而实施犯罪活动。 

6. 禁业规定 

《意见》规定，“套路贷”犯罪分子符合刑法第

三十七条之一规定的，可以依法禁止从事相关职

业。据此，我们理解，如果行为人因利用职业便利

实施套路贷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

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

年至五年。 

7. 犯罪集团、黑恶势力的认定 

《意见》规定，“三人以上为实施‘套路贷’

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应当认定为犯罪集

团。对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符

合黑恶势力认定标准的，应当按照黑社会性质组

织、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侦查、起诉、审判”。 

二、 《意见》出台的意义 

我们理解，《意见》首次明确定义了“套路贷”

案件，并列举了其核心特征与常见手法，在全国范

围内形成统一的标准，对“套路贷”案件的办理具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使司法机关能够精准地区分

“套路贷”与正常民间借贷，避免打击面扩大化。 

对于《意见》出台之后，全国各地司法机关在

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意见》，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并从专业刑事律师角度，提供更加精准的法律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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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为分享信息之目的提供。本文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君合律师事务所的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想获得更多

讯息，敬请关注君合官方网站“www.junhe.com” 或君合微信公众号“君合法律评论”/微信号“JUNHE_Legal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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