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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催收困扰的无辜联系人

“除了短信，还有催收电话，通常问我认不认识借

款人，让我联系借款人处理，不然就要走法律程序。”1

个月数次的催收电话让林先生饱受困扰，“我有一次接

到催款电话直接挂断了，结果刚放下手机就收到了几

十条短信验证码轰炸。”

今年3月，来自湖南岳阳的黄先生向网贷平台借款

7000元，约定分3期还款。在已归还前两期后，黄先生

未能按时偿还第3期贷款。8月，其家人收到了催收短

信以及律师函。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爆通讯录”“骚扰电话”“暴力

催收”是针对网贷平台投诉的高频词。其中，“爆通讯

录”相关投诉达4.5万余条。一些投诉者甚至称自己从

不认识网贷平台所寻找的借款人，却被无端骚扰。而

被催收的借款人则认为向亲朋催收自己的网贷欠款，

极大影响了其个人声誉。

只因你在通讯录里

明明与网贷借款并无关联，为什么“熟人”会收到

催收通知呢？

“您需要提供紧急联系人信息或手机通讯录，同

时，您授权我们，在借款人失联、逾期等紧急情况时，向

您提供的联系方式进行短信提醒、电话联系。”“平台可

以使用用户提交或授权而获取的信息进行逾期账务

提醒或催收等服务，如因此给用户造成不利影响，平

台不承担责任”……一些网贷APP在注册时便将要求

授权读取通讯录、可向无关的“熟人”催收写在用户协

议中，若用户点击“不同意”，网贷APP则“无法为您

提供服务”。

某网贷平台客服人员证实，使用借款业务必须经

过授权环节，如果正常还款则不会对借款人及联系人

造成影响，而一旦借款逾期未还，平台则有可能对通讯

录中的联系人进行催收，以促使借款人尽快还款。

对此，北京星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郝旭东表

示，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除了需要经过被收

集者同意外，还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根

据《移动互联网应用基本业务功能必要信息规范》规

定，金融机构为了在借贷人逾期不还款时进行催款，可

以要求用户手动输入两位紧急联系人信息，而不应强

制读取用户的通讯录。网贷APP不得因用户拒绝授权

收集无关或过度信息而拒绝提供服务。

骚扰无关的“熟人”是非法催收

北京锦钟律师事务所律师聂洋城认为，向未被设

置为紧急联系人的通讯录联系人频繁发送催收短信、

拨打催收电话的行为，可以认定为非法催收行为。

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公约早已对向无关第三方催

收债务的行为做出了约束。如《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

催收自律公约（试行）》规定，债务催收不得骚扰无关人

员，不得向债务人外的其他人员透露债务人负债、逾

期、违约等个人信息。

聂洋城解释说，借款人向网贷平台借款，与平台形

成借款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因借款人未能

按时还款产生的纠纷，应当由网贷平台和借款人协商

解决，而不应该牵涉到与之无关的第三方。他建议，若

无关的“熟人”频繁收到催收短信或电话，可保留有关

证据，如催收短信截图、催收电话录音，必要时向中国

互联网金融举报信息平台投诉举报。

“除金融从业机构外，外包催收公司也应被纳入行

业自律的范围之中。行业应通过责令整改、警示约谈、

公开通报批评、强制培训教育等自律管理措施约束违

规催收行为。”郝旭东说。

新华社 胡浩 郑天虹 王莹

严控校考范围和规模、提高文化课成绩要求、推进

分类考试分类录取……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

导意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系列新规将给艺考带来

哪些变化？对家长和考生们有何影响？记者进行了调

查采访。

优化专业布局：
部分专业将停止招生

近年来，一些高校为追求多学科发展，竞相开办学

费标准相对较高、办学门槛较低的艺术类专业，盲目扩

大艺术类专业招生规模，虽然客观上为学生报考增加

了选择，但因办学定位不准，招生规模及专业设置与社

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

据了解，有的学校跟风开设艺术类专业，但师资力

量比较薄弱，专业性和学术性达不到标准和高度，学生

就业也较为困难。调研显示，2020年，艺术类本科专业

招生人数在全国本科招生总数中的占比仅次于工学和

管理学，位居第三。但从初次就业情况看，其总体就业

状况与其他专业有明显差距。

“热门的艺考，冷门的就业，这句话从一定程度上

反映艺术类招考设置还要从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进行科学调整。”东北育才悲鸿美术学校专业部主任

王海玲说，艺术人才的培养从入口到出口在学科设置

上需要宏观把控。

对此，意见提出，推进高校艺术专业特色发展，明

晰人才选拔培养定位，优化艺术学科专业布局，对社会

需求不足、培养质量不高的专业予以调减或停止招生。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这要求高校一方面

要突出办学特色，构建与办学定位和特色相适应的艺

术人才选拔培养体系，着力选拔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

人才。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社会需求，综合考虑学校

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毕业生就业状况等，优化艺术专

业设置，合理安排招生计划。

分类考试：
省考全覆盖 校考大“瘦身”

长期以来，艺考腐败案件时有发生，其中校考环节

不公开不透明、教考不分离、招考权力过于集中等屡受

诟病。

意见提出，大力推进艺术专业分类考试。积极扩

大省级统考范围，到2024年基本实现艺术类专业省级

统考全覆盖，不断提升省级统考水平和质量。严格控

制校考范围和规模，建立健全校考高校和专业准入退

出机制，科学合理确定校考形式，严格控制现场考试规

模。2024年起，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健全完善考

评人员遴选机制，优化考评人员组成结构。加强考试

组织规范管理，严防考试舞弊。

不少艺术教育工作者认为，扩大省考覆盖面，缩小

校考范围，是规范艺考，促进其公平性和科学性的有力

举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说，自2010年省

级统考大规模推行以来，统考在规范艺考、形成判断、

节约成本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东北育才悲鸿美术学校高一年级新生家长于鹤认

为，改进考试方式后，可以减少学生去外地考试的次

数，为考生和家长减轻了很大负担。

对于一些高水平的专业艺术院校，校考仍不可或

缺。鲁晓波说，省考与校考绝非对立，而是互为补充、

各有所长。前者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艺考在全国范围

内的标准化，从教育的角度平衡区域发展。后者则保

证了人才录取的多元化。

提高文化课成绩：
扭转“重专业轻文化”倾向

“学习不好才去艺考”“三四百分就能上一本”……

长期以来，由于高校对艺考生的文化成绩要求相对较

低，同时很多艺考生将大量精力投入专业课而忽视文

化课的学习，使得一些人把艺考生和“易考生”等同起

来，甚至部分家长和考生以此作为“升学捷径”，感觉学

习成绩不行了才突击学习并报考相关专业。

意见明确提出了提高文化成绩要求。要求各省

（区、市）在现有文化课成绩要求基础上，因地制宜、分

类划定、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

最低控制分数线。

在分类考试分类录取中，也特别强调了对文化课

成绩的要求。如对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等高校艺

术类专业，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综

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

试成绩的艺术类专业，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

统考成绩均达到所在省（区、市）艺术类专业录取最低

控制分数线基础上，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

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平行志愿择优录

取，其中高考文化课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

“这对考生和家长是一个提醒，是因为文化课不好

才来选择，还是真正热爱这个专业，需要学生和家长作

出更慎重的选择。”王海玲说，“艺术和文化是相辅相成

的，从长远来看，能持续发展较好的，一定是文化课和

专业课都好的学生。学校在下一步的培养中，将更加

注重文化课和专业课并重，系统分类推进，结合学生实

际，设置科学备考方案，为不同需要的学生进行提升。”

鲁晓波认为，“艺术，是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并举的学科。任何一个方面是短板，都会造成‘木桶

效应’。”

只因在借款人的通讯录里，无关的“熟人”饱受催收困扰

没借网贷的你被催收了吗？
《工人日报》

“吴XX，通过网贷平台申请1000元贷款多次提醒

未处理，若在24小时内未处理，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打包

报备到户籍地人民法院开庭处理，处罚滞纳金共计约

13650元一并由你本人全部承担。”从曾经的吴姓同事

网贷逾期至今的几年间，类似这样催收贷款的短信，福

建的林先生已经收到了很多条，且短信发件人号码时常

变换，难以识别和屏蔽。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网贷与自己并无关联，借款人

也未将自己设置为紧急联系人，一些无关的“熟人”仍然

受到了被催收的困扰。

艺考非“易考”，艺考新规带来哪些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