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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网络银行的快速发展，一些微小金融网络信贷平台进入大学校园，部分大学生因消费观念膨胀，又

对网络信贷认识不清，在不法网贷公司的诱惑下掉进“网贷陷阱”，逾期无力偿还便遭到粗暴逼债。文章从多角

度分析了校园网贷风险，通过问卷调查、图形展示，梳理归纳出网贷的链条和形式，揭示出不法网贷平台为牟取

高额利率所采取的各种手段。摆出了大学生网络信贷消费问题，提出了校园网络信贷风险对策与问题把控的建议

与思考，其目的是希望高校大学生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利用正规可信的网络平台

进行消费，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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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网贷风险状况 

近年来，随着网络银行的快速发展，民间微小

金融网络借贷逐渐形成规模，借贷方式、借贷对象

和借贷渠道已经逐渐进入大学校园，对涉世尚浅的

高校大学生来说是诱惑与风险并存[1]。据了解，一

些个体网贷过程非常简单，只需大学生提交身份证

照片、留下联系方式和还款协议就能成功网贷，但

借贷利息支付和催还款过程充满暴力逼债性质。据

某高校调查报告显示，有一定数量的大学生会选择

通过网络来获取资金，部分学生借贷后发现掉进泥

潭，无力偿还，已经酿成严重后果[2]。 

二、校园网贷风险分析 

(一) 高利率 

从表面上看，网贷平台放贷年利率控制在 20%

以内，并未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4 倍，在法律

上不被认定为高利贷。但一些网贷平台在收取约定

利息之外，还会以滞纳金、违约金、服务费、催收

费、罚息为名目收取高于贷款本息的高额费用，其

实质就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贷。 

(二) 欺诈性 

有些网贷公司在推销业务时避重就轻，不详细

告知贷款利息、逾期还款风险、中介催款收费项目

等的计算方法和增收金额，反而以“零首付”“零

利息”“低成本”“低门槛”进行欺骗诱导，致使自

制力不强、消费欲望旺盛、涉世不深的大学生卷入

“网贷漩涡”。 

(三) 强行逼债 

比高利率更可怕的是不法网贷平台的催款方

式。他们的催款方式往往采取骚扰、恐吓、盯梢、

跟踪、殴打甚至是限制自由和非法拘禁等极端手

段，迫使借款者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东奔西走、

以新债还旧债。 

(四) 信息裸漏 

据了解，近期出现“裸贷”现象，借款人把个

人信息提交给网贷平台，包括个人及家人信息、借

款人手持身份证的全裸照片、借款人写的借款凭

条，甚至有些女生还被借款人要求录制全裸视频[3]。 

三、校园网络信贷相关情况调研 

(一) 网络信贷平台现状调查 

通过调查筛选，目前校园常见的信贷平台运营

数据(分期时限、利率)统计见表 1 所示。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分期平台的利率最高达

42%。对于不了解金融知识的大学生来说，分期平

台上的还款金额只是一个数字，他们不会去想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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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 年主要分期平台利率概览表 

平台 可选分期期限 利率(服务费) 

蚂蚁花呗 3/6/9/12 2.5%/4.5%/6.5%/8.8% 

京东白条 3/6/9/12 1.5%/3%/4.5%/6% 

趣分期 3~24 4%~17.5% 

分期乐 3~24 3%~21% 

名校贷 3~18 3.2%~23% 

仁仁分期 3~15 6%~24% 

优分期 3~24 6%~42% 

 

的利率到底意味着什么。就以“等额本息”还款方

式为例，即每期还款金额是相同的，若按利息计算，

实际换算成年利率可达 17%~21%，是目前银行贷

款基准利率 4.35%的 4~5 倍。网络平台所谓的“免 

息”“低息”，是因为他们把多还的那部分费用不视

为“利息”，被其称为“手续费”或“服务费”。例

如，某人贷款 10000 元，被扣咨询费 2000 元，拿

到手只有 8000 元。有的网贷平台甚至以诱惑手段

来吸引学生，宣称月息 1 分，但实际上这些小额贷

款都远超目前银行信用卡分期利率。一旦逾期不能

偿还欠款，需要支付相当高的违约费率，违约金和

利息之和比借款本金还多。有些网贷平台为了形成

事实上的高利贷甚至不允许提前还款。 

(二) 大学生网络信贷风险现状调查 

本次调查以在校大学生群体为对象，调查时间

为 2016 年 10—11 月，从 1650 份问卷中，回收有

效问卷 152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3%。调查结果显

示有 719 人进行过网络信贷消费，占样本总数的

47.21%。见图 1 所示。 

 

 

图 1  大学生网络信贷分布比例及风险概率图 

 

    在校园贷排查工作中，有 57.72%的受访者认为

网络信贷使大学生增大了消费支出，54.33%的大学

生表示网络信贷增大了他们的生活压力，78.93%的

大学生认为网络信贷使他们更容易产生错误的消

费观念，更有超过 80%参与过网络信贷的大学生表

示因还款压力过大而无法正常投入课业学习中，导

致成绩下降、考试挂科，甚至是面临被退学的风险，

如图 2 所示。 

在此次调查中，参与校园贷款的一共有 41 人，

其中 28 人受到恐吓威胁、遭到电话骚扰或是被告

知家人催促还款；11 人不同程度陷入借贷还贷的恶

性循环骗局，甚至存在被校外人员诈骗的问题，需

报公安机关介入处理；还有 2 人存在欺骗同学借贷

或扮演中介者角色。从排查数据看，因没有还款能

力，害怕家长知情，陷入借贷抵债的恶性循环骗局， 

 

 

图 2  网络信贷对大学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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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寻求其他方法规避还款，导致进一步被诈骗现

象表现突出，且涉及面广、涉及金额较大、隐藏较

深，甚至存在欺骗拉拢同学贷款、威胁恐吓同学问

题。网络信贷风险的具体表现如图 3 所示。被卷入

网络信贷风险事件的大学生家庭一部分是贫困或

特困家庭，在本身并不富裕的家庭状况下，高额的

还款金额与利息对他们更是雪上加霜，有超过 30%

的家庭甚至无法交付孩子的学费，不得不使孩子辍

学。全社会都在关注着网络信贷风险给学校、学生

及家庭带来的伤害及不良的影响。 

 

 

图 3  网络信贷风险的具体表现 

 

四、大学生网络信贷消费问题分析 

(一) 校园网贷逾期利率高，大学生对此缺乏清

醒认识 

根据调查报告结果可知，网络信贷的利率普遍

在 10%以上之外，有些民间私自放贷利率更高。其

中还包括其他收费项目，例如注册申请时需要交相

应的服务费、手续费等。但是很多大学生都缺乏对

其深刻的了解，对自己的还款能力没有全面的认

识，只注重自身需求，忽略了违约导致的严重后果。 

(二) 网贷平台风险丛生，代理中介牟取暴利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申请校园网贷的学生大部

分没有收入来源，其生活比较困难，由此网贷平台

找到了对付这一学生人群的有效办法[4]。对少数分

期消费平台只做催收，不做风控，鼓励和纵容大学

生非理性消费，针对大学生群体的攀比心理、盲目

消费心理，进行一系列目的性促销，引诱大学生群

体进行校园网贷，一些中介和雇佣代表者赚取手续

费、服务费等。由于目前行业监管还不到位，网贷

制度还不够健全，在中介费用把控中存在较多漏

洞，雇佣关系与支付费用基本上由自己决定，原则

上是小额贷款大约收取 5%手续费，高额贷款最高

收取 30%手续费，但实际上其间存有暴利。 

(三) 暴力催款，各类极端事件时有发生 

据调查了解，大部分的网贷平台都有专门催收

团队，催款过程五花八门。《新京报》发表过催款

“十部曲”的报道：开始通过 QQ、微信等通讯方

式通知还款，若仍不见效果，催款团队就会打电话

联系贷款学生室友、多次警告学生本人、通知其学

生父母、发送律师函、在学校公共场合贴学生欠款

的大字报等，最后一步，群发短信给学生所有亲朋

好友，对逾期不还款学生进行威胁、恐吓，甚至采

取暴力手段催逼还款。有些学生因催款紧逼，欠款

数额巨大而又无法偿还，最终发生悲剧。 

(四) 急需完善相关政策，加强行业监督 

目前，一些政策性文件只说明了民间资本参与

信贷的合理性，对其信贷流通行为的不法性和过激

性监管不到位，对违法催款行为的惩治宣传和处理

力度还没有达到规范的程度，因此，一些网贷平台

利用了政策“空子”，敢于在大学校园内实施低门

槛网贷、高息放贷和粗暴催贷等行为[5]。学生基本

的身份信息保护、借款人的身份信息核实、网贷资

质的审核都需要有关部门的配合与协助。如果没有

各方面的支持与保护就容易产生骗贷风险。 

五、校园网络信贷风险对策与问题把控 

(一) 国家已采取的相应措施 

自 2016 年 4 月起，《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

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开展校园网贷风险防范集中专项教育工作

的通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等文件相继出台。明确要求高校建立校园不良网络

借贷日常监测机制、实时预警机制、校园不良网络

借贷应对处置机制，及时发现校园不良网络借贷普

遍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在校园不良网络借

贷潜在的风险评估分析下，第一时间通过短信、电

话、网络、校园广播等形式向学生发布预警提示信

息。此外，还明确要求银监会与教育部建立校园网

贷联合工作机制，防止校园网贷风险进一步扩散和

蔓延。 

(二) 高校要形成严格的管控机制 

为了有效管控校园网贷产生的不良后果，一些

省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对策，各高校认真落

实上级文件精神是规避校园网贷风险的关键。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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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有以下几点： 

(1) 成立网贷风险管控队伍。由学生管理部门

主抓，学生家长配合，辅导员和学生干部参与，组

成联动管理机制。主要负责掌握学生网贷动态，加

强网贷风险宣传，提高学生的网络金融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 

(2) 建立严格的网贷管控流程。要深入开展网

贷排查工作，建立重点风险信息档案，制定学生网

贷申报制度。 

(3) 学校应制订有关规定。不得委托学生、校

园工作人员、校园商户等在学校开展推销或代理活

动；学校保卫部门应加大对校园环境的治理，积极

发现网贷推销人群和机构，加强对学生的保护[6]。 

(4) 学校应严格掌握网络信贷消费平台性质。

根据有关职能部门的鉴定评价通报网贷学生家长，

降低网贷风险损失。 

(三) 学校对可信信贷消费平台进行跟踪与评价 

对于真正有经济困难的学生，除了联系真正的

金融机构助学之外，对网贷信誉度好、无违法违规

行为的信贷消费平台可进行跟踪与监督。对能够持

续向学生提供更多优质服务的金融机构要进行网

贷情况调研，作出消费导向评价。最终实现网络信

贷平台与大学生之间的“双赢”。 

(四) 学校应引导大学生进行理性消费 

大学生本身应学会判断，懂得理性、合理消费，

在充分考虑自身还款能力的前提下，制定实际的消

费计划。自觉抵制不合理、不健康的消费观念，要

充分认识理性消费的重要性，做到在保证还款资源

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必要的消费。大学生的主要任务

是学习，消费是为学习服务，学习是为以后创业打

基础，有了创业才有了消费的资本。建立在父母资

金之上的狂妄消费是无理、无志、无知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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