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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总结分析现阶段大学生校园贷市场出现的问题，从国家、借贷平台、学校、家庭和学生个人等方面提供

解决大学生校园贷问题的建议。通过文献分析法，对校园贷市场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大学生校园贷市场

的风险成因。国家行业监管的空白、借贷平台风控措施的缺失、学校教育的不足、家长监护的疏忽以及

大学生自控能力的欠缺，造成了大学生校园贷市场乱象丛生。国家、借贷平台、学校、家长和学生都应

付出切实的努力，规避“校园贷”的风险，促进校园贷市场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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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 campus loan 
market,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solving the university student loan problem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untry, lending platforms, schools, families, and individual students. The literature analy-
sis method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ampus loan market and summarize the risk factors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 loan market. The 
gaps in national industry supervision, the lack of risk control measures for lending platforms, the 
lack of school education, the negligence of parental supervision, and the lack of self-control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have caused a chaotic campus loan market. The state, lending platforms, 
schools, parents and students should all make practical efforts to avoid the risk of “campus loan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ampus loa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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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校园贷”的主要服务对象为大学生，其贷款业务的形式是借出资金并分期偿还，大学生仅需向非

法借贷平台或借贷人提供身份证件、学校及学历信息以及学生家长的联系方式，即可贷得几千到数万元

不等的现金[1]。借贷平台凭借“1 分钟申请，10 分钟审核，快至 1 天放款，0 抵押 0 担保”的噱头，使

校园贷成为大学生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之一。 
早在 2005~2008 年，大学校园中就有校园贷的身影，此时校园贷的形式是各大银行推出的校园信用

卡业务。大学生的购物欲望强烈，校园信用卡的出现极受大学生的欢迎。大学生的人口基数大，市场潜

力充足，各大银行为了这一块市场大蛋糕，非理性地展开竞争，高逾期率、高坏账率、高注销率和高睡

眠率等债务问题接踵而至，这很快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并引发了各种整顿。2009 年银监会发布《关于

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明确表示银行不得向没有债务偿还能力的大学生发放信用卡，于是各

大银行不得不提高发放门槛甚至叫停校园信用卡的发放。随着校园信用卡逐渐退出大学生市场，购物欲

望强烈的大学生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这为校园贷的肆意滋生提供了契机。2014 年，校园贷市场崛地

而起，高利贷、多头贷、传销贷、刷单贷等不良校园贷随之出现[2]，一系列恶性事件将校园贷推上了风

口浪尖，为了提高国家金融部门的监管力度，借贷平台的风控意识，以及学校、家长及学生的重视程度，

对校园贷的风险因素分析及应对策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2. 我国校园贷市场的现状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检索分析发现，现如今校园贷市场的发展现状呈现如下几个方面： 

2.1. 国家行业监管空白的风险 

“校园贷”属于互联网金融行业，近几年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迅速，属于国家监管部门的空白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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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设立不完全，职责不明确，分工不合理，都是导致如今“校园贷”市场乱象丛生的主要原因。 
例如，至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来保证“校园贷”市场借贷平台和借贷人之间的正当权

益。借贷平台可以随意设置借款利率，只要不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 26 条对最高民间借贷利率为年利率 24%规定[3]，借贷平台就可以设置无限接近于这一

数值的借款利率，甚至有些借贷平台将实际利率改头换面，变成所谓的服务费，账户管理费，风险评估

费用，实际计算出来的费用远远高于 24%的年利率。此外，由于借贷平台的市场准入门槛低，仅需现金

投入和软件开发就能够进入市场，这为借贷平台准入资格的审核工作增加了困难，加上如今自媒体时代

的迅速发展，借贷平台的自我宣传广告遍布各大社交媒体软件[4]，吸引消费欲望强烈但又资金来源不足

的大学生进入其中。又如，至今还没有成立一套权威有效的大学生个人贷款的信用评估体系，加上各借

贷平台都唯利是图，各自为营，不愿意共享大学生的借贷信息，导致大学生一人多借，借新还旧等现象

时有发生，而学生也深陷借贷平台的债务危机当中，浪费大好青春年华，结束生命、铤而走险等事件也

不足为奇。 

2.2. 借贷平台风控措施的缺失 

至今借贷平台缺乏完备的管理规范，以及专业的技术指导，导致校园贷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借贷平

台本身存在的风险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如借贷平台与学生签订合同时涉嫌欺诈、贷款的审核工

作不够严格、借贷平台存在暴力催收的现象。 

2.3. 学校教育的不足 

如今高等院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放养式”的学习管理模式，对学生的生活关注不尽到位，对学生

的学习状况不清晰了解，任凭学生自由发展。如今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学校的这种教育模式对涉世

未深的大学生来说是弊大于利[5]，校园贷的恶性事件与学校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因为对学生金融财政

方面的知识缺乏正确的行为疏导和相关专业基础知识普及，对校园贷的危害谈之甚少，使得好奇心旺盛，

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大学生深陷校园贷的危机当中。这就导致了在面对一些被盗用信息借贷的学生时，学

校方面仅仅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劝说学生家长先将债务还清，给校园贷的恣意妄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2.4. 家长监护的疏忽 

如今通讯设备发达而且手段方式丰富多样，然而这并没有加强家长跟学生之间联系，学生与家长之

间几周或几月之间通一次电话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学生仅在生活费用上出现短缺时才会跟父母通一次电

话或者发一次信息。同时家长对于“校园贷”市场的不敏感，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不能很好地跟学生

沟通“校园贷”可能的危害性以及风险防范，家长与学生之间沟通不到位不及时，家长缺乏对学生财务

管理能力的培养[6]，这也导致当学生向家长倾诉自己的财务危机时，将学生视为掌上明珠的家长虽然会

生气、痛心，但最终只能为学生欠下的债务买单。 

2.5. 大学生自控能力的欠缺 

大学生购买欲望强烈，但资金来源有限，仅仅依靠父母的生活费支持显然无法满足盲目攀比的大学

生开支所需，而各大银行退出大学生校园信用卡市场，学生只能通过借贷平台进行借款。一些自制力较

弱的大学生在尝到校园借贷的甜头之后屡试不爽[7]，等到还款期限的到来才发现自己早已债台高筑，在

催债人员的威逼之下只能求助于父母，甚至有些跟父母沟通不到位的学生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进而也

可能引发令人痛心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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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校园贷”市场的现状——以美国为例 

3.1. 国外放贷门槛高，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校园贷”  

美国有很多为学生提供学业贷款的平台，并不存在为学生提供消费贷款的平台。根据 2016 年纽约联

邦储蓄银行最新发布的《学生贷款借款和还款趋势》研究报告[8]，美国学生贷款总额为 1.23 万亿，其中

绝大部分贷款由联邦政府提供。放贷人得拥有营业执照才能放贷，由此可见国外的放贷门槛很高。 

3.2. 专注于贷款再融资业务，收费透明，还款方式灵活 

美国联邦政府贷款由联邦财政审批，教育部负责发放。收费透明化是国外贷款平台的一大特点。在

美国贷款平台上进行贷款，无需申请费或初始费，也不会以任何名目设立咨询费，不同的贷款期限对应

着不同的利率标准(分为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两种方式)，但都低于联邦学生贷款利率，一切需要交纳的费

用均一目了然，让学生在充分了解缴费规则的情况下自由选择贷款额度及方式。另外，还款方式灵活和

人性化也为国外平台吸引了更多客户。以美国某网贷平台为例，借款人不是因为自身的过错导致失业，

可以向平台申请停止每月的还款，并且平台还会帮助借款人寻找工作。 

3.3. 平台审核严格，将借贷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 

无论是何种用途的消费类贷款，个人收入和个人信用的历史数据，以及个人的信用评分都是必不可

少的审核条件。美国学生贷款人的平均特征及申请资格具体如表 1 所示。 
 
Table 1. Average characteristics and eligibility of American student lenders 
表 1. 美国学生贷款人的平均特征及申请资格 

贷款人平均特征 申请资格 

贷款规模：$74354 至少达到所在州的成年年龄，签署合同具有法律效力 

总收人：$134866 借款人或其联合签署人必须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 

FICO 评分：74 必须是已经被雇佣或者已经拿到企业的 offer 在 90 天内人职 

每月净现金流：$5509 毕业于被 TitleIV 认可为的大学生或研究生 

工作经验：5 年 如果是法律专业的研究生，需要通律师资格考试且获得证书 

 附加因素：信用历史、收人和就业状态等 

4. “校园贷”风险的应对策略 

4.1. 国家应该完善对“校园贷”行业的监管和重视大学生的借贷需求 

1) 设立单独的“校园贷”行业的监管部门。现如今“校园贷”发展势力猖獗，行业乱象由来已久[9]，
对大学生的危害影响巨大，只有单独设立“校园贷”的监管部门，加强对线上借贷平台资质的审核，剔

除利率高昂的“套路贷”，出台“校园贷”市场的监督管理办法，保证监管部门能够定点对“校园贷”

市场进行审核，从源头上杜绝“校园贷”恶性事件的发生。 
2) 设立能够给大学生提供贷款的正式机构，允许银行给大学生提供小额的贷款，或者可以跟一些大

型的电商平台进行合作，比如阿里、京东等，让他们给大学生提供贷款服务，从而切实满足大学生的借

贷需求。 
3) 建立大学生的借贷征信系统[10]，对于不满足借贷条件，或者屡次不按时还款的大学生，规定任何

平台都不得对其提供借贷服务，为大学生的借贷提供一个安全的阀门，避免大学生贷无可贷的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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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大学生借贷的法律援助体系[11]，为有借贷需求的大学生提供咨询，同时为深陷“套路贷”、

“连环贷”等恶性贷款事件的学生提供法律援助，尽可能的减少大学生的生命财产损失。 

4.2. 借贷平台严格规范自身，达成与大学生互利共赢的行业标准 

1) 将借贷利息公开透明化[12]，借贷平台应明确标明借贷利息的计算方式，剔除所谓的服务费，账

户管理费及审核通过费用，对于借贷利息明码标价。 
2) 借贷平台应主动告知学生借贷中存在的风险[13]，不能唯利是图，将告知学生借贷风险当成自身

的义务，切实保障借贷平台的服务水平。 
3) 避免暴力催收事件的发生，借贷平台应培训自身员工，提升员工素养，倡导在打催收电话时从“恐

吓威胁”向“对法院提交诉讼”进行转型。 
4) 将部分借款利息转变为课程培训费用[14]，可以在借款平台上上架一些跟财务管理方面相关的课

程，在平台上贷款的学生可以用来学习知识，丰富自我，因为课程学习的费用已经通过部分利息支付完

成，所以学生无需再付款学习。这是借款平台与学生之间的一种互利共赢模式，借款平台不仅能够盈利，

还能够获得一些忠实的学生用户，而学生能够获得知识，提升自我，下次借款时会更倾向于这样的借款

平台。 

4.3. 学校应加强学生财务金融方面的教育 

1) 设立选修甚至是必修课程[15]，着重介绍“校园贷”的危害及远离“校园贷”的必要性，提高学

生对“校园贷”的警惕性，做到不参与，不宣传，不深陷其中。 
2) 定时对学生的财务状况进行详实有效的调查[16]，安排辅导员约谈财务状况出现问题的学生，纠

正学生不良的消费习惯，切实保证学生的学习生活质量。同时为了保证同学的隐私，辅导员可以自由选

择约谈的地点，切实保证学生的财务信息不外泄。 

4.4. 家长应加强与学生日常生活的沟通 

家长与学生深处异地时，应约定每月或每周进行固定的电话约谈，学生在家长身边时，家长应多次

跟学生进行聊天谈话，从而保证家长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有比较好的掌握和了解。对于出现财务问题的学

生，家长应对其进行疏导，督促其养成好的消费习惯[17]，保证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如果学生的情绪出

现极大的波动，应该耐心疏导，询问原因，避免避重就轻，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4.5. 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不盲目攀比，根据自己实际的消费能力量力而行，同时也要劝诫想要接触校园贷的同学[18]，实现同

学间的互帮互助。同时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不肆意挥霍父母给的生活费。体恤父母工作的辛劳以

及大学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不要因为一时冲动的消费欲望而深陷“校园贷”的深渊。 
实在需要借贷时，应该“货比三家”，选择还款利息低，还款压力小，以及费用利息公开透明的借

贷平台[19]。大学生应该加强自我约束的能力，一但出现还款期限到来而自己还不上款的现象，不要拆东

墙补西墙，这时一定要向父母坦白，并保证以后不在接触“校园贷”。 

5. 结语 

如今“校园贷”在大学生市场发展迅速，行业乱象由来已久，要想切实整顿“校园贷”市场，国家

必须尽快成立对于“校园贷”市场的监管部门，同时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大学生的根本利益。

借贷平台也不应该唯利是图，忽略在借贷过程中的风险，同时也应该注意提升平台自身，实现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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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家长都应该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协助其养成良好的财务管理能力，拒绝“放养式”的教育。学

生自己也要养成正确的消费理念，不盲目跟风攀比，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值

得庆幸的是，如今大型电商平台推出了提前消费的业务，如支付宝的花呗和备用金，京东的京东白条和

京东金条，他们利率较低，还款压力小，能够切实满足大学生超前消费的欲望并有效降低“校园贷”可

能带来的各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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