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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互联网金融业呈现迅速发

展态势，各种网络贷款平台纷纷出现于网络媒体中，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大

量网络贷款平台逐步深入到大学校园，并对高校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产生深刻

影响。而随之带来的大学生网络贷款问题也愈发突出，引发社会关注。大学生

网络贷款问题如何进行有效防范，值得我们深思与研究。 

一、网络贷款概述 

网络贷款，简称“网贷”，是指借贷双方利用电子商务网络技术平台实现信息

对接，并完成交易、达成货币借贷目的的一种借贷模式。网络贷款为借贷的一

种方式，一切认证、记账、清算等流程均通过网络完成，事实上是“民间借贷”

的网络版。 

网络贷款最早产生于英国。作为一种新兴融资渠道，其基于电子商务理念而

兴起。网络贷款带来的是信贷理念和融资模式的新变化，相比传统贷款而言，

具有一定优势性。随着互联网渗透到当今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网络贷款正在

变革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借助互联网的优势下，人们可以足不出户的完

成贷款申请的各项步骤，包括了解贷款的申请条件、递交贷款申请、审查放款

等，都可以在互联网上高效、便利的完成。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网络贷款带来便利的同时，其背后潜在着一定

风险。这种风险性为网络贷款本身特性，表现在：一是网络交易的虚拟性，导

致无法认证借贷双方的资信状况，容易产生欺诈和欠款不还的经济纠纷；二是

网络贷款放贷人可能系未经国家批准的擅自从事信贷融资活动者，面临扰乱金

融管理秩序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三是网络贷款以网络平台为依托，存在

因为网络平台疏于自律，或内部控制程序失效，或被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监管漏

洞等情况下，可能出现非法集资、贷款诈骗等违法犯罪的情形。网络媒体多次

爆出因网络借贷引发的一系列恶性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这些事件是为网络贷



款带给大学生问题的典型案例。不难看出，大学生网络贷款实践中容易出现问

题，导致社会乱象发生，一定程度上是由网络贷款的风险性所决定的。 

二、高校大学生网络贷款的现状与特点 

在贷款消费领域，大学生市场一直都被众多消费金融、电商认为是块“肥肉”。

自 2014 年以来，以大学生为对象的各种网贷分期网站、平台（如趣分期、分期

乐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互联网，并以打着低息、免息、线上审核等不同的

旗号，在高校校园进行竞争性式的推广。由于受市场经济发展中不良观念的影

响，尤其是受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侵蚀，高校大学生随机消费、冲动消费、

超前消费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少大学生视网贷消费为一种校园时尚。据统计，

2015 年我国在校的大学生约为 3000 万，超过 8 成有资金短缺情况，潜在市场

规模达近千亿元。2014 年开学季，社交网站人人网对 2647 名大学生进行了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72.5%的受访者表示会在开学前后购买数码产品。其中，

68.1%的大学生表示愿意尝试分期付款购物。不难看出，网络贷款消费的优势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大学生当前消费的需求点，加上各种网贷平台竞争式的推广，

争抢市场“蛋糕”，许多高校大学生热衷参与到了网络贷款和分期购物中，人数数

量呈翻倍增长趋势。 

网络贷款作为一种新型融资、理财方式，其有自身的运作原理及模式，一般

而言，融资方通过网贷公司发起贷款需求，投资者以网贷公司为平台向融资方

投资并收取利息，网贷公司作为中介，居间收取佣金，而这些钱就是网络贷款

的利息。网贷利息存在，是由于网络贷款的融资方缺乏抵押物等原因，难以从

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因而被迫以较高的利息从网络渠道拆借资金，所以，

网络贷款的利息、利率普遍都很高，呈现出“高利贷”的特点。 

目前大学生网贷分期品牌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学生分期购物平台，旨在满足

大学生购物需求，主要有趣分期、任分期等；二是单纯的 P2P 贷款平台 （即

peer-to-peer，借贷双方利用中介机构推出的网络平台完成小额贷款交易的新型

金融业务），用于大学生助学和创业，包括校园贷、投投贷、名校贷等平台；



三是阿里、京东、苏宁、国美等传统电商平台。就实际而言，这些大学生网贷

分期品牌都号称贷息极低，但是实际上其年息都超过了 20%甚至达到 50%，远

远超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数倍以上，其中每个月还有百分之几不等的“服务费”，

在贷款逾期不还情况下，还存在以贷款金额的 1%到 8%不等的日违约金（罚息），

所以，大学生分期贷款就相当于“高利贷”。然而，网贷分期消费被推广时，利息

常常被忽悠成“服务费”、“手续费”之名，很多大学生被蒙蔽，根本看不到网贷分

期品牌背后的高成本、高利息的实质。 

三、高校大学生网络贷款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不可否认，网络贷款对于那些急需购买奢侈品却又经济能力不够的大学生来

说无疑是一种“福音”。然而，由于大学生普遍缺乏社会经验，以及受其他因素影

响，网络贷款导致了大学生的网贷行为中很容易出现诸多问题。 

（一）大学生网络贷款问题表现 

1.“深陷贷款泥潭”问题： 

高额贷款利息容易让大学生不明就里陷入泥潭。大学生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

来源，一旦出现无力还款，巨额的贷息、违约金（罚息）会让大学生无法承受。

“还款困难户”学生，除了求助家人帮助外，有的通过兼职打工，更有的则选择冒

险，“拆东墙补西墙”，另借一家平台弥补上一家的亏空，从而陷入“连环贷”陷阱，

在心理上背负沉重的还贷负担。在面对巨大心理负担下，有的学生则选择采取

自伤自残的方式予以应对，酿成悲剧。 

2.“被骗受害”问题： 

这是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隐蔽性，易被一些违法犯罪分子钻了空子，致使

大学生网贷中容易碰到骗局。主要表现形式有： 

（1）以好处费引诱大学生帮忙贷款。社会上一些人员在大学校园内以“给好

处费”为诱饵，让大学生以自己名义在“分期乐”“名校贷”等大学生网络贷款平台帮

助其贷款，事后给大学生几百元至数千元不等现金作为“好处费”，并承诺所有贷

款均由自己来还。可一但贷款成功，这些社会人员便人间蒸发。 



（2）冒用大学生身份贷款。不法分子先通过各种关系取得学生及家长信任

后，帮其成功办理大学生网贷，在获得大学生个人信息后，未经本人同意，继

续以该大学生名义多次办理贷款。大学生贷款。若被发现，就谎称贷款由本人

偿还，但随后销声匿迹，致使大学生巨债累累。 

（3）遭遇网上虚假贷款诈骗。不法分子在搜索引擎上大量散布虚假“大学生

贷款”相关信息，并承诺无需抵押，待大学生信以为真后，通过网络与其联系，

伪造虚假贷款合同，并要求大学生先缴纳数千元的保证金后才下款，待转账后，

继续以多种理由要求受害者向其转账，并拒绝下款，最终发现被骗。 

3.“引发违法犯罪”问题： 

“利滚利”是“高利贷”残酷剥夺借贷者私人财产的最为常见的方法和手段，大

学生网络贷款也是如此。相比银行催贷而言，大学生一旦不能及时偿还贷款，

贷款平台即会以各种“狠辣”手段催讨。由于网贷公司先期掌握学生详细的学校、

班级、家庭住址、父母老师电话，在学生无法按期还款的情况下，便会雇佣催

债公司上门索要、到学校闹事、威胁学生家长，甚至打恐吓电话、暴力、拘禁、

跟踪等犯罪手段进行催讨，搅得学生不得安生，引发一系列犯罪，从而对高校

大学生造成伤害。而贷款大学生在无力还贷又不敢告知家长的情况下，极易采

取虚构资料获取信用卡套现、大量举债拆东墙补西墙、盗窃等不当手段获取资

金，从而走向违法犯罪道路。 

（二）大学生网贷问题背后的原因分析 

1.主观方面原因： 

从主观原因方面而来讲，大学生群体的自身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网络

贷款中必然出现很多问题。首先，是大学生畸形的消费观念。当今，大学已不

再是过去“同穿校服”的年代了，面对逐渐增加的诱惑，不少大学生抱着攀比心态

而开始超前消费，进行超过自身承受能力的消费。网贷分期为其分忧解难，其

优势性无疑为他们的超前消费、奢侈消费、非正当消费等，打开方便之门。在

这种情况下，一些喜欢追逐时髦的大学生，在网贷购物中就容易放纵自己。其



次，是大学生对金融、理财业务缺乏了解。大学生对银行业务、金融知识了解

不够，理财能力不足，缺少对网贷分期的理性认识，易忽视网贷中高额利息的

危险，造成了大学生逾期还贷、无力还贷的困境和纠纷。最后，是大学生社会

经验不足。高校大学生一路从校园走来，缺乏社会经验和一些社会基本常识，

辨不清真伪，思想比较单纯，容易轻信他人，缺乏警惕性和自我防范能力而盲

目轻信网络贷款，使得大学生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行骗目标。 

2.客观方面原因： 

而就客观方面原因而言，大学生网贷平台管理不规范、政府监管漏洞、高校

管理疏忽等因素，也影响着大学生网贷问题的产生。具体而言：一是网络贷款

平台管理不规范。目前不少大学生网络贷款平台对于放贷的手续极为简单、随

意，放款后不会对贷款用途进行切实跟踪，只要大学生能够及时还款即可，没

有对大学生的消费进行合理、及时监管，甚至诱导大学生进行过度消费。二是

监管漏洞致使网贷平台乘虚而入。目前，人民银行、银行、市场监督等部门对

网贷平台的监督还存在漏洞，且打击力度不够，致使网贷平台快速发展，并紧

盯在校大学生这一潜在市场，千方百计把大学生拖下水。三是高校管理疏忽。

在大学生的法治素养、理财观念、消费观念等方面的教育管理上，有不少高等

院校尚未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教育体系和模式，致使大学生的法治教育、理

财教育等方面存在短板，影响了大学生在网贷活动中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以及

防范违法犯罪能力的培养。 

四、高校大学生网贷问题的防范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不可否认，网络贷款是一把“双刃剑”，既给临时资金短缺的

大学生带来了方便，又如形同撒向大学生的诱饵和鱼钩，使得他们“机会”与“陷

阱”并存。大学生网贷所带来的问题，不能仅靠大学生自我甄别和防备，也不能

单靠网贷平台、公司的行业规则约束，必须尽快通过学生本身、高校、政府、

社会等多方联动，通力协作，才能防范高校大学生网贷行为危险性的发生。 

（一）政府部门应加大对网络贷款的监督管理 



在政府的统一协调下，组织工商、公安、银监、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加

大对网络贷款公司、平台的监管力度，出台严格的行业审批及监管制度，严厉

打击高校校园内的非法网贷及“高利贷”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大力整治，彻查

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资产状况，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进行严惩。 

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督管理。对网上信息发布单位，应建立健全管理监督机

制，审查其实体的真实性，以防止虚假主体和广告违法行为的发生，力争从源

头上减少和杜绝一些虚假信息、钓鱼网站的广泛散发，全面净化网络安全土壤，

积极营造公平、文明、诚信的网贷交易平台，还要强化日常沟通联系机制，加

强与高校、工商、银监、网络服务等行业部门的相互联系和配合，形成有效的

监管和打击合力，加大检查和查处力度，对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虚假宣传、降

低贷款门槛、隐瞒实际资费标准、诱导学生过度消费、设置“高利贷”陷阱等行为

严惩不贷，对侵害师生人身财产安全、严重危害正常教学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

严肃查处。要深入高校积极开展防骗宣传工作，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短信、法

制授课等形式，进行预警宣传，提高广大学生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降

低大学生受骗的可能。 

目前，相关部门和机构已针对此类情况下发的部分文件如下： 

1.《教育部办公厅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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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思政厅〔2016〕15 号） 

2.中国银监会等三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银

监发〔2017〕26 号） 

3.《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校园不良网贷风险警示教育及相关工作的通知》

（教思政厅函〔2018〕24 号） 

（二）高校应完善对大学生的教育管理内容 

针对大学生网贷问题，从高校角度，高校有关部门、高校思政工作者应重点

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完善教育管理内容。 

1.加强校风建设，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一所学校的良好校风既包括师德师风，也包括学生的学风、生活作风。而学

生的消费状况也是学生生活作风的一种体现。因此，高校在学生中要大力倡导

积极、健康、进步的生活态度，消除攀比心理，教育大学生健康消费、合理消

费，从而从源头遏制借贷高消费及“高利贷”现象的发生。而对于思政工作者来说，

作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高校辅导员应当密切关注大学生的消

费行为，可以通过校园 BBS、QQ 空间、微信群、微博等多种媒介，关心他们

的消费心理，及时发现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倡导学生合理、理性消费，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2.加强大学生金融知识教育，提升大学生理财能力： 

高校有关部门要加强大学生金融知识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金融衍生

品，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理性、健康的理财观念。同时，加强大学生理财能力

的提升。理财能力对于大学生至关重要，它是保证大学生在将来激烈的社会中

独立生存必备的一种素质。因此，高校应通过邀请银行业务员开展讲座等形式，

帮助学生了解金融常识、ATM 机和信用卡的基本服务功能，指导学生打理和规

划自己的钱财，尝试节省那些不必要的开支，学会节流。 

3.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教育： 

高校要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提高大学生资金安全意识，防止大学生财物被

盗、电信诈骗、网贷诈骗事件的发生。有关部门应通过印发宣传资料、法制授

课教育及利用校园微信群、校园网等载体，全面加强防范宣传力度，提高大学

生的自我防范能力。同时，还要做好大学生犯罪预防工作，杜绝大学生参与赌

博、高利贷、冒用他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大学生应加强自我教育，正确面对网贷行为 

作为当代大学生，在思考如何面对网络贷款时，应该对各种在法律允许范围

内的金融工具创新与实践要保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理性看待这些互联网

金融工具对自身消费行为的正负面影响。在选择互联网金融工具时，应当具备

成熟、正确的消费理念及科学的理财能力，合理规划自己的消费和理财，坚持



适度消费，坚决避免赶时髦、要面子而不合理的超前消费及理财。同时，在此

过程中应注重对自身正当利益的维护，增强风险意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与

责任意识。这就要求大学生应注重加强自我教育，具体而言，大学生自身要不

断积累消费经验，增强消费的合理性；要学习消费知识，并积极参加学校、社

会举办的各种有关消费方面的活动，提高自身理财能力；要主动学习有关消费、

理财、投资、金融、合同、刑事、社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增强自身的法律素

养，提高维权意识，等等。 

（四）家庭应切实发挥为大学生子女保驾护航的作用 

一方面，要培养子女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家庭对大学生消费观的养成有着

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消费模式在无形中会被子女

所效仿。因此，为防止子女出现网贷高消费问题，父母要秉持健康理性的消费

观和勤俭持家的良好习惯，给子女树立良好榜样，并及早帮助子女养成良好的

理财、消费习惯。另一方面，要肩负好子女远离校园网贷的监护职责。当前，

大学生很多都是远离家乡求学，作为学生的监护人，父母就要在子女的学习、

生活上更加多一些关心和关注，增进交流，把握好子女学习、生活的近况和思

想动态，在校园网贷可能存在隐患方面上增加有针对性的教育和要求。另外，

如果发现自己子女出现“贷款被骗”、“深陷贷款泥潭”的现象，应通过修复弥补、

求助社会、心理辅导等方式，帮助子女积极应对解决，不可采取责备、惩罚、

殴打、威胁、暴力等极端方式再次伤害子女。因此，家庭作为大学生子女的港

湾，应时刻肩负起培育功能，切实发挥保驾护航作用，与政府、高校、子女本

人共同一起加油添力，确保大学生远离校园网贷危险，维护大学生子女的身心

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