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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学生校园贷危害产生的因素及解决对策研究

赵煜柠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000

摘要：如今“校园贷”风靡全国各大高校，因其高利的诱惑让不少学生深陷其中，然而我国对于这一新兴金融

形态认识尚不到位，相关法律法规还十分不完善，因此给与不少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搭建许多非法“校园贷”平台，

向学生传播高利贷违法牟利，甚至产生“裸贷”等严重违法的产物，造成十分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探究“校园贷”

问题的产生原因，以及其规范化的举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探究了大学生“校园贷”危害产生的原因，并

提出了规范“校园贷”的具体解决对策，为完善社会征信体系、促进校园金融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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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园贷”及其存在问题概述
校园贷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分期购物平台。即

购物可以通过分期的形式支付，该类平台也提供一些小

额贷款服务；第二，P2P 贷款平台，这也是最为主流的

校园贷款形式，主要是通过助学、创业等名义，为学生

提供金融贷款服务；第三，信贷服务。该类贷款一般为

传统电商平台拓展的金融业务，拥有较好的服务能力和

稳定的偿还能力，例如“京东白条”“蚂蚁花呗”等。

“校园贷”的普及离不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随之

而来的也有诸多的问题。首先，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随

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而进一步完善，这给了诸多不法分

子可乘之机。例如在“校园贷”的放贷资格方面，相关

部门并没有给出一个严格的标准，因此出现了许多假借

“电子商务公司”的名义，来发放高利贷的不法公司；

其次，“校园贷”的征信体系十分不完善，并且缺乏监管，

各公司都拥有一套自己的征信体系，极易造成“校园贷”

市场混乱，学生多处借贷却无偿债能力，最终导致犯罪。

大部分“校园贷”如今已经演变为了高利贷的另一

种形式，多数“校园贷”平台涉嫌违法。这些平台不仅

通过设立高额利息牟利，还在平台内部违规设立多个消

费陷阱，强制收取用户不合理服务费用，并与客户强制

签订不平等协议，制定高额罚金、滞纳金、违约金等，

这些不合理费用远远高于贷款金额本身，欺压身为弱势

群体的大学生，是不折不扣的骗子公司。

2 “校园贷”危害产生的因素
2.1 “消费主义”下大学生奢侈消费行为的盛行

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谓令人惊叹，随之提高的还

有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的提高带来了

消费观念的变化，我国的国民消费开始更加追求满足个

人欲望与提高消费舒适度。消费主义的盛行带来了“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正风气，对三观仍处于构建

阶段的大学生产生了严重影响。部分大学生受自身周围

“消费主义”的影响，消费观念开始向“奢靡化”转变，

开始变得贪图享乐不思进取，通过高额消费彰显自己的

“价值”，逐渐沉沦于“高端化”“贵族化”的生活；

其次，部分商家会有意引导大学生群体相互攀比，造成

学生“攀比心态”的逐渐养成，具体表现为“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造成学生群体产生许多不必要消费与过度

消费，通过大量的消耗金钱来提高自己的“品味”，并

且越来越不注重内在的提升，而是通过完全的外部化条

件优化来彰显个人价值。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开始花

费巨资打扮自身，并通过所谓“高端消费”来达成自己

的社交目的。铺张浪费、讲排场好面子等不正风气正逐

渐在大学生群体中蔓延开来。

另外，“过度消费”现象的产生，部分学生的“自

卑性格”难辞其咎。这些学生因家庭环境或是成长环境

等影响，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心理，认为自己天生“低人

一等”。这些学生往往拥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总

是自觉他人轻视自己。极端性格与情绪往往会引发极端

行为，自卑性格的人群则会通过过度消费来掩盖自卑心

理，通过疯狂的消费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因此，越

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越容易被“自卑心理”与“消

费主义”所诱导，养成挥霍浪费的消费习惯和骄奢淫逸

的消费理念。正因此，大学校园成为了滋养非法“校园

贷”的温床，大量的学生依赖校园贷来满足自己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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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给予了违法“校园贷”发展的空间。

2.2 高压环境扭曲了大学生的心理认知

当前的教育体系之下，学校越发的重视升学率，而

高校则将就业率当成了衡量学校优秀与否的主要指标。

虽然“素质教育”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当前仍旧是以

应试教育为主，而这种“唯成绩论”的应试教育对青少

年学生的身心健康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目前大多数学

校都将成绩视为评价学生好坏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标准，

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唯“提升成绩”而马首是瞻，学生的

学校生活几乎全部围绕“成绩”而展开，而有关学生的

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以及道德水平的培训则被抛渚在外，

“全面素质”的培养成为空谈。应试教育所带来的危害

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是让学生的各项优势被压制甚至消

灭，更是压抑了学生的正常身心要求，过重的学业压力

让学生苦不堪言，极易产生各种不良与极端的情绪，然

而学校与家庭面对这样的情况经常不会重视，反而会变

本加厉的压制，这无异于火上浇油。部分学生会将巨大

的压力通过过度消费来进行释放，因此滋养了“校园贷”

罪恶的温床。

父母的“功利心理”也是“校园贷”问题的导火索

之一。“望子成龙”思想的引导下，父母为孩子安排了

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课外学业，而完全忽视了对孩子健康

心理与高尚精神品格的培养；另外，部分家庭过分的溺

爱也让孩子从小生活在呵护之中，缺乏对应对困境的心

态，这样在面对盲目借取“校园贷”而产生的后果时，

部分学生就会因为无法承受过重的心理压力而出现极端

行为，如轻生、犯罪等。

2.3 学校缺乏正确的思想教育

“素质教育”的缺失，让学校的人才培养偏向化与

极端化严重，未能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学校在思想

道德方面教育的缺失，让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严重的偏

差化发展，以“勤劳致富”为耻，认为“不劳而获”才

是正确的途径，在面对纸醉金迷的消费诱惑时，部分大

学生不会选择正当途径获取财富以满足欲望，而是通过

各种“歪门邪道”来获取金钱，非法“校园贷”正是其

中之一。而学生道德教育的缺失带来了学生道德水平的

低下，因此部分学生会通过出卖身体等“下三滥”的方

式来获取金钱，“裸贷”正是利用了学生道德素养低下

的漏洞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其次，各大高校对于“校园贷”未能建立起足够的

重视，缺乏必要的审查机制，对于校园内存在的各种贷

款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并不加以审查，任各类

校园贷机构使用学校内的公共场所进行宣讲，这样就给

了各种非法“校园贷”在校园内野蛮生长的空间。

3 “校园贷”问题的解决对策
3.1 建立健全“校园贷”相关法律体系

“校园贷”兴起的时间较短，拥有诸多新的特性，

例如服务对象新、扩张迅速、不可控因素多等，因此仅

仅依靠传统的金融法规来对其进行监管是十分不足的。

“校园贷”问题的产生，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作为一

种新兴的校园金融，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还未完善，没

有针对“校园贷”的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规范化制度，

因此诸多不法人士才会乘机而入，“钻了法律的漏洞”，

实行非法借贷行为。因此，首先要针对校园贷的特点，

修补现有法律体系，增添和补充适应校园金融和互联网

金融的法律条款，定时梳理相关法律条文，保证法律法

规的时效性；其次也应当针对校园贷建立统一的征信体

系，整合各个校园贷平台，通过记录校园贷征信流水、

严格控制学生借贷额度、记录平台人员个人真实信息等

举措，建立长期有效的校园贷监管体系，保证大学生谨

慎借款、积极还款。

3.2 做出正确的家庭环境引导

家庭教育在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方面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首先家长要以自身作表率，通过自身合理的

消费行为，向孩子传输正确的消费观念，培养其良好的

消费习惯；其次家长要重视与孩子进行心灵上的沟通，

不仅要在外部条件上提供充足的供给，更是要重视孩子

健康心态的培养，并且在沟通之中，也要适当的运用一

定的沟通技巧，让孩子充分理解和体会到父母对自己的

爱。相互平等与相互尊重的交流，能够有效培养孩子的

自信心理，避免极端性格与极端情绪的形成。

3.3 学校要培养学生养成正确的消费观念

引导大学生理性、正确地消费需要各高校、家庭、

个人三方主体的共同努力。从高校角度而言，应该从两

个方面入手。第一，日常接触学生最多的高校辅导员应

该密切关注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及消费心理，关口前移，

及时发现问题，疏导学生的心理。第二，学校应该培养

和提高大学生的理财能力。学生能否远离“校园贷”乱

象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一环，而根本出发点就是学生

应当具有基础的理财能力及相关的金融知识，学校应该

加大重视力度，可以开设一些金融讲座、课程等帮助学

生了解金融常识、信用卡的基本服务功能，还可以通过

学校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及时推送一些相

关的知识及案例新闻，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及守法

意识。

学校的学生教育的主力阵地，高校在培养大学生正

确消费观念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以辅导员为

主的教师群体应当主动的、全面的去了解学生的日常生

活及其消费，及时发现问题，并通过适当的沟通，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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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向积极正确的消费理念方向前进，及时止损，不给

各类非法“校园贷”可乘之机；其次学校也应当通过选

修课、公共课等形式，向学生灌输与宣扬正确的消费观

念，教授学生正确的理财方法，培养其理财能力，提升

学生的经济水平，引导其通过科学知识，主动拒绝“校

园贷”的诱惑；再次学校也应通过与校外企业合作等，

鼓励学生参与课外兼职与工作实习，让其体验到通过劳

动换取报酬的合理性，根源上遏制非法“校园贷”的产生。

“校园贷”本应是普惠金融发展的有力成果，却因

各种原因成为了罪恶的温床，因此面对校园贷困境，堵

不如疏，探究问题根源，合理规划与控制校园贷的有序

发展，才能够进一步放大校园贷的优势，断绝非法校园

贷的产生根源，让校园贷真正落到实处，为学生排忧解

难，为我国金融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做出更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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