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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贷”教育引导机制探析 

许莉芬  栗长吉  王金金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昆明） 

摘要：近几年来，互联网金融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而迅速发展，“校园贷”在此条件下应运而生。一些大学生因缺乏社

会生活经验，风险防范意识及理财能力较差，虚荣心强，存在攀比心理，缺乏自控能力而造成过度消费，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大学生

的这种心理诱使其深陷其中。本课题旨在研究“校园贷”的教育引导机制，帮助大学生正确识别“校园贷”的风险性及其中存在的

陷阱，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理性消费；引导学生纠正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及从众消费等不当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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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贷”的发展现状 
自第一家互联网校园借贷平台于 2013 年 7 月出现以来，许多

互联网金融人士看到了商机，开始将目标转向校园，校园贷从此开

启了疯狂生长之路，与此同时，变相高利贷、暴力催收、虚假宣传

等乱象也越演越烈。“校园贷”悲剧的不断发生，引起了中央、地

方省市各级部门的重视，各金融监管机构陆续出台了规范校园贷的

政策。2016 年 8 月 24 日，银监会提出用“停、移、整、教、引”

五字方针，来整改校园贷问题。2017 年 6 月 28 日，银监会、教育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

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未经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禁止提

供校园贷服务；且现阶段一律暂停网贷机构开展校园贷业务，对于

存量业务要制定整改计划，明确退出时间表。尽管如此，依然还有

许多网贷平台对大学生进行诱惑，“校园贷”依然以各种隐蔽的形

式出现在大学校园。 

二、“校园贷”存在的风险 
（一）利率过高，学生无力偿还 

大多数贷款平台或分期购物平台的名义年利率未超过国家规

定的标准，但实际上一些“校园贷”平台除了收取贷款利息外，还

以各种形式收取手续费，另外在大学生逾期还款时，又会要求按照

贷款总金额的的一定比例多偿还贷款，逾期次数越多，就会利滚利，

金额越大学生越是无力偿还，如此反复恶性循环。总的算下来，年

贷款利率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比例。 

（二）暴力催收现象层出不穷 

根据法律规定，如借款人无力偿还借款，贷款人应通过法律手

段追回贷款，不得采取不正当的方式催款。但很多网贷平台的贷款

年利率远远超过法律规定，超过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因此这些

平台会采取一些违法的手段暴力追偿贷款。有的网贷平台在发放贷

款时要求获取大学生的通讯录，在大学生贷款逾期后通过电话、短

信骚扰其父母、老师、朋友，还会通过威胁、恐吓、发裸照等各种

非法手段催收贷款，如将包括学生及其家人信息的“催收函”贴到

大学生宿舍楼下。 

（三）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危害校园安全 

“校园贷”会滋生大学生肆意挥霍的恶习。大学生向“校园贷”

平台获取资金，容易引起炫富、攀比等行为，还可能会染上赌博、

酗酒等不良恶习，一旦成谜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会使得大学生无心

学习。一旦无法还款，便会出现为躲债而逃课、辍学甚至自杀的现

象。若无法及时归还贷款，放贷人会不择手段向学生讨债，如采取

恐吓、威胁殴打、学生，甚至对其父母进行暴力讨债，这不仅对学

生的人身安全和校园秩序造成重大危害，还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有的学生可能会为了还债，被“校园贷”平台利用，骗更多学生参

与校园贷，或者骗取他人信息再次贷款，危害校园安全。 

三、大学生参与“校园贷”的原因 
（一）大学生自制力较差，防范意识弱 

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大学生进入到大学后，没有父母在身边，

防范意识弱，缺乏理财意识，对钱财规划能力弱，自制力差，容易

受到诱惑。许多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网购等，他们迫切的需要

钱满足自己高消费。“校园贷”平台为他们提供了贷款的机会，表

面上利息低、放款快的“校园贷”深受这些学生青睐。校园贷平台

会通过招聘学生做兼职的的方式，招聘学生做为校园代理。这些学

生为了提高业绩并拿到高额的回扣，会利用同学的信任采用各种方

式对同学进行贷款宣传，甚至会采用非法的手段获取同学的信息，

将这些信息提供给外部需要贷款人以获取贷款，许多大学生就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网贷公司的债务人。大一新生的防范意识较差，

一些校园代理会利用这一弱点进行骗贷。 

（二）不健康的消费心理 

大学生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没有了父母的约束，绝大多数

人除了父母给的生活费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为了融入新的大学环境

很容易受身边同学的影响。家庭背景各不相同的学生比比皆是，经

济条件好的看着光鲜亮丽，一些好面子的同学即使条件稍差一些但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便会选择“校园贷”来购买超过自己经济

实力的消费品。各种高科技电子产品、时尚的美妆物品，都容易让

大学生心动，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大学生来说，“校园贷”是他们

满足欲望最快捷方式，即使知道自己经济实力不允许，但看到周围

的同学购买，自己也忍不住去购买。因此，“校园贷”的形成，与

学生不理想、不健康的消费观念密切相关，被“校园贷”套牢的学

生群体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攀比心理、虚荣心、享乐主义和盲目跟风。 

（三）“校园贷”平台的虚假宣传 

许多不良网贷平台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息，放宽贷款条件，利用

虚假宣传来吸引大学生贷款。学生办理贷款只需出示自己的身份证

和学生证即可，经过网络审核后，网上签约就可以放款，手续及其

简单。甚至有的平台无需学生自己办理，身份证复印件就能作为贷

款的依据，这就造成许多学生被贷款情况的发生。一些诱导性的广

告的发布，如“零抵押零担保”、“只需提供学生证即可贷款”、“三

分钟放款”、“超低利息”等，使得部分大学生自认为事情比较简单，

从而陷入贷款的漩涡，不得脱身。还有的网贷平台为了获取暴利，

采取“套路贷”，设置还款障碍，在还款日到了，还款时总是还不

进去，一旦逾期，向大学生收取极高的逾期罚款，利滚利，实际偿

还金额高出本金几十甚至上百倍，致使大学生贷款越还越多。 

（四）学校教育、监管不到位 

对于防止学生参与“校园贷”，学校的教育主要是通过谈心谈

话、主题班会等形式向学生传达“校园贷”的危害，教育方式单一，

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在安全教育方面，重视学生个人人身安全

方面教育，忽视了在个人信用和金融知识方面的教育。在信息技术

高速发展的今天，个人信用会影响到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但

高校在信用安全、金融知识及法律知识的普及方面教育不足。传统

的安全教育一般侧重于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生活安全方面，

缺乏对学生信用安全的教育。除了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其他专

业的学生未开设金融知识相关课程，但金融信用安全教育可以让学

生学到基本的金融信用安全知识，还能够尽量避免学生陷入网贷陷

阱，同时还是学校培养人才的基本保证。 在高校的许多角落都能

看到各种“校园贷”的广告，但无人制止，增加了学生陷入“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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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的风险。 

四、构建“校园贷”教育引导机制 
（一）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作为父母，除了给子女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外，在日常

教育中，应教育子女理性消费。作为父母，自身要树立适度消费的

观念，以自身的言行教育、引导子女，潜移默化，让子女树立理性

消费的观念；另外，父母应让子女了解家庭的经济情况，从而理解

父母在开销上的节省及限制，帮助子女克服攀比心理，树立良好的

理财观念；同时，还要使子女认识到，自己还没有通过劳动为社会

和家庭创造财富，衣、食、住、行和接受教育都要靠父母和国家承

担，所以不应在生活消费上提出过高的要求。子女离开父母进入大

学后，应多与子女交流，跟学校老师多沟通，了解子女在校的情况，

在能力范围内，支持子女的合理消费 。  

（二）学校健全教育防范机制 

1.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利用互联网信

息技术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堂上，多

以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作为案例进行讲解，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强调攀比、享乐等心态的不利影响，

以及“校园贷”带来的不利后果，弘扬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传统

美德，拒绝攀比从众的心态，拒绝用父母辛勤的劳动成果购买奢饰

品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社会正能量。 

2.加强金融知识、信用安全及法制教育 

高校可以在日常思想教育中增加入法律知识教育，以此强化大

学生法律道德意识，增强大学生对各网贷平台校园贷合法性的辨别

力，以免陷入非法校园贷的陷阱。通过形式多样的“金融法律知识”

主体教育活动，帮助大学生养成从法律的角度看问题的习惯，让大

学生知晓在贷款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时，学会利用法律保护自己，而不是选择忍气吞声。另外还可以通

过成立社团的方式，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其中，对校园贷的风险及防

控方式向广大大学生普及；还可以通过校园贷模拟软件的形式，使

得大学生更直观的了解非法校园贷平台的高利贷模式以及还款的

风险，提醒大学生理性消费。 

通过各种手段宣传教育，让学生能认识到高利贷属于违法行

为、个人信用会影响到以后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一时的失信可

能造成购房购车无法贷款、找工作受到歧视等重大损失，对形形色

色的校园贷是否合法具有基本的判断能力，以免误入非法校园贷的

陷阱，在个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

自己。 

3.充分发挥辅导员、学生干部的作用 

作为学生教育一线的工作人员 ，辅导员是与学生联系最为密

切的教师。辅导员应充分利用工作优势，时刻关注学生的动态 ，

向学生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和法律常识，提高警惕切勿参与非法“校

园贷”，如发现有学生参与“校园贷”的情况要及时为学生提供帮

助。另外，辅导员应密切与学生干部以和学生家长联系，便于随时

掌握所带学生的思想近动态。学生干部本就是学生的一部分，与其

他学生学习、生活在一起，对学生的思想动态最为了解。辅导员可

以充分利用学生干部这个群体，观察了学生思想状况，并通过学生

干部向学生宣传警惕不法“校园贷”。一旦发现学生中发生异常情

况，学生干部可以及时向辅导员反映，辅导员能及时跟异常学生沟

通，上报学校并联系家长协同处理，争取将问题控制在萌芽专题，

如有恶性校园贷事件发生，防止事态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保护

学生人身安全。 

（三）社会宣传教育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发展较快，大学生除了日常与人交流外，主

要通过手机、网络等媒介接受外界信息。为增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 

防范不法平台的“校园贷”等非法侵害，媒体可以通过报纸、新闻、 

电视、网络、手机短信推送等媒介手段宣传金融安全知识，提醒大

学生切勿随意泄露个人信息，务必谨慎对待“校园贷”；还可以公

益广告、微视频等新媒体传递社会正能量，呼吁大学生勿盲目攀比，

树立理性消费的观念。 

结语  
作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产物，“校园贷”的出现体现了社会的

进步，为大学生生活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性，也为大学生解决迫切资

金需求提供了一条渠道。但近几年因非法“校园贷”发生的恶性事

件引起的不良影响层出不穷，让我们看到了“校园贷”的弊端。为

有效地扼制不良校园网贷的发展，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本文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建立大学生“校园贷”教育引

导机制。全社会必须重视校园贷的管理，应齐心协力，共同引导，

建立合法 、健康的校园贷款渠道和平台，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

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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