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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国内对网络诈骗关注度很高，特别是高校，有关数据显示，每年诈骗案例达 70多万件，诈骗金额高达 22亿元，据统计，国内对于诈

骗手段、预防调查的研究较多，而对于高校大学生诈骗心理研究很少，本文采用走访调研的方法，了解校园内网络消费现象，分析受害人心理变化，

以期为高校校园贷现象提出防范措施和引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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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及拟解决问题 
自 2009 年以来，校园网贷频频引发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校

园裸贷，严重侵犯了在校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伤害了学生的身心
健康成长以及他们的家庭，乃至把一些裸贷学生逼向了轻生或违
法犯罪的境地，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担忧[1]。因此，防范校园
网贷风险，保障在校大学生合法权益，规范校园网贷必须对症下
药。加之电子商务、移动互联技术、智能手机的普及推进了校园
贷的发展，以大学生为贷款对象的校园贷业务在全国范围内得到
迅速扩张。 

鉴于此，结合一系列校园贷的案例，分析校园贷这一信贷模
式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的一系列危害事件的成因，针对校园贷的
风险和防范，提出相应的教育引导机制，从根源上探讨不良校园
网贷这一棘手问题。 

二、校园贷现状分析 
（一）相关制度欠缺 
目前国内对网络诈骗关注度很高，对待网络诈骗的治理日趋

严格，而国外对于网络诈骗的研究比我国更加的深入，也更加完
善。一些国家建立了对于网络诈骗完善的制度,如俄罗斯，单单是
网络诈骗就有20余部法律。目前我国还需加强对网络诈骗的研
究，吸取国外优秀的治理经验，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法规。
据调查，当发生违约不还款时，放贷人以公开裸照和与借款人父
母联系的手段作为要挑借款人还款，贷款学生就会接到催款短信
和电话的狂轰滥炸，“暴力催款”触碰法律警戒线[2]。 

（二）面向范围广，审核不严，借贷风险较大 
国内的校园贷平台将全国的大学生都视为它们的目标群体，

这也为较高的借贷风险理下了隐患[3]。从一些网站、APP、视频中
我们常常可以发现面向大学生的信贷业务层出不穷，经过比较我
们不难发现，这些小而广的信贷公司所推出来的信贷业务往往目
标群体明确，受监管的力度不严，审核普遍比较随意等特点，这
就给当今大学生群体，给朝气热血的青年群体带来较大的安全风
险。 

（三）收费不透明，成为变相高利贷 
大多数平台通常用等额本息还款方法计算应还金额，这方法

看似普通，但在计算每月应还账款时本金却始终没有减少，按照
这样的方法倒推利率，会发现月利率和年利率都远高于广告中打
出的数字，从而蒙蔽大学生，给它们造成一个利率较低的假象，
间接蛊惑大学生参与校园贷，在当今社会诱惑众多的时代，往往
很多大学生存在侥幸心理，同时又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以为自
己还得起贷款，结果往往天差地别，很多受害大学生越陷越深，
纠缠在信贷业务之中，为高额的利率和翻倍的本息一蹶不振，无
法静下心来学习。 

三、预防建议、措施 
（1）学生筑起心中的防线 

学生本人应提高认识，避免个人信息泄露，自觉杜绝网络不
良消费，同时大学生也应当主动去了解校园贷，认清校园贷真面
目，提高自己的警惕性和积累辨识诈骗行为的经验。当遭受诈骗
后，应第一时间告知老师和父母，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求助，尽可
能地追回损失和打击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应保持警惕之心，筑起心中的防线，提防诈骗分子。 

（2）学校加强宣传 
学校是学生学习生活的场所，在宣传防诈骗方面具有直接作

用。经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现，同学们普遍希望学校可以定期开
展有关防诈骗的专题讲座，邀请相关专家，经验丰富的老师，以
专题班会、趣味活动、第二课堂等形式积极组织知识普及。同时
还应强化班委的作用，设置班级心理委员制度，完善心理站职能，
方便同学们预约心理辅导，帮助同学们在心中筑起防诈骗的防
线。 

（3）社会筑起防范墙 
网络是诈骗分子的藏身之处，国家机关应当加强监管，阻断

诈骗分子利益输送的渠道，打击侵犯、盗窃公民个人信息的不法
行为[4]。同时银行机构和政府部门组建联合办公室共同打击诈骗
行为，通信运营商也应积极升级系统，填补漏洞，杜绝诈骗分子
窃取公民信息和利用网络诈骗的行为。国家法制部门应当完善法
制，对于诈骗行为从严处理，并且社会应当大力宣传防诈骗的知
识[5]。 

四、思考与展望 
在大学校园，许多学生是离开家乡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求学，

这样就导致父母无法时时了解到学生的情况，教育的重担就落在
了学校的肩膀上，因此，加强校园贷的教育引导机制是非常有必
要的。作为高校学生首先应当严于利己，摆正消费观念，杜绝校
园贷款现象；作为高校管理者应加强宣传，通过线上线下普及网
络消费知识，营造安全环境，同时及时关注受害学生，帮助他们
走出困境。 

本文通过调研走访统计分析，为当代大学生防范网络诈骗，
提高对网络诈骗的认识提供借鉴，同时为大学生在遭受网络诈骗
时，避免遭受损失提供措施建议，以期为有关部门或机构开展防
诈骗宣传时提供借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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