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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全国大学
生信用认知调研报告》显示，大学生为了弥补资金短缺，有8.
77% 的比例会通过网络信贷获取资金。且通过百度搜索“校园
贷”这一关键词，我们发现有12,300,000 个相关结果，其中
大部分都是关于“大学生借校园贷欠下巨额自杀”、“校园贷
陷阱”、“女大学生落入裸贷陷阱”等之类的负面消息。但为
何还是有许多大学生网络借贷？

1  95后大学生校园贷问题分析
1.1不合理的消费动机
1.1.1 超前消费观。随着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校园生活

的丰富多彩以及信贷消费的便利，讲究品牌、潮流已成为95 后
大学生的一种趋势。面对琳琅满目的消费品和流量明星效应，
95 后大学生往往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忧患及风险意识，当口袋
里的生活费不足以为欲望埋单时，借钱的想法自然萌生。再加
之网络信贷的便利，进而促进了超前消费行为的实现。

1.1.2 攀比炫耀心理。在信息化、大数据的时代，95 后大
学生每天充斥在快消文化背景中，往往极易出现“人无我有，
人有我也要有，人有我特”的心理状态，为了融进同学朋友
圈，获得认同感，并能突显出自己的特别，在这种攀比的心理
驱动下，不惜脱离自身消费水平进行借贷消费。

1.1.3从众心理。95后大学生的从众心理主要受到身边参照
群体因素的影响，个体在群体中无时无刻不受到群体的影响，
群体可使成员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并自觉地接受集体规范和要
求行动，避免偏离群体产生压力。1因此大学生在日常消费购物
的时候，往往出于做出符合群体规范的考虑而易受广告和他人示
范的影响进行购买。

1.2淡薄的金融和法律知识
大学生由于专业的限制，往往对于金融和法律知识的获得十

分局限。在面对包装的无懈可击的校园贷广告往往也容易迷失自
己。只关注日均利息的数额，殊不知年利率之高，据调查部分借
贷平台的年利率高达35%。同时对于网贷平台借款所提交的材料和
合约，也不会仔细核对条款，对于其中涉及到违约情况的法律条
款也是一知半解。

1.3社会因素影响
创业和旅游近年来成为大学生中最热门的两件事情。部分大

学生被一些成功创业经历吸引，怀着满腔热血，立志大干一场。然
而，面对初始阶段资金短缺时，网络信贷抛出的橄榄枝时，便一
头扎进去，殊不知要创业也要实干。其次旅游之风横扫各个领域，
大部分时候国外出境游比国内还要便宜，对95后大学生充满诱惑
力，去没去过海外、有没有一件奢饰品成为时下95后大学生的交
友标准，甚至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和价值观，从而形成大
学生网络信贷的动机。

2  加强大学生校园贷管理建议
2.1 学校联动，监管防控
首先利用学校两微一端宣传平台，及时在微博微信客户端以

及抖音发布学生喜闻乐见的金融知识和防诈骗小贴士；其次利用
好寝室这一阵地，在寝室楼公告栏张贴信息报、发放金融知识小

校园贷事件背景下对95后大学生管理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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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网络信贷充斥在各个角落，大学校园也不可避免。在网络信贷蓬勃发展的同时，悲剧也不可避免
的发生，通过围绕目前校园贷现象，分析95后大学生消费动机，并对在高校思政工作中学生管理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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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电梯间投放相应视频；同时开展与银行金融机构、律师
事务所、公安的合作，在学校范围内举办大中小型讲座以及相
关课程，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第三加强后台数据监管，对于
学生异常消费情况，比如快递数量激增，饭卡使用情况锐减等
形成大数据比对，防微杜渐。

2.2辅导员、班委、寝室长联动，建立树枝型监管机制
第一时间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是思政工作的核心，全过程实

时关注学生动态，及时给予学生帮助和疏导，采用树枝型闭环监
管机制将不良校园贷扼杀在摇篮中。一是形成班委、寝室长一对
多，层层分级，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实现信息互通，将异常情况
适时反馈给辅导员。二是辅导员及时找学生谈心谈话了解情况，
并指导班委、寝室长科学合理开展工作。第三辅导员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间找到相应学生进行谈心谈话，引导帮助学生树立合理的
消费观。

2.3精细化日常管理，引导思想
通过问卷调查、寝室走访摸查等形式将校园贷学生建立数据

库，重点关注借贷平台是什么，欠款金额多少，家长是否知晓等；
在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谈心谈话时，不带批评态度，站在帮助学
生的角度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贷主
题班会，将真实案例融入，或与金融机构、监管机构等开展宣讲、
知识竞答、抖音短视频比赛等形式进行普知教育，引导学生树立
理性的消费观，学会自我管理。

2.4家校联动，防微杜渐
大学生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来自父母，因此适时和学生家长保

持联系，公布在校大学生的平均消费水平，让家长科学合理的分
配给学生生活费用，在家庭层面引导学生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
防微杜渐。

当代95后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独特的消费群体，他们对于新概
念的接受能力强。在互联网金融浪潮下，积极引导大学正确消费
观的形成以及金融、网络安全、法律意识的增强，将更好的促其
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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