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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 + 金融”模式的校园网络贷款（简称“校园贷”）

主要是通过网络平台（如：P2P、分期购物平台、传统电商平
台等）或APP 的形式，提供分期付款购买产品或直接提现用于
消费等形式的贷款。校园贷获取资金方式简单便捷，再加上

“9 5 后”、“0 0 后”大学生疏于理性思考，因而迅速在大学
生群体中打开市场，而且发展迅猛，不同类型的校园贷利息高
且均需按时还款，若还款不及时则会产生更高的违约金及利息。

“9 5 后”、“0 0 后”大学生生长在网络较为发达的时代，
更喜欢与网络为伴，缺少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校园贷倡导提
前消费，而大学生在没有经济来源、社会经验及理性思考的情
况下便出现了通过校园贷提前预支消费的现象，若学生不能及时
还款，便出现利滚利、利息变本金的情况。

目前一批校园网络贷平台已呈现出规模化、迅速化发展[1]，
校园贷金额从几百元到百万元不等，利滚利的高息模式使大学生
还没来得及有所意识已呈现出无力偿还的态势，直至出现事态无
法控制的时候才被迫告诉家长、老师。校园贷已让部分大学生出
现自杀、暴力讨债、隐私泄露等现象，给学生个人、家庭、学校
及社会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与影响。

2  校园贷特点及现状
2.1 流程简单、受欢迎程度高
校园网络贷款的审批流程简单，学生只需要提交姓名、身份

证号码、手机号验证码、家庭住址、学校及专业等基本信息即可
完成贷款，少则几分钟，多则半小时即可获得相应的贷款金额，正
是由于审批流程简单、时效快等因素，因而校园网络贷广受部分
学生的欢迎。

2.2利息高、后期潜在影响大
校园网络贷的利息高，一方面极大的利息会造成学生心理压

力骤增、学生成绩下降等现象，引发后续一系列连锁贷款从而给
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若不能及时还款会对学生形成征信
不良记录，对学生工作后信用卡、贷款购房等产生较大影响。

2.3信息安全存在隐患
学生享受了互联网金融贷款所带来的便捷，却未了解金融平

台的相关条款规定及其隐藏的潜在风险。校园网络贷不严格的审
批程序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生信息的泄露，学生信息存在安全
隐患，部分网络贷平台存在出售学生信息的情况。

2.4隐蔽性强、发展不规范
校园贷在学生中的隐蔽性极强，只要学生不说，未出现催债

及危机，学校及家庭很难发现的，这给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另外，由于校园网络贷目前还未针对性
形成完善的法律法规，因此高校贷的发展缺乏监管、极不规范，不
受任何法律、法规的保护。

3  校园贷对策分析
3.1提高学生防范意识
大学生应该充分意识到校园网络贷的本质及危害，能对各种

类型校园网络贷进行正确判断及安全隐患防御，同时应形成正确
的消费观念，消除不良消费意识及攀比心理[2]。若学生在校园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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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贷款后无法按时偿还会影响其个人征信记录，影响学生以后
的信用卡办理、贷款购房等金融服务，因此要给学生讲清楚利害
及影响，引导学生提高校园贷防范意识。辅导员及班主任应借助
多媒体平台、主题班会等线上与线下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提高学生
辨别校园贷安全隐患能力，引导学生做到对教师和家长坦诚，若
真发生校园贷一定要及时告诉老师和家长，通过家校联合减轻学
生的压力与心理负担，避免不良事件的发生。

3.2学校及院系做好安全教育及引导
辅导员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不过度盲目消费，

同时应家校结合提倡朴素节俭的生活方式，家长对孩子的爱不仅
体现在物质的满足，更应该给予孩子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掌握
孩子每个月的生活消费情况，杜绝出现不正当消费，规范学生的
消费理念[3]。高校老师应借助新媒体平台通过班级、院系微信
公众号等线上平台进行校园网络贷专题、金融知识专题推送，另
外通过专题知识讲座及主题班会进行线下教育，使同学们能对校
园网络贷有充分的认识，提高在校大学生对高校贷的识别能力和
自我约束能力。

3.3建立健全校园网络安全管理架构及防御体系
高校应充分重视大学生校园网络贷问题，建立合理的高校预

警机制并制定相应的条例与工作办法，提高在校大学生网络意识
与行为的安全水平；同时建立健全校园网络安全管理架构及校园
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实现高校校园网络安全智能化管理[4]。

3.4落实贫困生帮扶政策，关注贫困学生收入
通过对校园贷信息分析发现，贫困学生所占比例较高，因此

高校应进一步完善资助工作，应帮助贫困大学生提供多种收入途
径，要采取多种措施如通过给贫困大学生助学金或设立勤工助学
岗、校企合作实习岗等岗位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更多的
收入。另外，高校应特别注意有创业意向的同学，引导学生关注
国家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避免因创业资金压力而出现校园贷的
现象。

4  结语
校园贷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多种因素的作用结果。

学生、家庭、学校需共同努力，对学生做好校园网络贷的安全防
范意识及正确引导；另外，社会相关部门应继续加大对网络贷等
相关平台的监督和监管力度，同时出台相关的校园网络贷、规范
金融平台的法律法规以全力保障学生的金融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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