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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课程具有法律课程应用性、实践性强的
特点，对于互联网金融专业的学生来讲，重在法律法规知识的
基本运用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门课程不仅要传授
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更重要的是培养和训练学生具
备未来互联网金融从业者的基本法律素养。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
课程包括消费者保护、互联网支付、P2P 网络借贷、众筹、基
金营销、互联网保险、其他业态等相关法律法规，七大版块均
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部分版块结合情景模拟角色扮演法。

1  案例与问题设计
《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课程属于互联网金融专业的后期专

业课程，以作者本校情况为例，入学第三学期即开始学习本课
程。本专业学生入口高考成绩较好，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文
化素养，这为案例教学的实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1挑选真实案例。教师根据教学模块挑选真实的案例开展本
课程。2012年被称为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元年，发展至今市面上推出
了各式各样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比如支付平台、P2P、股权众筹、数
字货币、互联网银行等等。掀起了P2P、股权众筹等普惠金融的狂
潮，繁华褪去，这些新兴的投资狂潮在一波一波的平台暴雷中散去。
出现了像易租宝等恶性金融诈骗案件，涉及面、投资人群全国最大。

1.2找到对应知识点。以P2P典型暴雷案件为例，首先找到
对应的知识点：复习什么是P2P、它的发源、种类、现实操作；其
次，国家对P2P的监管政策及其主要内容；最后，金融本质是什么，
如何有效识别并防止类似的骗局出现。重新梳理金融投融资的本
质，互联网金融形式层出不穷，但是并未改变金融的投融资的本质。

1.3难度不能过高。案例问题的难易程度直接决定了学生参
与的积极性，互联网金融专业非法律专业学习本课程主要目标是
知晓基本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知识。比如互联网金融P2P的基本
红线、入行门槛及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主要部门与监管内容。虽然
P2P已成过去时，但此类失败案例的分析可以让学生了解互联网金
融的运行逻辑、政府监管部门管理要求及基本内容。将来如果出
现更新形式的互联网金融能识别真伪及其可行性。

2  教学实施
案例问题教学分为三个阶段：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

问题，在每个阶段设置不同的任务及目标。
2.1提出问题。首先，将学生按照5-6人进行分组并随机设

置一位组长及程序记录员，小组分工。然后，教师展示真实案例
及主要任务和目标。最后，各小组在共享记录文档上呈现小组发
现的问题，此处主要作为教师查看各小组进度，及时发现需要支
持的小组。此阶段控制在10-15 分钟。

2.2分析问题。请各小组结合案例利用网络进行相关法律法
规的查阅，并进行讨论。小组在网络共享文档记录本组的解决方
案及疑惑点。教师关注各小组讨论进程及方向，形成小组竞赛的
状态；此过程中，教师不解答学生的疑问只可引导思考。本阶段
控制在20 分钟左右。

2.3 解决问题。每小组选派1-2 人上台陈述总结，最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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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形式分享本小组的解决方案及疑惑点、展示讨论成果。教师
此时可将共享文档投屏，各小组相互吸收彼此的精华，拓展思路。
上台陈述可分为三个阶段：陈述小组基本观点及疑惑点、其他小组
对本组的观点进行提问、本组组员回答。可让学生小组间相互指导
和引领。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对照课前的教学目标与任务，评估学
生呈现的达标度。小组发言及答疑时间控制在5分钟/小组。

最后，教师结合教学目标与任务总结课堂讨论，归纳学生小
组讨论过程及结论中呈现的内容及效果，回答学生讨论中没有解
决的问题。同时，进行案例引申。

3  成绩评估
各小组根据课堂总结进行进一步修改整理，课后提交云班课

教学平台并进行小组互评和教师打分。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考评
打分：一是方案，逻辑结构、内容及规范、启发性；二是小组成
员合作度。小组互评与教师评价各占50%。

七大版块占总成绩比例有所不同：消费者保护和互联网支付
作为日常接触比较充分也是大众比较关心的版块比重稍高，各占
比20%，P2P网络借贷与股权众筹已基本退出互联网金融市场但作
为普惠金融曾经的重头戏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各占比15%，
互联网基金、互联网保险及其他业态作为常态存在各占比10%。

4  案例教学的问题思考
4.1教学案例选择的法律局限性。互联网金融业务业态本身

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复杂繁多，没有专门
的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现行的法律适用性较差缺乏全面性。
这导致部分案例无法可依，或是实际情况明显与现行法律规定不
符的地方，如《证券法》对公开募集资金的人数做了明确规定，互
联网金融中的股权众筹明显属于公开募集资金的范畴，违反《证
券法》的规定，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
又允许其发展。这形成了一对矛盾体。

4.2互联网金融形式发展过快。互联网金融形式发展过快，比
如股权众筹、产品众筹及P2P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出台，这些
金融形式就纷纷暴雷退出了互联网金融市场。这造成P2P及互联
网众筹两个版块教学内容后期案例时效性差，容易使学生失去新
鲜感，需要教师精心设计案例。

4.3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的法律基础知识要求高。作为一门
法律法规课程，最好的解读者还是专业的法律从业者，金融专业
的教师并非最佳选择。对于法律知识还是需要专业人事来解读，
它不同于一般的学科知识。加之，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需要有

《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及《保险法》等
一系列法律为基础，没有扎实的法律基础是无法对《互联网金融
法律法规》做更好更深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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