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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贷款作为新时代兴起的事物，在给无资金流的大学生带

来方便的同时，也给大学生带来了巨大的险境。近年来，不良

网贷导致大学生自杀、自伤事件时常发生。抛开校园网络贷款

的极端案例不说，武汉两万余名大学生背债买“苹果”，某女

生因网贷几千元被迫走上“援交女”，借裸贷被骗去取卵的悲

剧，但像这样的网贷悲剧案例却不在少数，这值得引起教育者

和社会的深思与反省。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主体，由于没有

固定的收入来源，资金相对匮乏，其使用网络贷款超前消费已

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大学生有限的生活费与超强的消费欲望

之间存在不平衡，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校园“网贷热”的必然

性。高热度下的网贷必然会引起不良分子的暗箱操作，趁机黑钱，

而各大网贷平台也是抓住了大学生的消费心理，竞相进入校园，

把“魔爪”伸向了单纯未涉世的大学生。如何引导大学生健康消

费，纠正其不良消费心理，是未来学生指导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

为避免因不良网贷而引发的悲剧再次发生，对驻烟高校大学生网

贷行为开展了调查，基于1133多名驻烟高校大学生的网贷心理特

点，分析大学生的网贷行为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防范大学生网

贷风险及避免不良网贷消费行为的建议。

1　驻烟高校大学生网贷行为分析

2020年-2021年期间，从烟台市各高校自习教室内随机抽取

不同院系、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及不同地区（城镇和农村）的

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一是被调查者

的基本信息；二是大学生网贷的使用情况及接受程度调查；三是

大学生网贷心理行为现状调查；四是对网贷风险的认知程度调查。

累计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1145份，去除有漏答、明显不认真填

写的问卷12份，共获得有效问卷113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4.

42%，有效回收率较高。

基于1133名大学生有效问卷所提供的数据，有24.80%的同

学明确表示自己有使用过有利息的网络分期或借贷产品，在这使

用过网贷的281名大学生中，绝大多数表明都能够按时还款，但

仍有8.9%的学生还不上贷款。从网贷产品选择来看，68.68%的学

生使用的是花呗分期、借呗等支付宝合作的网贷产品，18.86%的

学生使用了阿里、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提供的网贷服务，使用

趣分期、分期乐、捷信金融、名校贷等其他网贷产品的同学占比

接近12.45%；从网贷用途方面来看，69.40%的学生用于恋爱、娱

乐和时尚，16.72%的学生用于购买电子设备和生活日用品，其他

用途占比13.88%，几乎没有学生网贷用于学习和创业；48.04%学

生使用网贷分期期数为一期到三期（一期为一个月），27.05%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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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使用三期到六期，还有24.91%的学生透支到了6个月以上；有

9.25%的同学在完全没有考虑过后果的情况下就盲目贷款，甚至明

知道自己还不上的情况下，依然贷了。

从使用过网贷的学生样本中，发现50.89%的学生认为自己不

开心，有54.80%的学生明确表示自己在使用网贷后有诸如担心还

不上款等心理负担或压力，甚至有36.65%的学生表明自己在使用

网贷后曾有过心理痛苦，主要表现在消沉、压抑、悲伤、抑郁、自

卑、焦虑、不安、入睡困难、多疑等几方面。从被调查样本中发

现，83.50%的学生如果有网贷还不上是不会告诉家长或朋友的，

出于不想让家长担心或害怕，多数不会选择去求助家长。

当前驻烟大学生对网贷的风险了解程度相对较好，90.56%的

被调查者是知道网贷有风险的，有些了解过个别网贷产品的利息、

利率远超过法律规定，但有69.90%的学生根本不知道网贷的利率

是多少，也不知道逾期费和手续费的计算方式。大学生对法律法

规知识及金融知识了解不够，极少有同学懂得拿起法律武器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大学生陷入套路贷的背后原因

河南学生郑某、陕西学生朱某、南京毕业生许某、沈阳学

生王某均因陷入套路贷而自杀死亡，这些套路贷新闻是事实，这

些美好的少年已经不在，我们都希望不再有类似悲剧，社会各机

构也一直在严厉打击，但“套路贷”为何屡禁不止？“佳丽贷”、

“美容贷”、“注销校园贷”等新的套路贷在不断孵化和萌生，套路

贷并未消除，它只是换了个形式继续存在并套路单纯无知的学生。

大学生不堪“套路贷”一击的原因主要有社会、个人、学校和家

庭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2.1社会因素

主要是“套路贷”背后强大的利益链导致的。资本市场的逐

利本性，使网贷平台自产生以来不断迎合大学生需求拓展不同类

型贷款产品，吸引眼球的广告标语、虚假的借贷手续、渗入校园

的宣传方式刺激着大学生敏感的消费心理，网贷平台利用学生发

展为线下代理，基于同群效应，持续不断攻击着大学生的最后防

线。加上网贷平台用户信息泄露，平台监管不力，网贷公司的虚

假宣传引发大学生不理智消费，纷纷落入陷阱，平台与平台之间

相互独立也未成立相应的监管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放任大学生

多平台多次借贷，从而筑起债务的高墙无法偿还。相关部门未能

有效执行网贷遏止文件，大学生的贷款需求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

使网贷产业野蛮生长，一些不正规公司威胁式的催债模式让许多

学生走投无路而引发悲剧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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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人因素

当前大学生普遍存在即时满足和攀比从众心理，习惯超前消

费，没有合理的消费规划；容易冲动、不理性，喜欢满足于

一时的快感，资金不足也会去网贷或者分期购物；喜欢过度消

费和享乐，没有一定的节俭消费观，容易被外在物质所干扰；

由于大学生群体的经济收入有限，大部分无法做到经济独立，

缺少经济来源与自控能力，超前的消费欲望和实际的消费能力构

成矛盾，而分期贷款平台应运而生缓解了这一矛盾，消费欲望

得到满足，沉迷于“花明日钱，圆今日梦”，缺乏信用意识，

认知不容乐观，从而越陷越深。大学生好奇心强、安全意识淡

薄、易上当，面对诱惑缺少判断能力，不知是馅饼还是“陷

阱”，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和金融安全意识，自控力差，很容

易落入网贷陷阱。个别心理抗压能力弱的，不具备情绪管理和

应付危机事件的能力从而会选择逃避问题，甚至用极端的方式去

解决。

2.3学校因素

校园不良网贷监管机制存在缺陷和漏洞，对校园不良网贷的

打击力度低，安全防护教育不到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将网络

贷款延伸到校园，网贷主要对象是针对大学生，门槛低、程序

便捷、单额度小，且存在信息不透明、审核不严格、暴力催

债等违法问题。但学生与外部环境直接接触太容易，很多安全

教育过于形式化，未能从源头上治理遏制打击不良网贷。如何

引导大学生理性消费，丰富金融和法律安全知识，是未来教育

指导学生的主要工作内容。

2.4家庭因素

学生遇到困难出于恐惧心理不敢与家长倾诉，家长忙于工作

忽视孩子细微心理状态变化，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和支持，使他

们内心无法获得安全感。很多家长只关心自己的孩子钱够不够

花，却从来不知孩子把钱用于了何处。现代式家长的关爱方式

认为给孩子优越的物质条件就使其得以满足，遇到问题时处理方

法更愿意选择息事宁人，为了今后发展，第一时间会选择支付

赔偿，而不会选择走法律途径，缺少耐心与关爱，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总之，大学生网贷成瘾主要问题在于个人自控力，冲动、

不理性，喜欢满足于一时的快感，没有规划性消费，缺少一定的金

融安全意识，加之心理压力承受能力极其脆弱，一旦遇到套路贷，

便是摧毁性压力。其次是学校和社会的监管不当，校园网贷审核机

制存在缺陷和漏洞，对校园不良网贷的打击力度低，各个平台的用

户信息未能保护其隐私，网贷平台监管不力、网贷公司的虚假宣传

及暴力催债及其背后强大的利益链，相关部门未能有效执行网贷遏

止文件，从而使其野蛮生长。家庭对责任的推卸，对孩子心理的漠

视，使大学生一步步陷入深渊。

3　防范大学生陷入不良网贷的建议

为防止大学生陷入套路贷，避免因不良网贷而引发的自伤、

自杀悲剧再次发生，强烈倡导个人、学校、家庭和社会多方面

力量合力监管，打击套路贷，让大学生拥有健康美好的校园生

活。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第一，政府有关部门应全面检测各类网贷平台，提升行业

准入标准，增加平台管理力度，组织力量对各大网贷平台的合

法性、真实性进行调查，对违法违规向学生放贷行为给予严格

惩治，使网贷行业保持健康的市场环境；网贷平台也应做到自我

约束，不触碰红线，贷款协议更加合理规范，禁止出现虚假的宣

传数据，事先对贷款方的还款能力、信用程度进行评估，避免恶

性催债行为，杜绝因催债而产生的极端事件，倡导良心放贷、合

理收贷，使行业受众监督更加透明化；相关部门应积极建立正规

渠道，制定商业银行与大学生金融贷款的针对性服务，为大学生

提供完善的资金支持系统，从而打击不良贷款平台。

第二，大学生正确的消费观念是遏制网络贷款的关键，大学

生应以学业为重，用饱满的知识充实自己。初入新环境的大学生

应保持着理性的观念看待事物，始终在心中放入一把秤杆。不要

被炫耀心理、攀比心理冲昏头脑，根据自身经济水平理性消费。在

日常生活中要提高风险意识，保护好个人信息，尽可能的多了解

一些法律与金融相关知识，避免落入不良网贷的陷阱。

第三，学校应加大治安监管力度，对进出校园人员进行严格

排查。从根本上减少学生与外界接触，不给非法放贷与催债人员

机会可乘。制定严格的惩治措施，严厉打击在校园内不良贷款的

宣传活动，还校园一片净土。学校辅导员应定期召开网贷主题班

会、在学校公众号发布相关软文等形式引导学生理性消费，掌握

基本的法律、金融知识。

第四，家长要经常和孩子打电话进行沟通，及时掌握孩子

在校的各类情况。在平时，家长应给孩子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家长应以身作则。当发现孩子异常时，家

长应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支持，让他们内心获得安全感从而及时制

止，杜绝恶性事件的发生。

不良网贷使得一些大学生陷入深渊甚至天堂，不仅对其个人

生活造成影响，同时还给其家庭、学校乃至社会带来一定程度

的伤害。由于互联网具有传播速度快的特性，校园的一举一动

可能都会在大众传媒中迅速扩散，如果大学生陷入不良网贷会严

重影响校园风气且危害校园的稳定和安全，同时给其他同学尤其

是其周边同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创伤。不良网贷平台及公司

的暴力暴力处理方式对大学生的心理造成无法估计的伤害，那些

接触过不良网贷的大学生可能面临着严重的心理危机。因此，

研究大学生不良网贷行为刻不容缓，同时也是目前高校及政府必

须重视的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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