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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贷乱象背后的大学生消费观偏差与价值引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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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校园贷是互联网时代高速发展的产物，由于部分大学生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且消费观存在一定的偏差，校园贷平台的监管不严等

原因，致使校园贷乱象频出，影响校园及社会的稳定，因而要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整顿行业不良行为的同时，加强大学生消费观教育、信

贷安全风险教育，对其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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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和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各种 p2p 平台层出不

穷，更有一些平台将业务扩张到了大学校园之中，校园贷一词也逐

渐被人们所熟知，这种消费信贷受到很多大学生的追捧，但与此同时，

各种校园贷乱象层出不穷，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出现了

危及大学生生命安全的现象，因此，研究校园贷乱象背后的大学生

消费观偏差与价值引导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将对此展开初步的研究。

1 校园贷的含义及一般特征

校园贷是指各类借贷平台针对大学生推出的信贷业务。这些网

络借贷平台具有与传统商业借贷机构不同的一般特征，具体表现为：

一是无明确的监管机构、无统一的行业标准、准入门槛低、借款平

台不对放款人进行严格的审核，放款人对借款人的审核更是简单随

意，大学生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和学生证便可快速获得贷款，放款人

甚至不对借款人的身份进行核实，这就导致冒用他人身份进行贷款

的行为广泛存在，时常出现法律纠纷 [1]。二是风险管控不力。绝大

多数的校园贷平台发放相关贷款不需要实物抵押、担保，也不控制

贷款用途 [2]。三是迷惑性强。校园贷平台往往会打出“低利率”、“免

利息”的幌子吸引大学生，但实际操作中，却与宣传的“低息”背

道而驰，贷款人最终所需要偿还的利息金额远远高于当初校园贷平

台所承诺的利息金额 [3]。并且，一旦贷款人出现了逾期还款的情况，

校园贷平台则会收取高额违约金，不仅如此，校园贷平台还会以各

种名义收取服务费。在放贷之初，更是存在收取“砍头息”的情况，

所谓的“砍头息”，就是平台在给贷款人发放贷款之前，从应发放的

贷款总额中砍去一部分，作为服务费，而这个份额通常能占到总贷

款金额的 20% 至 40%。这就导致贷款人实际拿到的贷款金额低于自

己所申请的贷款总额，而贷款人还款时的本金却是以贷款的总额而

非实际到手的金额来计算。这就又导致贷款人需要偿还不合理的高

额利息。

2 大学生消费观偏差的表现形式。

2.1 超前消费思想泛滥。

超前消费是指当前收入水平不足以支付现在所需要的产品或服

务，以贷款、分期付款、预支等形式进行消费的一种消费方式。受

西方消费观念的影响，当前高校大学生之间充斥着过度追求时尚、

前卫、潮流之气，大学生的消费需求逐年升高，但与此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大学生的支付能力落后于其消费水平。在支付能力与消费水

平不匹配而消费欲望却日益强烈的情况下，脱离自己的实际购买力

水平而盲目攀高的消费心理，使得大学生极易把目光投向消费信贷

上，而在寻求正规的贷款无果的情况之下，又转而将目光投向校园贷，

进而陷入不良消费贷款的陷阱之中。

2.2 攀比消费成风。

不少大学生为了追求时尚、显示自己的“高品位”，不考虑自身

的消费能力和家庭经济状况，不讲求消费的实用性，而是将高消费

作为一种“消费符号”，用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品味。所谓的“贵族

化消费”思想在大学生之间日益泛滥，攀比之风日趋严重 [4]。

3 大学生价值引导。

3.1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大学生消费需求旺盛，但对理财风险的控制能力有限，容易陷

入不法分子设下的“套路贷”、“高利贷”陷阱之中。为此高校在课

程设置中，应增加涉及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和消费观念的课程，有

效的针对大学生实际消费情况进行健康教育引导，对大学生不正确

的消费行为加以劝阻，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3.2 加强大学生的信贷安全风险教育。

一方面，高校要通过信贷安全风险的教育活动，对大学生进行

正确引导，适当的举办一些理财安全风险教育讲座，组织相关主题

的辩论赛、班会等。让信贷风险意识深入人心，使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形成良好的风险意识。另一方面，高校要加强清理校园

贷平台在校园内散发、张贴的小广告，对大学生加强思想教育，对

加入校园贷平台代理行列或是申请了校园贷贷款的大学生要进行说

服教育并及时与学生家长取得联系，有效控制事态的发展，避免更

大的损失甚至是悲剧的发生。

3.3 倡导节俭、合理适度消费。

首先，大学生要在物质需求上崇尚节俭，对物质享受合理的加

以节制。不要过分在意物质上的享乐而忽略了作为大学生最本质的

任务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储备。

其次，要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进行合理消费。适度从俭、

崇尚节俭和适度合理消费的道德规范是消费规范中最基本的规范 [5]。

崇尚节俭和适度合理消费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节俭的要义在于

节约而不浪费，首先应该是“量入为出”，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进

行合理适度的消费。大学生在消费行为中追求新奇、时尚、个性属

于正常现象，但要顾及自身的客观经济条件，考虑家庭的可承受能力。

合理适度消费。

4 重视家庭教育的引导作用。

首先，家长要为大学生提供合理适度的经济支持，要对其经济

支出给予及时关注、对其不合理的消费开支给予及时的纠正、控制。

对其进行消费观念方面的教育。同时，对其心理健康给予充分的关

注。其次，家长要首先要学会合理消费、绿色消费，避免借贷消费，

从而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消费榜样，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消费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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