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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防范校园贷的对策研究 
◆王朵朵 

（渭南师范学院  陕西省渭南市  714000）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大学生消费的欲望也不

断提高。但大学生没有固定收入，无法满足自身需求，因此校园贷凭借

其方便快捷的申请放款优势，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但由于缺乏有力监

管、高校缺乏对大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大学生不恰当的消费观念以及其

金融和法律知识、诚信意识的缺乏，很多大学生受到了校园贷的严重危

害。因此，需要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消费观，传授金融知识、法律知识，

加强法律监督及教育以及诚信意识的教育，才能更好地防范不法校园贷

对学生造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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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贷概述 
校园贷，是指在校学生向各类借贷平台贷款借钱的行为[1]。

校园贷严格来说可以分为电商背景的电商平台、消费金融公司、
P2P 贷款平台、线下私贷、银行机构五类。校园贷具有贷款程序
方便，放款迅速、具有诱导性、催款方式粗暴等特点。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校园贷校园贷等新兴的借贷产品不断扩大，其主要原
因是校园贷具有能够满足学生需求，借款门槛低，申请程序简单，
审核及放款简单迅速，无需抵押等特点。 

二、校园贷的危害 
校园贷近些年发展迅速,校园贷平台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借

贷业务相结合，为大学生提供现金分期、消费贷款等互联网金融
服务，通过资本的流动来解决大学生在学习生活、自主创业等过
程中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2]。然而，在校园贷产品的发展进程中
频繁发生暴力催债、裸条贷款等一系列问题，给学生、家庭以及
学校带来严重的危害。 

（一）不利于大学生良好价值观念的形成 
很多大学生看到其他同学使用名牌商品, 便也跟着购买高

消费产品, 容易造成大学生彼此间相互攀比的消费心理。大学生
强烈的消费欲望在校园贷平台的“便捷”、虚假宣传甚至是诱导
消费下不断扩张，“分期付款和网贷平台的便捷性和新颖性，满
足了大学生的好奇性，拉动了学生对非必需品的消费需求”[3]， 长
此以往, 大学生必将建立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在校园贷平台上鼓
励大学生借款超前消费拉动业务发展是商家的普遍做法，有的校
园贷平台还打出“免息”等诱人的消费字眼，诱导大学生超前消
费。超前消费观适用于有稳定收入的社会人士，对于大学生而言
他们仍依赖于家庭给予经济支持，不适宜超前消费。伴随着当这
些不当的价值宣传充斥着大学生的生活环境, 则会严重破坏校
园文化的主旋律, 不利于大学生良好价值观念的形成。 

（二）严重威胁学生和家庭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校园贷产品在向大学生发放贷款时，为了追求业务的高速增

长，简化手续、虚假广告、隐瞒不平等条款，甚至是诱导大学生
进行超前消费而陷入债务陷阱当中。办理了校园贷的同学往往会
背负上沉重的还款负担，贷款利息往往要比贷款本金高出许多。
在还款日来来临时, 这部分借贷的大学生整天收到催款人的电
话、短信等, 其中包括威胁等信息, 有的催款人甚至会暴力催款, 
对借贷的大学生进行殴打等行为，很多学生因无法忍受暴力催
款，选择自杀。校园贷高额的利息，也会令整个家庭都陷入到泥
潭当中。借贷大学生的父母在知道孩子借贷以后, 往往凑钱帮大
学生还款, 有的父母甚至在巨大的还款压力下, 产生轻生的念
头。由于无力偿还债务，无法逃避债务，逃税，导致非法犯罪，
跳楼自杀等极端行为一再发生。 

三、校园贷乱象频出的原因 
（一）缺乏有力的监管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种类不断增多，大学生的消
费需求不断增大。社会上一些网络媒体，也经常会给大学生消费
观带来很多负面的引导。有的媒体在利益的驱使下，对校园贷进
行过度甚至虚假的宣传, 引起大学生的关注以谋取利益，而政府
和相关部门缺乏对其的监管。同时，校园贷平台通常只需要在工
商部门登记注册就可以成立，没有受到严格的监管，对于校园贷
还存在着监管空白。校园贷监管的缺失将导致一系列严重的问
题，如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威胁恐吓，通过非法行为要求借款人偿
还借款，严重侵犯了大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不良影响。因
此，政府和社会各界要进一步规范行业准入机制, 加大对校园贷
以及媒体的监管力度, 确保校园贷校园贷内容的积极向上, 减少
校园贷给学生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高校缺乏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 
大学生刚刚步入大学校园，开始独立生活，他们会接触到很

多之前没有接触到的东西，对周围的新事物充满好奇。然而，由
于很多高校如果没有对学生进行有效的金融、法律等基础知识的
教育，当学生遇到问题后也没有进行及时的引导，很多学生在遇
到校园贷等不良新事物时候，无法正确辨别是非，做出正确的选
择，这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高校应该充分利用课堂、
班会、讲座、宣传栏、微博等方式加强对学生价值观等的教育和
引导，教会学生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同时，校园贷利用学校监管
疏漏，在校园内过度推广，通过在食堂、宿舍、厕所等地方发传
单、塞广告、贴广告等方式推广校园贷。因此，学校也应该做好
对不良校园贷的排查和监管工作。 

（三）大学生自身因素 
一是不恰当的消费观念。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大学生

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超前消费和享乐消费等不良消费观念
渐渐受到大学生认可。大学生思想还不成熟，自控能力差，更容
易受到诱惑，无法抵制一些不良消费观念的诱惑，致使他们很容
易成为校园贷的主要对象。他们在校园贷的虚假宣传和诱导下，
以及不恰当的消费观念的影响下，不顾自身消费和还款能力使用
校园贷，满足自身需求。然而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和还款能
力，很多学生往往会背负严重的还款负担。 

二是金融和法律知识的缺乏。金融知识的缺乏，使很多大学
生不能够正确学会理财和合理的控制自己的消费，对于超前消费
带来的严重后果不能正确预料。同时，大学生还缺少对法律专业
基础知识的学习，对贷款的相关法律责任缺乏了解，不能正确认
识到校园贷款的陷阱和危害，在利益受到损害后也不懂得如何正
确保护自己，这也是造成校园贷在大学生中产生不良后果的一个
重要原因。 

三是诚信意识的缺乏。诚信在当今社会越来越重要，但由于
诚信意识的缺乏，一部分学生存在侥幸心理，企图通过使用“拆
东墙补西墙”等方式使用校园贷满足自己需求，结果最终使自己
陷入校园贷泥潭。大学生由于还款能力不足存在很高的违约风
险，有的大学生不重视没有按时偿还贷款而造成的不良信用记
录，这将对学生未来的学习、就业等方面产生严重影响。 

四、大学生避免校园贷的防范对策 
（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不良校园贷款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广受青睐, 其本质原因是

大学生没有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 在错误消费观念的影响下过
度消费、超前消费。因此，高校应加强大学生消费价值观的培育
和引导，可以通过系统性、科学性的课堂教学, 学生社团活动、
主题班会、专题教育讲座等，也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新媒体、展
板等多种平台，使用学生喜爱的宣传方式，营造良好的价值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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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氛围，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选树勤俭
节约、自立自强方面的先进典型，营造崇尚节约的校园文化环境，
引导学生养成文明、健康的消费习惯。强化理性消费意识, 剖析
错误消费价值观的危害, 倡导适度消费、勤俭节约。在面对“校
园贷”时，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准确了解自身的消费能力，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免受伤害，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理性消费，
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诈骗意识[4]。 

（二）传授金融知识 
大量“校园贷”的负面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金融

知识的缺失，因此，学校应通过开设金融类课程, 将基础金融知
识教育纳入到学校的教学计划中, 以使学生系统的学习基本的
金融知识。通过课堂、讲座等帮助大学生学会理财，使大学生对
校园贷宣传中的虚假信息有一定的辨别能力，提高大学生的风险
防范意识。同时，学校可以邀请银行等机构的专业人士，提高学
生对不良校园贷的识别能力[5]。为大学生开展金融知识讲座，给
学生宣传讲解基本的金融知识，做好金融知识法普及，分析不良
校园贷存在的陷阱，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提高学生的金
融风险防范意识，引导广大学生学会正确辨别不良借贷平台，谨
防陷入高利贷陷阱。 

（三）加强法律监督及教育 
加大对违法校园贷的打击力度, 加强对校园贷平台的监督

与管理。针对校园贷类 P2P 平台的新情况、新特点，有关部门
应进一步促进行业标准化、透明化、人性化管理，完善监管制度，
在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进一步联合学校和家长等社会
各界，构建共同监督、执法机制，督促校园贷类 P2P 平台加强
行业自律；强化宣传防范和分析预警，提高大学生的风险评估能
力，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公平公正的原则推进校园贷类 P2P 
平台规范、守法经营，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6]。对于
用非法手段诱导学生贷款非法获利的平台, 要给予严厉的打击, 
保证学生的合法权益。 

大量的校园贷案例，都反映出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和法律基
础知识的薄弱。大学生应当具有系统的法治思维, 能够运用法律
分析和解决问题。因此，应当通过开设专门的法制教育课程、专
题讲座等，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培育大学生的
法治思维，避免受到不法校园贷的侵害。并在大学生新生教育中，
结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采取多种形式加大法律知识
的宣传力度[7]。 

（四）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 

个人的信用记录在当今社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人
的信用记录与其生活和和工作等各方面都息息相关，它与大学生
今后的毕业、购房、找工作、出国留学等都有很大关系。但是由
于诚信教育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学生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信
用的重要性。因此，学校应该增强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把诚信教
育纳入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课，提高大学生自身素质，培养大学
生的责任感等，让学生认识到失信后将会产生的严重后果以及要
承担的责任。通过举办演讲比赛，讲座、知识竞赛等活动，宣传
诚信，营造风清气正，诚实守信的良好教育氛围。同时还要将教
育与管理相结合，帮助学生形成诚实守信的习惯。教师也应该提
高自己，用自身高尚的品行来影响学生，为学生树立好榜样，帮
助学生成为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四、结语 
目前，校园贷在其开展过程中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要想更

好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来自国家、政府、社会等各方面对校园
贷的监督和管理，还需要加强对大学生正确价值观、金融、法律
知识，诚信意识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校园贷给大学生身
心健康和未来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确保大学生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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