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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辅导员视角的大学生网贷问题及抵制教育 
◆王振毓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省兴义市  562400） 

 
摘要：大学生网贷问题已获得我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撇开网贷经营中的

诸多问题，本次研究将着眼于学生的主观因素，并得出将高利率网贷用

于非必要性消费，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在求学过程中，大

学生长期远离家庭，辅导员是为学生提供生活指导的主要责任人。基于

这一管理架构，本文将首先从主观、群体、社会、网络这四个层面，对

大学生申请网贷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同时将围绕劳动教育、人脉管理、

道德例证、马克思经济学，提出网贷抵制教育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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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裸贷”事件的曝光，大学生网贷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从教育层面保护学生，是高校理应承担的责任。信
贷的本质逻辑是将散存于社会中的闲置资源配置到生产环节，并
利用所带的产出获得利润。但我国大学生通常会将信贷用于消费
而非创造产出，因此大学生信贷应纳入到次级贷。但在现代社会
中，信用本身具有经济价值。同时考虑到少子化社会中，家长对
于学生的溺爱，以学生信用未担保的小额信贷，已被视为优质信
贷项目，各金融机构相继进入这一领域。金融领域的资金密度较
高，在法治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极易出现各种乱象。在这一环境
中，“高利贷”、“裸贷”等问题相继出现，高校环境与学生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针对这一问题，辅导员应通过有效的教育手段，
抵制大学生网贷对于高校学子的侵害，以塑造优质的校园环境。 

一、大学生网贷的发展与危害 
大学生网贷问题，是在信贷超发背景下产生的社会问题，其

主要影响是廉价融资与次级信贷交集后，对借贷学生产生的综合
性压力。大学生网贷产生于信贷行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美国中产
阶级家庭的存款余额相对较少，而高校学费极为昂贵。提倡个人
担当的美国社会，逐渐引导金融行业为大学生提供教育信贷，从
而将学生在未来可获得的劳动报酬提前支付教育开支。2008 年
后，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采用了
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部分资质较差的信贷公司也获得了廉价的
巨额融资。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这部分公司将信贷业务引入高校。 

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大学生网贷的发展暴露出诸多危害。其
一，是追债方式涉嫌违法。我国社会的治理成本较高，信贷管理
风险远高于美国。为了降低不良贷款率，商业银行会委托第三方
机构管理表位业务。而这部分金融机构会将评级较低的催缴业务
转交给专业清欠部门，在这一环节中极易出现违法现象。其二，
是对学生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大学生网贷利率通常较高，在家长
获悉学生的遭遇时，往往会面对高昂的还款成本。其三，是对大
学生心理与生活的影响。网络信贷需要面临高昂的还款压力，若
出现延期或违约等情况，则会遭遇多方面骚扰。在这样的环境下，
学生的心理压力必然增加，常规的生活与学习方式也将受到影
响。 

二、大学生申请网贷的主要因素 
（一）好逸恶劳的主观思想 
好逸恶劳的主观思想，是引发我国大学生申请网贷的主要因

素。当代大学生多出生于独生子女家庭，在父母的溺爱下，其并
未养成通过劳动换取报酬的观念与习惯。在面对资金需求时，其
更习惯于寻求他人帮助，而非主动克服困难。同时，在进入高校
后，部分大学生的消费欲望难以得到遏制，家庭提供的生活费用
并不能满足其消费需要。在无法获得外界援助，且自身劳动意愿
尚未充分调动的情况下，网贷平台似乎成为了满足学生消费欲望
的唯一途径。总之，存在于当代大学生内心深处的“好逸恶劳”，
并非单纯地厌恶劳动。而是对于社会劳动的陌生，以及难以寻找

到将劳动转化为报酬的有效路径。 
（二）交友不慎的负面影响 
据统计，多数学生是通过朋友引荐等渠道，认识并使用网贷

平台。我国仍具有熟人社会的诸多特征，人情因素在基层社会中
会起到重要影响。多数大学生在寻找融资渠道时，会首先请求“朋
友”援助。基于这一特征，部分网络借贷平台利用抽取佣金、减
免信贷等方式，逐渐在学生群体中培养代理，并由其向周边同学
提供信贷推荐。而我国学生的社会阅历普遍不足，对于“朋友”
得鉴别能力较差，误将网贷代理视为朋友的情况时有发生。受此
影响，学生对于网络平台的防范意识，被“朋友”之间的信任打
破，部分学生由此跌入网贷陷阱。总之，中学阶段的友情并不包
含利益，因此大学生并不善于区分友情与商业公关的差别，盲目
听信他人建议，将对自身的资金安全带来风险。 

（三）社会观念中的拜金主义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生活方式

逐渐在社会中普及。例如，部分地区会索要高额“彩礼”，部分
居民也会将个人财富视为评价其成就的主要依据。在这一环境
下，爱情、名誉等事物被逐渐商品化。而为了换回更多财物，可
共出售的事物也愈发增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高校学子也将
受到影响，并将可通过货币计量的事物全部纳入到经济范畴，而
道德范畴内的事物则相应减少。针对这一发展趋势，部分网贷平
台为更多原本隶属于道德范畴的事物提供定价，从而使这部分事
物进一步商品化。基于这一逻辑，在不提供劳动的前提下，只需
出卖原属于道德范畴内的事物，就可获得经济回报。这正是当代
拜金主义的主要特征。 

（四）互联网输出的消费主义 
随着终端设备的普及，互联网已对当代学生的日常生活产生

了深刻影响，并成为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但互联网是由上
世纪八十年代，具有左派思想的美国技术人员共同研制的。在总
体设计中其更倾向于贬损“约束”。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依赖于
金融行业的支持，因此多数网络信息会为缺乏约束的金融行为提
供支持。消费主义是现代金融的理论工具，利用过度消费诸多国
家或地区的中产阶级已陷入债务陷阱。大学生群体是我国的未
来，引导该群体尽早进入消费市场，必然会为金融行业提供更多
利润。总之，互联网产业对于金融行业的依赖程度极高，通过网
络信息美化消费主义的论点，会迷惑我国学生的价值观。 

三、辅导员开展抵制教育的具体路径 
（一）依托劳动教育纠正好逸恶劳的错误观念 
当代学生所展现出的“好逸恶劳”，并非单纯地厌恶劳动。

而是对于社会劳动的陌生感，以及难以寻找到将劳动转化为报酬
的有效路径。而这一问题也是导致大学生申请网贷的主要因素。
在教育实践中，辅导员可通过劳动教育，引导学生熟悉社会劳动，
并逐渐养成利用劳动换取报酬的良好习惯。首先，辅导员可依托
校企合作平台，组织学生申请实习项目。例如，辅导员可向软件
开发企业申请合作项目，并交由学生完成。通过这样的锻炼，学
生将领悟到社会劳动的内在价值与行为习惯，从而消除内心深处
的陌生感。同时借由此类合作项目，学生可得到经济回报。其中
的喜悦感，远超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辅导员可在学生获得报酬
时，为学生讲解劳动价值在经济规律中的重要地位。综合分析，
劳动教育可复制社会劳动的基本形态，通过此类教育，多数学生
会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而经济收益也将提升其独立性。 

（二）透过学生社团引导学生优化人脉管理 
大学生并不善于区分友情与商业公关的差别，盲目听信他人

的融资建议，是其申请网贷的主要诱因。针对这一问题，辅导员
可通过学生社团，优化学生的人脉管理，从而使其财产安全得到



2019 年 5 月（总第 200 期） 

1117  

高教研究 

保障。学生社团是由学生发起并管理的组织形式。在社团中，学
生之间会形成牢固的管理机制，其约束效力通常会超过辅导员提
供的讲解。在合作中，辅导员可将金融安全知识引入学生社团，
并要求社团负责人共同参与管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自于学生
内部的网贷推荐将得到遏制，身陷网贷泥潭的学生也可获得社团
以及辅导员的帮助。或者，辅导员可邀请学生联合组建金融管服
务社团。该社团可由金融专业的学生组成，其主要职责是为学生
提供信用评估，并推演各类信贷模式的安全程度。借助金融类社
团的帮助，学生的财经管理意识将得到提升，部分网贷平台的骗
局可被及时揭穿。 

（三）通过例证教育抵御拜金主义思想 
拜金主义思想将道德范畴内的事物转移至经济范畴，以至道

德约束愈发无力。但道德来自于人类本性以及对社会规范的提
炼，脱离传统道德范畴的行为方式，将使行为人脱离法律与社会
的保护。同时违反人性与社会规律的行为，也难以得到社会机制
的配合，因此此类行为无法长久持续。针对这一特征，辅导员可
在各类媒体中轻易搜寻到有关拜金主义的负面例证，以及坚守传
统道德规范的正面榜样。在日常交流中，辅导员可将这部分例证
作为教育内容，从而使学生认识到拜金主义的负面影响。同时针
对不同例证，辅导员可将其改编成小故事，并上传至微信、微博
等交流工具。通过这样的设计，学生的价值观将保持在正确轨道，
大学生网贷的负面影响也将逐步弱化。再有，辅导员可邀请具有
借贷经历的学生，为其他同学提供讲解，从而提炼出有益借鉴。 

（四）借助马克思经济哲学正确解读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是产生于西方金融体系下的经济观念，其本质是利

用未来收益刺激当前经济，在货币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其负面影
响难以弥合。马克思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剩余价

值均匀分配的前提下继续积累投资（ VΔ ）。针对这一问题，部
分西方国家将未来收益作为选择，并提前消耗当前产出。而马克
思则认为，技术进步是在均匀分配剩余价值的前提下，积累投资
的最佳途径。在大学生网贷教育中，辅导员可通过理论转换，将
网贷解释为提前消费，将在校学习等同于技术进步。当学生的劳
动技术大幅进步后，其收益将稳步提升。若以提前消费为获取物
资的主要途径，则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实际产出能力却并
未加强。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辅导员可首先为学生提供经济学
计算公式，并要求学生从宏观层面对比消费主义与技术进步。当
学生作出正面解答后，辅导员可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讲解。 

结语： 
网贷抵制教育，应从四个层面着手。首先，是利用劳动教育

帮助学生认识到劳动的重要价值，以便摆脱依靠心理。其次，可
借助高校社团，优化学生的人脉管理，从而使学生接触到更多正
面信息。再有，辅导员应引用更多例证，以抵制拜金主义的虚假
宣传。最后，辅导员可借助马克思经济学工具，削弱消费主义带
来的负面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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