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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出现了各种网上贷款平台以及

借款 APP，它们因手续简便、办理快捷，吸引了大量有借款需

求的人，这其中也包含了很多在校大学生。与此同时，网络贷

款机构却质量参差不齐，且往往很多都具有高利贷性质。教

育部与银监会于 2016 年 4 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校园不

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

高校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日常监测机制和实时预警机制，

同时，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应对处置机制。2017 年 9 月 6
日，教育部又明确取缔校园贷款业务，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

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然而“校园贷”各种小广告花

样层出不穷，一旦掉以轻心就容易深陷债务危机中。

1.校园贷的特点

“校园贷”又称“校园网贷”，是专门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一

种信用贷款。申请人通过在线注册登录，并按照网贷平台要

求完成提交个人身份验证资料、审核、支付一定的手续费等

借贷流程，就可以享有一定额度的信用借款。“校园贷”无需

担保，不需要任何资质，而且放款很快，备受有消费需求却没

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大学生群体的热捧。纵观市场上的各种

“校园贷”，其推广宣传都具有如下特点：

1.1 广告宣传泛滥

“校园贷”通过在校园学生宿舍楼寝室门、教学楼桌子

上、厕所门、食堂餐桌等处张贴小广告，在校园周围张贴墙体

广告，或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朋友圈、QQ 及 QQ 群发

布广告，或通过网页植入小广告，打着办理手续简单快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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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证注册验证“秒到账”等噱头，并隐瞒或故意模糊手续费、

利息、滞纳金、违约金等实际资费标准，虚假宣传从而诱骗学

生。

1.2 额度小、期限短、申请便利、手续简单、放款迅速

许多借贷平台，抓住当前大学生消费需求旺盛、图省事、

不喜欢等待等特点，针对他们的借贷门槛普遍较低，且都以

“无须任何手续、当日放款”、“利息低、无抵押”、“分期付，分

期还，期限长”等产品为主。这样的产品对那些资金需求迫

切、又没有任何物品可以抵押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比较

理想的融资方式。

1.3 购物网站有息分期付款消费严重，甚至形成高

利贷

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在日益改

变，“今天花明天的钱”也成为很多学生信奉的消费观。许多

购物网站也顺势于借贷公司绑定推出了购物分期付款，同时

赚取购物利润和贷款利润。虽然大多数放贷的利率并未超过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4 倍，但少数不良接待机构仍会巧立各

种名目如罚息、服务费、违约金、滞纳金、催收费等违规收取

费用，在事实上形成高利贷。

1.4 存在暴力催收，强行逼债

催收还款时采取的各种措施让大学生感到压力非常大，

暴力催收、强行逼债等现象时有发生，极大地威胁借款学生

的人身安全，极端情况下出现借贷者被逼自杀的情况。

2.校园贷的风险

2.1 财产损失风险

因为“校园贷”对利息、手续费等的含糊表述、虚假宣传

往往使借款人未能认识到贷款的实际高利率。借款人需要偿

还的，除了已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明确规定的借款利率外，还

有一大部分，是平台作为中介机构提取的服务费。而这部分

服务费，有的甚至占到借款人实际到账资金的一半。加上各

种费用，他们的借贷资金年化利率，远远高于合同标注的利

率。很多贷款合同综合资金成本年化利率已超过 40%，给借

款人带来了极大的财产损失风险。

2.2 人身伤害风险

各种“校园贷”在催收中，经常会对借款人及其家人进行

电话骚扰、恐吓、辱骂、人身威胁、拘禁等，严重影响借款人和

家人的正常生活，极大地威胁借款人的人身安全。很多借款

人在暴力催收及高额还款资金巨大的双重压力下，易出现抑

郁甚至自杀。

2.3 信息泄露风险

因为“校园贷”的借款人在借款时，要求输入个人的身份

证、头像、银行账号、社交账号、学校、家庭信息，很多借贷

APP 还要求读取借款人的手机通讯录信息，借款人及亲友的

个人信息安全无法保证，存在被泄露的风险。当借款人出现

逾期时，经常会被借贷平台爆通讯录，制造联系人的恐惧，从

而给借款人施加精神压力，逼迫借款人还款或亲友代偿。

2.4 社会风险

通过近几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案例显示，“校园贷”正发展

成为“校园害”，让无数学生蒙受多重损失，甚至家破人亡，已

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高校学生社会认知能力差，防范心

理弱，若学生具有攀比心理，平时又有不良习惯，当父母提供

的生活费用不能满足其消费需求时，那么这些学生可能就会

通过校园贷款获得资金，并引发赌博、酗酒、沉迷网络等恶

习，会迷失自我，逐渐失去自控力，甚至因无法还款而逃课、

辍学，危害高校正常的校园秩序，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3.校园贷的监管策略建议

3.1 监管机构加强对借贷平台、借贷机构的监管

目前对于借贷平台，监管机构更关注的是是否存在资金

池、挪用资金等主要违法违规行为，而对于潜在的高利贷问

题却鲜有关注。如 2019 年央视 315 晚会披露的“714 高炮”

现象，爆出的天价“砍头息”和“逾期费用”。

还有一些如支付宝、财付通、小米钱包、苏宁金融、美团

支付等支付机构开展的信贷业务，其利率也都不便宜，日利

率普遍为万分之三至万分之五，换算成年利率高达 10.95%耀
18.25%，触及当前实施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他们将自家的

支付业务与信贷等其他金融业务交叉嵌套，形成业务闭环，

业务过程难以被穿透监管，极易引发风险跨市场蔓延。

监管机构除对借贷平台、借贷机构的主要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监管之外，还应加强对如高额服务费、滞纳金、交叉业务

等潜在风险的监管。

3.2 高校加强对学生思想、行为等的监管

（1）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德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大学生的网络借贷行为是大

学生思想观念与价值观的外在显现，要从根本上杜绝校园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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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就要从强化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起，使他们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和自我控制能力。

（2）加大对学生的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学校开设金融基

础相关课程，作为在校生必修的基础课程，在课程中阐述金

融原理，介绍金融工具常识，分析变幻莫测的金融现象，能够

学以致用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培养良好的理财观

念。学校还可以邀请金融机构专家、互联网消费金融领域的

专家开设金融知识大讲堂。在校园开展形式多样的金融知识

普及活动，利用典型案例提高教育效果，提升大学生预防金

融风险的能力。

（3）加大对校园金融秩序管理。为学生提供良好的金融

环境。定期开展各类非法金融广告排查，并及时清理各类宣

传广告。发现参与非法金融业务的学生或校外人员要严肃依

规查处，降低风险和危害。并及时引进正规金融机构为学生

提供安全、方便的金融服务，引导贫困在校生申请国家助学

贷款，享受国家免息援助。

3.3 家长加强对学生支出的监管

家长要以身作则，对家庭及个人的消费进行合理的计

划、实施，让孩子尽早参与进来，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的意

识。可以适当参与和帮助孩子制定符合实际生活、学习、娱乐

消费标准和消费计划，也可发适当控制学生每月的生活费，

并对其支出进行监管，避免大额、超期消费，使学生养成良好

的消费习惯。

4.总结

综上所述，文章主要通过对校园贷款的特点及风险进行

分析，并从监管机构、学校、家长三方提出对校园贷款的监管

策略，让社会关注对学生合理消费理念和金融素养的培养，

从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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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推进。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西方的舶来品社会工作专

业所倡导的个案、小组工作手法就很难实施，在这样的特殊

情况下，专业社工想要通过开展小组，开展个案工作来提供

服务，解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很难奏效的。因此，作为专

业社工机构，作为专职社工必须要思考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服

务手法，根植中国大地，将社会工作理念和中华文化，和各个

地区不同的特殊地域文化结合起来，在文化中嵌入专业社工

理念，在理念中兼容地域文化，使得社工专业和本土文化实

现双向互嵌。

4.结语

现代城市社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共同体，社会工作机构

协同社区治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社会公共服

务质量、公众参与深度、社会动员程度和基层治理水平。本文

以政府———社会工作机构之间的关系为分析框架，通过探讨

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期分析当前专业社工机构参与

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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