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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贷的风险与防控
■ 霍冉冉 郑联盛

此前 ， 针对在校生的高利 贷 、

“

裸条
”

、 暴力催收等恶性事

件屡屡 出现 ， 校园贷乱象造成了 巨大的负面影响 。
２ ０ １ ６年以来 ，

校园贷监管 日益加强 ， ２ ０ １ ７年６月 校园贷监管协调强化
，
校园贷

乱象得到初步遏制 ， 但校园贷仍存在诸多 问题 ， 相 关部门应继续

强化监管 ， 防范风险 ， 同时需要提供正规金融服务 满足校园 多样

化金融服务需求 ，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校园金融服务体系 。

校园贷的风险

发展现状

校园 贷指互联网借贷平台 、 网上商城或民间借款人为全 日 制

专科及 以上在校大学生提供的 、 以满足其消费或创业等需求的小

额信用 贷款或 消费信用 分期贷款。 大学生群体成为互联 网金融重

点开辟的市场对象 。 自 ２０ １ ３年校园分期贷款走入学生群体后 ， 校

园贷迅速发展起来 。
２０ １ ６年大学生互联网消 费信贷规模突破 ８ ００

亿元 。 ２ ０ １ ５年涉及校 园 贷的互联网借贷平台达 １ ０８家 。 校园贷平

台主要是网络借贷平台和 消 费分期平台 ， 对应的 校园 贷产品结构

主要包括现金贷和 消 费分期两种形式 。

现金贷模式涉及的主体是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 、
贷款学生及投

资人等 。 网 络借 贷平台 作为 中 介 ， 收取服务费用 ， 同 时负责贷

后管理 。 不规范 的借贷平台存在 自建资 金池给学生发放高息贷

款 ， 或资金不在银行进行托管
，
最后变成专 门针对学生的

“

高 利

贷
”

。

消费分期模 式 即学生 网络 购物者以
一

定 比例的 首付 获得商

品 ， 而由 分期购物平台 向供货者垫付剩余款项 ， 其后学生购物者

按照分期购物平台设定的相应分期金额和期限向平台进行偿还 。

消 费分期模式是
一

种较为成为成熟的消 费金融模式 ， 但是 ， 部分

分期购物平台通过多种方式向在校学生提供消费贷款
，
并收取高

额居间 费用 ， 变相成为
“

高利贷
”

。

风险

校园贷标准较低 ，
违约风险较高 。 校园贷行业普遍以追求用

户 数量扩张为 目 的 ， 追求短期的市场规模扩张 ， 对贷款人资质和

还款能力审核标准过低。 部分学生存在冲动消 费倾向
，
网络消费

超过了 其实际支付能力 ， 信用违约风险显著大于成熟消费者。 部

分学生偿付贷款存在期限错配 ， 学生存在较大的偿付压力 。

校园 贷成本很高 ， 学生债务负 担过重 。 贷款成本主要 由 两

部分构成 ：

一

是贷款的利息 ，
二是校园 贷款申请和偿还过程中 由

贷款平 台收取的各项费用 。 在利息方面
，
各平台月 利率大部分为

０ ． ９ ９％及以下 ， 年化利率在 １ ０％？ １ ２％之间 。 消 费分期 的 利率相

较现金 贷更高 ， 年化利率基本达到 １ ５％
？

２ ０％ 。 在费用方面 ， 居

间服务费 、 补偿金 、 违约金与罚息等收费较高
，
经常带有复利性

质 ， 即
“

利滚利
”

。

不 良平台的虚假宣传 ， 学生容易 陷人圈套 。 部分涉足校园 的

网络借贷平台 ， 为 了高额利润 、 同业竞争以及平台 自 身融资等 ，

进行违规甚至违法运作 。 利 用学生在贷款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 ，

涉嫌故意隐 瞒或模糊收费标准。 联合购物平台等机构开展校园营

销 ， 迅速
“

获客
”

， 诱导学生冲动消 费 。 利 用学生开展关系式营

销
，
扩大学生借贷群体 ， 甚至让学生成为平台的借款人。

釆 用 不 当甚至违法贷后管理 ， 暴 力催收时有发生 。 部分校

园贷机构设定较高的违约费率 ， 同时通过各种催收手段 ， 向贷款

学生施加压力 。 部分借贷平台存在纵容延期或追加 贷款现象 ， 以

获得更多费用 收入 ；
或者通过裸条 、 恐吓等类似暴力手段强行催

收
，
使得高负债学生成为债权人操纵的对象 。 暴力催收除了对学

生本人的 身心健康造成损害以外 ， 还牵涉到 同学及家人 ， 造成极

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

强化校园贷监管

主要政策及举措

２ ０ １ ６年初 ， 针对学生的校园金融服务 的乱象开 始逐步 显性

化 ， 监管随之加强 。 ２０ １ ６年 ４月 份教育部办公厅联合银监会办公

厅 以及２０ １ ６年 １０ 月银监会联合中央网信办、 教育部 、 工业和信息

化部
、 公安部和工商总局等都下发 了重要的规范文件 ， 对校园贷

进行针对性监管 。

校 园 不 良 网络借贷是监管 当局首 要的整治对象 。
２ ０

１ ６年 以

来 ， 监管当局以高校 、 地方银监局和金融办为支撑加大对校园不

良网络借贷的监管力度 ， 防止不 良网络借贷平台 采用虚假宣传方

式 、 降低贷款门檻 、 隐瞒实际资费标准等手段 ， 诱导学生过 度消

费 ， 甚至陷 人
“

高 利贷
”

陷阱 。 相关监管机构提出 了
“

四 个不

得
”

：

一

是不得 向未满 １ ８周岁 的在校大学生提供贷款服务 ；
二是

不得误导大学生借款人 ；
三是不得在物理场所进行宣传 、 推 介项

目 或产品
；
四是不得收取各种费用 ， 变相发放高利贷 。

校园贷规范机制建设是监管当局第二个重点举措 。 教育部 、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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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等要求各地 、 高校及相关部门建立校园不 良网络借贷 日 常

监测机制 、
校园不 良网络借贷实时预警机制和校园不 良 网络借贷

应对处置机制 。 其后
，
中央网信办 、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

公安部和工商总局等要求开展学生借贷业务的机构应建立借款人

资格审核及分级制度 、 风险监测机制 以及借款人信息保护制度。

监管当局第三个重要举措是 教育和 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 消

费 观念和金融意识 。 积极引导学生合理消费 、 理性消费 、 适度消

费 ， 教育引 导学生树立科学的消 费观 。 在校 内开展金融 、
网络安

全知识普及教育 ， 帮助学生 了解金融行业发展前沿动态 ， 掌握逾

期 滞纳金 、 违约金 、 单利与复利 等基本金融常识 。

２ ０ １
６年 以来 的监管使得校 园 贷乱象得到初步的抑制 ， 但是 ，

仍有部分机构继续
“

迂回
”

进行校 园贷业务 ，
最后监管机构采取

“

暂停
”

的政策举措。 ２０ １
７年 ５月 ３ １ 日

， 中国 银监会 、 教育部和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 了 《关于进
一

步加 强校 园贷规范

管理工作的通知 第
一

， 提升校 园贷监管的统筹协调力度 ， 进

一

步加大对校 园 贷统
一

监管整治力 度 ；
第二 ， 对校 园 贷业务机

构 采取
“

暂停
”

举措 ，

一

律暂停 网贷机构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

务
，
逐步消化存量业务 ＞第三 ，

疏堵结合
，
致力于

“

开正 门
”

为

校 园提供正规金融服务 。

校园贷整治的效果

２０ １
６年以来 ， 在多 个管理部门 、 高校 、 地方金 融办等共同努

力 下 ， 校园贷整治取得了积极进展 。

－

是 网贷机构在校大学生 网贷业务得到较大程度的整治 ， 校

园贷乱象得到有效遏制 。 在强监管的形势下 ， 相 关机构幵展校 园

贷集中排查 ， 加强校园秩序管理 ，
校 园 贷业务得到 有效控制 ， 网

贷机构发生高 利放贷 ． 暴力催收等严重危害大学生安全的行为较

少 出现 。

二是高校对学生贷款的相 关机构基本 采取
“

禁入
”

政策 ， 校

园贷
“

运动式
”

的 推广营销活动基本 杜绝 。 ２０ １ ７年６月 份 以来 ，

校 园基本采取全面禁人原 则 ， 严禁任何人 、 任何组织在校 园内进

行 各种校 园贷 业务宣传和推介 。 此前校园 贷机构借助 校园 活动 ？

学生社团等进行
“

运动式
”

的
“

地推
”

营销活动基本得到遏制 。

三是部分校园贷业务机构关停校 园贷业务或主动进行业务转

型 。 部分校园贷机构 制 定了整 改计划 和完成期限 ， 主动下线校 园

网贷相关业务产品 ， 暂 停发布新的校 园网 贷业务标的 ， 有序清退

校 园网 贷业务待还余额。 截 至 ２０ １
７年 ６ 月 ２３ 日 ， 全国 已有５ ９家校

园贷平台选择退 出校 园 贷市场 ， 其 中 ３ ７家平台选择关闭 业务 ， 另

外 ２ ２家平台选择放弃校园 贷业 务转型其他业务 。

四是针对学生的 正规金融服务迅速丰 富 ， 校 园金融服 务缺 口

得到
一

定程度的缓释 。 目 前 ，
工行 、 建行 ，

中行 、 邮储 、 华安保

险等机构都积极参与到 正规校园 贷及其保险业务 中来 ， 中行校 园

贷规模为 ８０００元基本满足消费需要 ， 建行金蜜蜂校园贷最高可达

５万元、 期 限可长至６年
，
华安保险通过提供信用 保险为银行机构

降低校园贷违约风险 。

亟待完善的 问题

校园贷的整治和风险防范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 校园 贷乱象得

到有效遏制 ， 但是 ，
校园 贷的风险防控

“

仍在路上
”

， 校园贷的

诸多 问题仍未得到实质性解决。

一是校园贷
“

名 称下线
”

而
“

业务没下线
”

。 部分校园贷机

构对于政策实施仍持观望态度 ， 并没有实质性关停校园 贷业务 。

部分机构是校园 贷款
“

名 称下线
”

， 而实质性业务没下线 ，

“

换

个马 甲
”

仍在迂回开展针对学生 的贷款业务 。 截至２０ １ ７年６月 ２ ３

日 ， 专注于校园贷业务的平台仍有 ３ １家 。

二是 校园贷 业务结构从现金贷和 消费 分期并行转为 消 费分

期 为 主的格局。 机构下线或关停的业务 主要是现金贷 ， 而 消费分

期贷款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整治。 求职贷 、 培训贷 ． 创业贷等现金

贷基本转型成为消 费分期贷款 ， 消费分期贷款成为了校 园贷的核

心模式 ，
超前消 费 、 过度消 费 ． 从众消 费以及奢侈消费仍广泛存

在 。 第三方研究机构艾瑞咨询预计大学生互联网 消 费将从２ ０ １ ６年

８００亿元增长至 ２０ １ ７年 １ ４ １ ０亿元左右 。

三是校 园 贷营销从线下转到线上 。 监管机构要求网 贷机构不

得在
“

物理场所
”

开展营销活动 ，
对校园采取

“

暂停
”

监管举措

而非禁止。 部分校园 贷机构仍然采用 多样化营销模式 ， 通过非网

贷机 构 （ 比如 电子商务平台 ） 、 网络在 线营销 、 链式营销 、 节 曰

促销 、 礼券赠送 、 亲朋卡 等方式变相开展校园 贷业务尤其是分期

消费 贷款业务 。

四是传统金融机构 开展校 园金融服 务的动 力较为不足 ， 校园

正规金融服 务缺 口仍然显著 。 校园金融需求多样化 ，
且人数大、

额度小 、 期 限不确定 ， 传统金融机构因 成本收益问题没有足 够动

力开展校 园金融服 务 ， 校园 金融需求与供给的匹配问题仍是重要

的难题 。

政策建议

在较大的金融服务需求下 ， 校 园贷成为 了学生资金需求的主

要服 务者 ，
从而 乱象丛生 、 社会问题不断 。 校 园贷乱象整治需长

期坚持 ， 严厉整治与有效疏导应并举 ， 需要
“

把正门打开
”

，
强

化国家助学贷款 、 商业助学贷款等正规金融的服务 能力 ， 构建可

持续发展的校园金融服务体系 。

？

是在互联 网金融和 校园贷专项 整治的基础上 ，
强化校园

贷的相 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建设 。 对于
“

名称下线 ， 业务不下

线
”

、 诱导消 费分期贷款进行过度消 费 及超前消 费 、 以非 网贷机

构及 线上营销迂回进行校园贷等违法违规行为给予严厉打击 ，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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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各类平 台彻底整改审核不严 、 虚假宣传 、 暴利催收等不 良行

为 ， 严格治理居间费 用收费乱象和
“

高利贷
”

性质的违约金收取

乱象 。 对于不规范机构坚决予 以整治 ， 对于违法机构坚决予 以惩

治甚至取缔 ， 从
“

暂停
”

到
“

禁止
”

。

二是提高监管针对性 ， 明确监管责任 ， 强化对校 园消 费分期

贷款的有效监管。 在监管强化的趋势下 ， 较多校园贷
“

暂停
”

现

金贷 ， 而 以消费分期贷款作为核心业务模式 ， 部分平台名义上并

不针对学生 ， 部分平台法理上并非是网络借贷机构 ， 这给监管带

来 了极大的难题 。 对开展消费分期业务的网络购物平台 ， 应该坚

持
“

实质重于形式
”

进行穿透式监管 ， 若变相进行校园贷则加大

处罚 力度 ， 若 明确为消费金融类机构 ， 应与其他消费金融公司执

行类似监管标准 ， 有序地为在校学生提供必要服务 。

三是引入正规金融机构 ， 强化商业助学贷款的地位和作用 ，

填补校园金融服务的供求缺 口 。 进
一

步发挥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

机构主力军作用 ， 进
一

步完善商业助学贷款在国家助学贷款体系

中 的地位和作用 ， 以持牌金融机构为主体 、 以在校大学生特别是

贫困大学生为服务对象 、 以学费 、 生活费 、 培训费为核心
，
适当

兼顾部分学生消费需求 ， 合法合规地进行金融服务 ， 有效提供针

金融市场月 度资讯

七部门 ： 高度警惕代币发行融资与交易的风险隐患

９月 ４曰 ， 中国人民银行 、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公告 ， 要求自公告发布

之曰起 ， 各类代 币发行融资活动应当立即彳亭止 。 同时提醒社会公众应当高度警

惕代 币发行融资与交易的风险隐患。

证监会发布基金估值指导意见 明确三大基本原则

９闫 ５曰 ， 证监会发布 《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 指导意

见》 旨在为规范证券投资基金及时、 准确地逬行份额净值计置 ， 更好地保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ＭＬＦ操作稳定负债端 需警惕结构性资金紧张

９月 ７曰 ， 央行发布公告称幵展ＭＬＦ操作２９８０亿元 ， 期限为 １ 年期 ， 中标利

率为３ ． ２０％ ， 与上期持平 。 当曰无逆回购到期 ， 有８８５亿元 ６月期和８ １ ０亿元 １ 年

期ＭＬＦ到期 ， 实现资金净投放 １ ２８５亿元。

央行停征外汇风险准备金 人民币短期 内面临回调

９月 １ １ 曰 ，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 价报 ６ ． ４９９ ７ ， 较 前一交易曰上调了 ３５个基

点 。 为 ２０１ ５年７月份以来最长连涨 。 短期看 ， 下调远期购汇风险准备金率能够

平衡结售汇供求 ， 有望在短期内推动人民帀汇率走出阶段性回调 。

对学生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助学贷款服务 。 引人商业保险机制 ， 与

金融机构形成信息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 ， 发挥保险机构在贷前 、

贷中和贷后管理的参与度 ， 增强商业可持续性 ， 盘活校园金融服

务市场化机制 。

最后是强化学生金融知识和信用 约束教育 。 相关部门要强化

金融教育常态化机制建设 ， 将金融教育作为长效机制 加以完善 ，

提升
“

金融知识进校 园
”

的广度和深度 ， 不断提升学生金融知

识 、 信用意识以及理性消 费水平。 学校和家庭应与金融机构充分

合作 ， 及时掌握学生信贷消费状 况 ， 对学生消费形成共同约束 ，

及早防范过度负债的倾向
，
有效处置风险隐患 。 ？

（作者单位 ： 中 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

编后 ：

校 园贷 造就 了 如此的乱 象还有
一

个原 因应 当 引起社会的 广 泛

关注
， 那就是已 是成年人的 大 学生 的

“

不成 熟
”

， 这是 当下初 等

教育 的
“

应试功 能
”

造成 的 。
有 关部 门 应 当从 中吸取教训 ，

让走

入 大 学的 莘 莘学 子早
一些 变得成 熟起来 ，

不要让 家长和学校 当 局

再 为他们 的误入歧途而过度操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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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监管趋严 Ｉ Ｐ０审核通过率下降

９月 １ ３曰 ， 证蓝会网站公布了创业板发审委２０ １ ７年第 ７ １ 次 、 第 ７２次会议审

核结果公告 ， ７家公司中４家未通过 ， 当曰 Ｉ ＰＯ过会率陡降引发市场关注。

港交所力推内地新经济企业赴港上市融资

９月 １ ９曰 ， 为推动内地新经济企业赴港上市 ， 香港交易所分别与上海 、 广

州及深训的高新科技园和有关机构携手举办了三场
“

上市之路
”

硏讨会 ， 帮

助企业为上市融资做好准备。

发改委 ： 有关部门正讨论完善新三板分层制度

９月 ２０ 曰 ， 由国 家发改委主办的
“

第五届中国创 业投资行业峰会
”

在京

召幵 ， 会上对新三板股权投资机会、 买方市场特征及硏究体系等话题进行了

探讨 。

中证协对 １ ６家证券公司采取惩戒措施 并记入诚信系统

９月 ２６曰 ， 中证协对在担任公司债受托管理人履职过程中存在违反自律规

则行为的 １ ６家证券公 司采取了自律惩戒措施。 上述自律惩戒措施均记人协会诚

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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