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从2015年起大学生分期消费市
场成为红海，众多打着无抵押
信用贷款的各类校园贷在高校
中“跑马圈地”，然而鱼龙混杂
的市场，加上某些机构设置高
利贷陷阱、五花八门的“催收”
手法，校园贷不时被爆出“裸
条”“骗贷”“暴力催收”等。

据悉，本次《通知》消息来
自江西金融办官网，印发日期
为今年 5 月 27 日。文件指出，
自从去年工商总局等六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
网贷整治工作的通知》以来，部
分地区仍存在校园贷乱象，尤
其是“求职贷”“培训贷”“创业
贷”等不良借贷问题突出。本
次《通知》正是为了进一步加强
校园贷监管整治力度，从源头
上治理乱象，防范和化解校园
贷风险。

1.机构未经银监部门批准
不得开展校园贷

该《通知》要求：疏堵结合，
维护校园贷正常秩序。商业银
行和政策性银行在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开发高校
助学、培训、消费、创业等金融
产品，为大学生提供定制化、规
范化的金融服务，合理设置信
贷额度和利率。另一方面，为
杜绝校园贷欺诈、高利贷和暴
力催收等行为，未经银行业监
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不得进
入校园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

务。

2.暂停网贷机构开展校园
贷业务

同时，整治乱象，暂停网贷
机构开展校园贷业务。《通知》
要求，现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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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督促网
贷机构制定整改计划，确定完
成期限，明确退出时间。对拒
不整改或超期未完成整改的，
要暂停其开展网贷业务，依法
依规予以关闭或取缔，对涉嫌
恶意欺诈、暴力催收、制作贩卖
传播淫秽物品等严重违法违规
行为的，移交公安、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3.学校将向学生发放风险
告知书并签字确认

《通知》还要求切实加强大

学生教育管理。一是加强引
导，现阶段，学校应向每一名学
生发放校园贷风险告知书并签
字确认，每学期至少集中开展
一次校园贷专项宣传教育活动，
加强典型案例通报警示教育。

二是建立排查整治机制。
未经校方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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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清除
各类借贷小广告。畅通不良校
园贷举报渠道。

三是建立应急处置机制。
对于发现学生参与不良校园贷
事件要及时告知学生家长，会
同学生家长及有关方面做好应
急工作，将危害消灭在初始状
态。

四是切实做好学生资助工
作。

五是建立不良校园贷责任
追究机制。

4.鼓励合规机构积极进入
校园

分工负责，共同促进校园
贷健康发展。要求各地金融办
（局）和银监局要加强引导，鼓
励合规机构积极进入校园，为
大学生提供合法合规的信贷服
务。要制定正负面清单，明确
校园贷市场参与机构。《通知》
要求各地区要认真梳理辖区内
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落实情
况，并于 2017 年 6月 30日前书
面报告至银监会、教育部等相
关部委。各地人力资源部门要
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和职业培训
机构监管，依法查处“黑中介”
和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培训
业务等各类侵害就业权益的违
法行为，杜绝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机构以培训、求职、职业指导
等名义，捆绑推荐信贷服务。

叫停
网贷机构校园贷一律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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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等三部委发文整治校园贷业务

网贷平台一律暂停校园贷

近日，中国银监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称，未经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禁止提供校园贷服务；且现阶段一律暂停
网贷机构开展校园贷业务，对于存量业务要制定整改计划，明确退出时间表。通知还指出，要杜绝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以培训、求职、职业指导等名义，捆绑推荐信贷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通知》鼓励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向大学生提供助学、培训、消费、创业等方面的金融
产品，合理设置信贷额度和利率，其中具有明显的“堵偏门、开正门”意味，未来银行也许会推出更多正规校
园贷产品来填补这个监管后的市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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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大部分校园贷
去年已停止

这已不是主管部门第一次对校
园贷进行规范。2016年4月，教育部
与银监会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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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
银监会在《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
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新闻发布会
上，明确提出“停、移、整、教、引”五字
方针，推动整改“校园贷”问题。随
后，深圳、重庆等地纷纷出台“校园
贷”专项管理办法。2016年 11月初，
中国银监会、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工商总局六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
网贷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部门
高度重视校园网贷整治工作，加强领
导，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务求实效。

经过一年多的整治，监管效应开
始显现。一些主打“校园贷”的公司
主动退出市场。截至2017年2月底，
全国共有74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

“校园贷”业务，主要为消费分期平台
和P2P网贷平台，比2015年的顶峰时
期减少47家，其中仅2016年就有45
家平台主动退出市场。

一家不愿具名的消费金融公司
人士告诉记者，消费金融公司布局这
一市场，是对未来的卡位和资源争
夺，但对很多追求高收益的网贷平台
来说，“信用无抵押贷款”本身就意味
着更高风险和坏账率，对应着更高的
信贷费率。

该人士还指出，很多网贷机构介
入大学生消费信贷的主要目的是追
求高收益，存在迎合甚至诱导校园的
非理性消费的行为。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去年下半年
起，先后有宜人贷、君融贷、借贷宝、
名校贷、分期乐、优分期、趣分期、同
学加油、校柚、零零期分期、零用金等
47家校园贷平台选择退出校园贷市
场，其中有28家平台选择停业关闭
网站，占停业及转型总数的60%；有
19家平台选择放弃校园贷业务转战
白领、蓝领等工薪阶层的贷款业务，
占比为40%。

未来
银行校园贷或将
填补市场空白

网贷平台所有校园贷业务被全
面叫停，那么，大学生是否能够获得
想要的贷款金融服务？

事实上，银行在校园贷市场的探
索可以追溯至 2004年。当年 9月，
广发银行发行了国内首张大学生信
用卡，随后多家银行相继进入校园消
费市场。不过，由于过度消费、无力
偿还，校园信用卡的纠纷事件不断增
加，大学生群体的信贷风险过高。

2009年 6月，银监会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
并明确指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遵循
审慎原则向学生发放信用卡，向学生
发放信用卡必须满足两点要求：一是
满 18周岁，二是要求父母等第二还
款来源方书面同意承担相应还款责
任。在此政策的影响下，包括广发银
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停止了向大
学生发行信用卡产品，并逐渐退出校
园市场。

从事银行贷款业务的个贷专家
韩学告诉记者，据他了解，目前除了
大学生助学贷款和创业贷款外，基本
上很少银行针对大学生推出无抵押
信用贷。他认为，随着《通知》发布，
尤其是第一条鼓励商业银行和政策
性银行向大学生提供助学、培训、消
费、创业等方面的金融产品，合理设
置信贷额度和利率，具有明显的“堵
偏门、开正门”意味，未来银行也许会
推出更多正规的校园贷产品，来填补
这个监管后的市场空白。（程婕 吕波）

皮肤问题 免费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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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疼不死人痒死人”。皮肤瘙痒，痒在表皮，根在内毒。长春市
净肤堂皮肤病研究所采用四联净血疗法，迅速消除痒感，杀死病原菌，外
疗肌肤、内调脏腑，解决皮肤问题。净肤堂国家专利，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生物制剂不含激素、不伤内脏，五十多种产品，专病专方。全市进行皮肤
病免费试用活动，每天限额15人。

——长春市净肤堂皮肤病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