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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生都有
可能面临诱惑”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关
注校园贷？

毛晶玥：校园贷不是什
么新鲜事物，一两年之前就
有，以前会觉得离自己生活
很遥远。但是，随着校园贷
涉及的学生越来越多，尤其
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学生牵涉
其中并且深受其害之后，
（我）才开始慢慢关注到这个
事情。

记者：校园贷在学校里
有泛滥趋势？

毛晶玥：今年大概是上
半年的时候，可以说比较严
重。下半年以来，随着监管
收紧，能明显感觉到校园网
贷在不断萎缩。

很多学生会牵涉其中，
我身边也会有这样的案例。
一些学生可能最开始的时候
只是想出去旅游一下，或者
想买一个一两千元的东西，
就去借钱，结果半年左右就
能滚到 10 万元。学生为了
不让家长知道，心理压力很
大，会出现自残乃至试图自
杀的现象。

记者：为什么在校生这
么容易牵涉校园贷中？

毛晶玥：校园贷就是专
门向学生下手的，会在学校
里到处发传单，甚至给一些
学生佣金，做借款代理。这
种推广方式造成了校园里借
贷成风的现象。

记者：什么样的学生会
为校园贷所困？

毛晶玥：有一种观念认
为，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差的
或者学校成绩不太好的学生
容易参与校园贷，这种想法

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
这虽然跟学习或者家境有一
定关系，但主要还是跟消费
观、法律观和金融观相关。

就我接触到的而言，所
有学生都有可能面临校园贷
的诱惑。因为现在学生都非
常喜欢玩手机，校园贷会通
过各种 APP 和微信号推广，
另外也会通过一些群发广
告，鼓动学生借贷消费。学
生要接触校园贷太容易了，
哪怕是学校的厕所里，都有
宣传广告。

“每个环节都有套路”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卧
底到校园贷群里？

毛晶玥：作为老师，我们
经常教育学生要远离校园
贷，但是到底什么是校园贷，
其中有什么套路，我们并不
知道。老师自己都不知道，
又怎么去教育学生？所以半
年前开始，我就加入各种借
贷群和催收群，想把整个链
条搞清楚。

记者：卧底在这些群里
主要做什么？

毛晶玥：主要是收集信
息，了解“套路”，然后整理出
来，做成宣传材料，向学生宣
讲。我之前有一个学生，很
短时间内贷款从几千元滚到
几万元，自己也说不清楚花
哪里去了。当时我看了合
同，也觉得很奇怪，后来卧底
进去后才发现，原来每一环
都有这么多套路。

记者：卧底期间有哪些
成果？

毛晶玥：一共卧底进了
十几个群，过程并没有一些
人想象的那么惊心动魄。大
部分时间，我在群里“潜水”，

收集一些信息，整理出校园
贷平台的套路。这些群里到
现在都很活跃，也没有人注
意到我。卧底持续了半年，
我一共整理出校园贷平台的
十大套路，以后会陆续发布。

记者：在校生在群里借
款很容易吗？

毛晶玥：之前不知道，到
了群里才发现，一个学生想
要借到钱太容易了。只要年
满 18岁，提供一个半年以上
使用过的手机号，然后登记
下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
轻松借到钱。

记者：校园贷整个流程
有哪些套路？

毛晶玥：从上往下，一个
校园贷平台分为省区经理、
市区经理、校园代理和学生
代理几个层级，很多借贷平
台资金不是他们的，平台只
是中介人，掌握很多平台的
借贷方式。好比说今天贷了
两万块钱，你还不起，那么我
给你介绍另一家平台，你去
那里贷款还钱，平台赚取介
绍费。

具体执行上，为了逃避
监管，会以打借条的形式，诱
导学生去录音（录下“自愿借
款”的说法），把借贷伪装成
正常借款；第二种会伪装成
商品分期合同，比如给一个
苹果手机，让你举着去拍照，
拍完把手机收走，借分期购
买手机名义签订合同。要注
意的是，所有借贷平台在下
款前，会先扣除手续费和管
理费，但是利息都按原金额
算，违约有滞纳金。很多学
生还没拿到钱，就已经欠了
平台的手续费。

记者：哪个环节会给学
生最大压力？

毛晶玥：催收，很多平台

会总结催收法则，多的有十
条。一般催收会在网络上面
联系本地催收团队，以“爆通
信录”的形式，通过电信轰
炸，不仅给学生本人发（短
信），还会给老师、同学和家
人打（电话），有时候还会伪
造律师函、群发骚扰短信，
（骚扰短信）内容都很不堪入
目。

“借贷就是一念之间”

记者：你认为当前校园
借贷泛滥的原因是什么？

毛晶玥：平台对校园的
全面渗透，甚至雇用学生做
代理，导致学生身边诱惑无
处不在。想要弄到钱太容易
了，加上一些平台一直在鼓
励消费，所以不谙世事的学
生很容易牵涉其中。

记者：在清理校园贷危
害这方面，学校和社会能做
什么？

毛晶玥：学校这块主要
是加强教育，加强对学生金
融法律和消费观的教育。社
会层面，一定要加强监管。
这么多校园网贷平台，如果
我能这么容易就找到借贷信
息，学生也会非常容易接触
到。很多时候借贷就是一念
之间。

如果学生知道参与这种
借贷是违法的，就不会去参
与。如果学生有合理消费的
观念，也就不会被这些平台
诱惑。

记者：怎么看待自己成
为“网红”？

毛晶玥：有点蒙，我现在
做的事情，是每个辅导员都
在做的。自己总结起来，能
够引起关注大概是因为我在
网络写了很多东西，恰巧被

湖北一教师做卧底半年
整理校园贷套路警示学生

阅读提示
今年上半年开始，

湖北汉江师范学院辅导
员毛晶玥卧底到大量校
园网贷群中，收集相关
信息。如今，这些群依
然活跃，她却已经对校
园贷的各种套路了如指
掌，并整理了校园贷“十
大套路”警示学生。

毛晶玥将自己的卧
底所见所闻，制作成短
片 发 到 网 上 ，引 发 关
注。近日，在接受新京
报记者采访时，她回忆
这段经历说：校园贷套
路太深，学生不要碰。

注意到了，其实做的都是分内
事。我觉得关注重点在于不良
网贷的危害，个人所做的事情
其实是挺微小的。

记者：下一步有什么新的
计划？

毛晶玥：我现在还在那些
群里，也还在收集信息阶段，目
前，我们刚做了一些解读不良
借贷的动画，还准备整理不良
借贷警示案例，邀请公安部门
和一些与学生走得近的辅导员
老师，对案例进行点评。

记者：对于校园贷，你对同
学们有什么忠告？

毛晶玥：套路太深，不能
碰。

背景
多部门发文
规范“校园贷”

严格意义上的“校园贷”可
分为五类：电商背景的电商平
台，如淘宝、京东等提供的信贷
服务；消费金融公司推出的产
品；P2P贷款平台（网贷平台）；
线下私贷；银行机构面向大学
生提供的校园产品等。其中，
消费金融公司和P2P网贷平台
等推出的部分产品，因其渗透
校园力度大，催收方式等一度
备受争议。

2016 年 4 月，教育部与银
监会联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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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8月24日，银监会
明确提出用“停、移、整、教、
引”五字方针，整改校园贷问
题。 （王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