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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阳（化名）已经不在了，但
是校园贷还在！”许阳自杀后的第
四天，其爷爷对《每日经济新闻》记
者说，“我们希望他是最后一个因
为校园贷死亡的孩子，不要让悲剧
再重演”。

在此之前的今年8月31日，刚
刚从南京一所211大学毕业的许阳，
从南京一商业广场28楼跳下，去世
前1年内有10家持牌金融机构向其
放贷36笔共计7.2万余元，至去世
时尚有2.15万余元贷款未还清。

记者独家获得许阳的央行征
信报告显示：10家持牌金融机构分
布在全国各地，注册地竟然多达8

个省（直辖市），既有银行，又有信
托，还有消费金融公司和小贷公
司，如此分散的金融机构是通过什
么方式获知位于南京的大学生许
阳有贷款需求，又是通过什么渠道
跟许阳联系上并发放贷款的？

每笔几千元的贷款，持牌金融
机构如何看得上？不远千里来放
贷，烦琐的审核流程和风控流程如
何把控？需要多高的贷款利率才
能覆盖高昂的运营成本和坏账风
险？又需要多高的贷款利率才能
让金融机构有利可图？

在这个利益链条上，金融机构
直接放款给个人的有一部分，但并

不多，还存在着一些网贷公司，暗
中扮演助贷的角色，上连持牌金融
机构，下连千千万万的像许阳一样
的C端，编织起一张巨大的网……

许阳的死究竟跟哪些金融机
构和中介机构有关联？是否存在
违规行为？都需要等待公安机关
的调查结果。但这个行业的潜规
则，却值得刨根问底，记者对此作
了深入的调查。

《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
NBD）记者联系到了一位网贷行业
头部机构的一线资深总监谢生（化
名），为您深度揭秘背后的利益链
条和这张巨大的网。

深陷校园贷 南京211大学毕业生不幸身亡

深喉揭秘持牌金融机构
与网贷合作内幕

NBD：为什么有银行愿意向网
贷公司提供资金合作放校园贷？

谢生：这个和当地的经济发展
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当地经济不发
达，银行的信贷就很难投出去，投
出去也担心出现坏账。而另外一
方面，越不发达的地区，它的储蓄
率越高，这就导致了一些小银行存
贷失衡，这个时候银行就得想办法
把钱投出去，不投出去不行，因为
它的存款也是有成本的。这就是
一些小城商行和农商行跟网贷公
司资金合作的原动力。

NBD：全国这么多金融机构，
网贷公司具体是怎样对接的？

谢生：通过系统服务商，他们本

身也在给银行提供系统服务。撮合
资金合作就算是他们的一块新业
务。大家都知道的，银行本身自己
的技术能力比较弱，系统开发能力
不强。这是一个现状，这也是系统
服务商存在的基础。这个时候，系
统服务商就会跟银行提议，你看我
给你提供这个系统，不要你给我付
钱，我去帮你找合适的网贷机构，你
现在有系统了，就可以支持你去跟
网贷机构资金合作了，我可以从网
贷机构那边收咨询费，把这个系统
的钱收回来。而银行不仅仅不出一
分钱白得了一个系统，还有了信贷
资金投放渠道，还可以赚钱。而网
贷机构有了廉价的银行资金支持，

不仅赚的钱更多，而且原来他们不
能放的一些人群如在校大学生，这
个时候也可以放了，因为是银行的
资金嘛，银行是持牌机构，法律规定
这些持牌机构是可以给在校大学生
放款的。所以这称得上是三全其
美，多方共赢。

至于具体的收费标准（系统服
务商对网贷公司收费），一般来说
行业通用都是按照月均贷款本金
的千分之五来收，按月结算，这个
月初结算上个月的咨询费。当然，
根据网贷机构规模的大小，咨询费
率不同，规模较大的网贷机构客群
好，不缺机构资金，咨询费率就会
低，反之则咨询费率就会高。

持牌金融机构与网贷公司为何走到一起？

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人
拥有完全民事权利，有向金
融机构申请消费贷款的权
利。作为持牌金融机构，银
行、信托、消费金融公司等，
有向年满 18 周岁的在校大
学生贷款的资质。那么，这
其中有没有什么问题？

作为年满 18 周岁的完
全民事行为人，在校大学生
并没有收入。因此，原银监
会曾在 2009 年 6 月发布过
《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
务的通知》，明确要求银行业
金融机构应遵循审慎原则向
在校学生发放信用卡，向学
生发放信用卡必须满足两点
要求：一是满 18 周岁，二是
第二还款来源方书面同意承
担相应还款责任。

而许阳父亲在接受每经
记者采访时透露，直到2019
年 4月，许阳向家里坦白借
了校园贷还不上之后，家里
才知道原来儿子在校读书期
间借了巨额校园贷。也就是
说，作为上述给小许贷款的
金融机构，并没有要求第二
还款来源方（即小许父母）的
书面同意。

然而，上述规定仅针对
信用卡，目前监管政策对于
消费贷款、信用贷款并没有
类似规定。那么，针对大学
生也可以借的消费贷款、信
用贷款，是否也应当参考大
学生信用卡作出相应的限
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
业资深律师：

给在校大学生提供消费
贷款或者信用贷款，是需要
取得第二还款来源方书面同
意承担相关还款责任的。

一方面，在校大学生尽
管已年满18周岁，但其尚未
完全步入社会，没有经济来
源，其花销多由监护人、管理
人负责，其借贷行为会间接
加重监护人、管理人的负
债。给在校大学生提供消费
贷款或者信用贷款有必要获
取监护人、管理人的同意，至
少应保证监护人、管理人对
借贷事实知情。

另一方面，2011年《商业
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
法》第四十五条即规定：“向
符合条件的同一申请人核发
学生信用卡的发卡银行不得
超过两家（附属卡除外）。在
发放学生信用卡之前，发卡
银行必须落实第二还款来
源，取得第二还款来源方（父
母、监护人或其他管理人等）
愿意代为还款的书面担保材
料，并确认第二还款来源方
身份的真实性。在提高学生
信用卡额度之前，发卡银行
必须取得第二还款来源方
（父母、监护人或其他管理人

等）表示同意并愿意代为还
款的书面担保材料。”

虽该条为信用卡业务管
理规范，但消费信贷与信用
卡对借款人而言，借还款法
律关系中的责任与义务一
致，上述规则具有参考意义。

最后，给在校大学生提
供消费贷款或者信用贷款，
取得第二还款来源方书面同
意，承担相关还款责任，也可
有效减少坏账率以及暴力催
收等不良行为的出现。

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
理薛洪言：

在校大学生普遍缺乏收
入来源，稳定的还贷资金要
么为以贷还贷，要么从生活
费中节约而来，前者属于高
风险行为，饮鸩止渴，不可持
续，后者则本质上离不开家
庭的支持。从实践中看，一
些能理性借贷的大学生暂且
不论，多数为过度借贷所累
的大学生借款人，都是先尝
试第一条路，以贷还贷，随着
债务压力过重无法持续时，
再向家庭求助，但往往为时
已晚。征信污点不说，当家
庭也难以承担巨额还债支出
时，还容易引发更糟糕的事
情。

所以，从保护大学生群
体利益的角度看，与其逾期
后让家长来善后，不如事前
征求家长同意。事前征求家
长书面同意，与其说是一种
风控手段或担保方式，不如
说是为了切实控制大学生群
体的不合理借贷。但家长的
借贷理念与学生群体不同，
征求家长意见往往得不到同
意，所以这条政策在落地时
存在很大的执行难度，往往
会不了了之。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
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
辉：

信用卡和消费贷款、信
用贷款，从目标受众的风险
防控来说，没有本质区别。
对消费金融的风险控制，不
能仅仅靠行政命令和制度建
设完善，从企业到行业协会，
再到监管层，都应该是通过
两条腿走路，一是完善制度，
二是使用技术手段。技术手
段现在很多，有些时候可以
替代制度，要通过建立数字
化监控体系，运用大数据等
新技术，识别、防范和控制风
险，实现事前、事中和事后全
流程监控。

在政策出台之前，还处
在一个空窗期，空窗期实际
上有好的一面，就是能鼓励
金融创新，但是也有不好的
一面，所以我们期望这个政
策空窗期尽量收窄，及时出
台相关政策和技术监控。

（易望奇）

向成年大学生放贷
是否应征得父母同意？

NBD：这些机构分布在全国各
地，像许阳这样一位身在南京的大
学生，这些持牌机构是如何获得他
需要贷款的信息的？

谢生：这要分两种情况，一是
消费金融公司等机构，他本身在做
推广，学生可以直接下载其APP进
行贷款，这种情况没有网贷公司参
与；二是网贷公司通过第三方平台

获客后推荐给持牌金融机构。
NBD：每笔贷款，其间持牌金融

机构、系统服务商、网贷公司等利益
链条上各环节是如何分配利润的？

谢生：以年化36%的消费贷款
利率为例，8%至12%是付给持牌机
构的资金成本，3%是网贷机构的利
润，2%至5%是坏账损失，剩下的其
实都是获客及平台运营成本。

持牌金融机构在这场联合贷
款中，实际上不承担风险，还能获
得 8%至 12%稳定资金收益，坏账
部分都有网贷机构的保证金兜底，
通过资金合作投放出去的入表信
贷基本上都是零坏账。而网贷公
司之所以愿意兜底，一是因为来自
持牌机构的资金成本较低，二是因
为持牌机构可以合法从事校园贷。

利益链条上都有谁？他们是如何分配的？

NBD：银行和网贷机构合作资
金联合贷款，据你观察主要发展过
程是怎样的？

谢生：消费金融这个业务一直
在向前发展，业务规模一直在涨。
银行其实早就在观察这个业务，银
行和网贷机构资金合作兴起应该
是在2016年。到2017年、2018年，
合作规模就开始井喷了。主要是
因为当时P2P已受到限制了，募资
能力不行了，整个行业资金规模也
开始下滑。

NBD：除了银行，还有哪些机
构方跟网贷机构做这种资金合作
业务比较多？

谢生：消费金融公司。大部分
消费金融公司都和网贷机构有这
种资金合作，我觉得持牌消费金融
公司做这个业务应该是很好理解

的，它本身天然就是做这个业务
的。

NBD：哪些区域的银行和网贷
机构做这种资金合作比较多？

谢生：天津地区的银行。江
苏、浙江、广东这些沿海地区的银
行做这个业务的比较少，因为这些
地区银行的存贷比还是比较正常
的，银行的信贷资金还是能投得出
去的，不至于投出去就是坏账。还
有就是东北地区的某些城商行，他
们甚至和国内的一些互联网金融
巨头合作。

NBD：那这些银行跨区域和网
贷机构做资金合作，是否合规呢？

谢生：我觉得从目前的法律规
定来看，不能算不合规，因为各担风
险嘛。现在监管对城商行资金没有
限制得很死板。如果真的限制城商

行资金只能投放到本地，那很多城
商行就要破产。虽然很多城商行没
有异地支行，但是它还是有直销银
行这个口子在，通过直销银行走的
话，网上放贷款没有区域限制的。
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大前提的，就
是很多地方存在存贷比失衡。这就
是银行和网贷机构做资金合作能做
和做起来的两大原因。

NBD：如何识别贷款对象是大
学生？如果是无收入来源的大学
生，有没有什么风控措施，是否需
要取得其父母同意？

谢生：贷款给在校大学生，本
质上就是贷款给其家长，因为在校
大学生的收入来源是父母给的生
活费。根据目前的监管规定，尚未
要求向大学生的消费贷款需要征
得其家长等第二还款来源的同意。

银行与网贷公司合作放款，是否违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