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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校园贷是在校学生向金融机构或借贷平台借钱的行为。不良校园贷的种类主要包括培训贷、裸条贷、美容贷、刷单贷、传销贷等。一些借贷
公司存在高利借贷和暴力催收情况，若借款学生不能及时归还贷款，放贷人可能会采取恐吓、威胁、殴打学生等手段进行暴力讨债，对学生人身安全
和校园秩序造成严重的危害。刚进入大学的学生阅历浅，容易受虚荣心驱使被诱导超前消费，加之很多大学生没有赚钱经历，风险把控意识不足，不
知不觉间借贷金额就超出了自己的偿还能力，导致一系列校园悲剧发生。

本报采访了学生、学校、金融机构等个人或单位，共同助力广大学生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树立正确消费观 远离不良校园贷

□记者 张五阳

本报讯 7月份，湖南一大学
生小李为购买苹果手机及其他高
消费品，通过借贷平台申请网上
贷款。因无力偿还，不断找其他
小贷公司贷款还债，最终欠下多
家公司共计70余万元的债务，而
原始金额仅为3万元。只用一张
身份证或一张照片就能顺利把钱
拿到手，这些不良校园贷看似方
便的背后却是一个个陷阱。对
此，我市高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帮助学生抵制不良校园贷。

“零门槛、无抵押、无利息、秒
到账，这对学生的诱惑很大，特别
是没有经济来源，又想拥有中、高
端商品的时候。”7月29日，平顶山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陈处长
说，不良校园贷打着方便的外衣，
有时甚至只用一张身份证就能拿
到钱，对于金融理财观念弱、防备
心理差的学生来说，非常有诱惑，
一不留神就会深陷其中，迎接他
们的往往是高额手续费、服务费、
担保费、罚息、违约金等，让借款
学生不堪重负。此外，恐吓、骚扰、
暴力收款等方式也让很多学生痛
苦不堪，甚至有些学生因此自杀。

陈处长说，学校目前采取的
措施从教导、培养、关怀等几个方

面同步进行。每周都会有关于校
园贷、电信诈骗等班会；培养学生
的正确消费观念；同学之间关怀帮
助，老师与同学之间经常交流，便
于出现问题时及时处理。

“我们学校如需学生交款，会
及时在家长微信群里通知。目前
还未发现我校学生有涉及不良校
园贷的情况。一些学生有使用花
呗、京东白条等业务，但通过调
查，金额较小，一旦超过1000元，
我们就会及时告知家长。与家长
一起配合抵制，也是解决不良校
园贷的一种方式。”陈处长说。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老师
杨远航介绍，班里有些学生听说
过不良校园贷，但老师会不断强
调不良校园贷的危害，提高学生
警惕。此外，学校还会在教室、宿
舍门口、学校门口张贴警惕校园
贷海报，在教室播放不良校园贷
案例，有一定的效果。

“还需要培养学生的消费观
念，不少学生有攀比心理。”杨远
航说，抵制校园贷，仅靠学校、老
师还不够，家长也需要配合，一是
警惕学生经常性要求家长打钱，
二是要留意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
是否会经常拿回家一些中、高端
产品等，如有发现及时追问，配合
学校、警方一起进行处理。

校方家长齐配合抵制不良校园贷

本报讯“我听说过校园贷，
经常上网络热搜，想不知道都
难。”7月 31日，就读于我市某高
校的大二学生李晗说。前几天，
经常刷微博的李晗突然在热搜榜
上看到了“校园贷”这个词条，点
进去之后了解到许多不良校园贷
的案例。

“有学生因为电子产品或名
牌包包开始借贷；有人大学毕业3
年了，贷款还没有还清；有人还以
贷养贷；有人因为信息泄露被催
债的人不断骚扰；甚至有人因为
不良校园贷家破人亡……”李晗
说，不良校园贷的危害令人生畏。

据李晗介绍，他所在的学校
每年都会开展一系列安全辅导培
训，院系和年级也会通过讲座和
主题班会等形式引导学生提高风
险防范能力，培养理性消费观和
勤俭节约意识。

“我周围的同学普遍没有太
高的消费需求，有时候我们会在
校外的墙上看到网贷类的小广
告，但都选择忽视。如果有人向
我推销这类服务的话，我只能说

‘退！退！退！’”李晗笑着说。

“我和身边的同学都没有使
用过不良校园贷，也很少听说。
只是学校老师曾发过通知，让有
借贷情况的学生及时上报。”关于
校园贷，已从西安一所高校毕业
的鹰城女孩郑怡心说，在西安上
学期间，自己并未听说身边发生
过有关不良校园贷的案例，她也
从不使用校园贷等产品，需要用
钱的时候会直接向家里要。

“避免陷阱最简单的方法就
是自己脑袋要清醒一点。不要为
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超前消费，没
必要太在意他人的目光，过好自
己的生活就可以了。”郑怡心说，
她常使用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是支
付宝的花呗，主要是用于生活开
销，不会超出额度，也会及时还
款。同学当中也有使用像京东白
条之类的分期服务，但一般不会
超出自己的偿还能力。

学习法律专业的郑怡心说，
不良校园贷本身就是“见不得光”
的，涉嫌非法放贷和诱骗，高利部
分不受法律保护。遭遇高利贷陷
阱或人身权益受到侵犯时，要及
时报警，寻求法律保护。（朱梦楠）

警惕不良校园贷不负青春不负债

□记者 张超

本 报 讯 一 个 名 牌 包
包、一双时尚球鞋、一部新
款 手 机 …… 在 大 学 校 园
里，为了满足欲望超前消
费，在非法网贷“免费”“零
利息”诱导下，不少大学生
深陷其中，甚至走上不归
路。为正本清源，防止“劣
币驱逐良币”，一些银行加
大高校助学、消费、创业等
金融产品的研发和推广，
为大学生提供规范合法的
金融服务。

8 月 1 日，记者从中国
银行官网看到，中国银行是
教育部认可的中央部属高
校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
可为 140 所中央部属高校
（含分校）家庭经济困难的
全日制本专科生、研究生和
第二学士学位学生提供国
家助学贷款服务，用于支付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
住宿费和生活费。全日制
本专科学生最高可贷12000
元，全日制研究生最高可贷
16000元。此外，该行还有

个人留学贷款，最高可贷人
民币或等值外币 12万元—
20万元/年。

中国银行平顶山分行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大
学生毕业后还可申请中国
银行的启航贷产品，最高可
贷10万元。”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
推出了个人教育贷款。针
对全日制普通本科、高职高
专新生，高校在读本专科
生、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
和出国留学生，该行推出助
学贷款、留学贷款、优学贷
等产品，满足学生教育资金
需求。

记者从鹰城农商银行
获悉，该行的“鹰城e贷”主
要服务于 20 岁至 45 岁群
体，只要征信记录良好就能
申请，免抵押、无担保，放款
快，利率低至5.88%。

另外，像工行的融 e
借、交通银行信用付等，也
能满足学生的消费需求。
高校毕业生还可申请创业
贷款，政府贴息，解决创业
路上的资金难题。

近年来，银保监会多
次发出校园贷风险提醒，
青年学生应树立正确金融
观和消费观，理性消费，合
理安排生活支出；提高警
惕，了解金融常识，增强防
范意识；妥善保管个人信
息，选择正规借贷机构，提
倡通过勤工俭学或助学贷
款等方式获得支持。如无
法还款应及时协商申请延
期或请父母代偿等，一旦
遇到威胁、恐吓等侵犯人
身权利的暴力催债行为，
第一时间报警。

业内人士认为，应尽快
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校园
借贷平台的资金监管、资质
审核、信息共享、监管主体
等做出详尽规定，以科学立
法引导校园贷平台健康发
展。另外监管部门对于校
园贷平台应实现严格牌照
审核制，网贷平台一定要有
准入门槛，合法合规经营。
针对网贷平台经营活动进
行全天候监控，凡是具有欺
诈性、不合规的校园贷平台
应该坚决取缔。

@鹰城学生

贷款要选择正规金融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