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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正门堵偏门”大学生网贷消费迎来强监管
□ 陈 娴 武 超 培 嘉

日前，中国银保监会等五部

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大

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

费贷款放贷行为，严格大学生互

联网消费贷款风险管理，强化风

险整治及监督检查。

《通知》一出，“花呗借呗不

得向大学生放款”的话题冲上微

博热搜第一，网友议论纷纷。到

底大学生能不能用网贷消费？

为何这个话题引得市场过“亿”

的关注？

大学生网贷消费“开正门”

“合法渠道没有，逼着学生

只能借高利贷”“花呗也要？我

就是想钱放余额宝多赚点钱也

不行啊”“你可以限制金额，但是

直接一棒子打死，不合适”……

网友们对于未来能否使用网贷

消费观点不一。甚至有网友打

趣，“这么一打压，连大学谈恋爱

都难了。”

那么，此政策出台后，互联

网消费贷款是否真的对大学生

关上了“大门”？

从《通知》的细则来看，事项

一中明确表示，小额贷款“不得

将大学生设定为互联网消费贷

款的目标客户群体，不得针对大

学生群体精准营销，不得向大学

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但是，在紧随其后的事项二

中明确提出，“为满足大学生合

理消费信贷需求，各银行业金融

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开

发针对性、差异化的互联网消费

信贷产品。”

也就是说，监管层禁止小额

贷款公司向大学生放款，但是，

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为有需求的

大学生们开发消费贷产品，《通

知》为大学生合理的信贷需求

“开了正门”。

“这个政策并不是为了阻断

大学生使用互联网消费贷，正常

消费是没问题的。”江苏紫金产

业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闫海峰

表示，政策出台的目的主要是规

范和整顿互联网消费贷的违规

行为。避免贷款定向发放给无

还款能力的大学生，导致大学生

超前消费、贷款严重超出其还款

能力，以及非法催还手段等不良

现象发生。

消费金融专家苏筱芮分析

称，《通知》体现了监管部门“开

正门、堵偏门”的思路，一方面

加大对非法放贷机构的打击，

一方面则规范了持牌金融机构

的金融营销宣传，从事前环节

提早介入，有利于更为精准、高

效地防范诱导大学生过度借贷

之现象。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凌建豪对此持相同的看法，

“一旦大学生无法还款，他们的

学业、征信都将受到很大影响，

这次《通知》的出台，对于保护

他们正常的步入社会是有很大

帮助的”。

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

针对大学生的新款消费贷产品

将遵循更严格的规定。例如，

“实质性审核识别大学生身份和

真实贷款用途，不得以大学生为

潜在客户定向营销，不得采用虚

假、引人误解或者诱导性宣传等

不正当方式诱导大学生超前消

费、过度借贷，放贷机构外包合

作机构不得向放贷机构推送引

流大学生”“严格落实大学生第

二还款来源，规范催收行为，加

强个人信息保护”等。

凌建豪表示，在有关消费贷

的纠纷案件中，也时有学生家长

咨询：借贷平台骚扰学校、同学，

导致学生无法正常完成学业；小

贷公司追债到学校，并且打扰家

庭和亲朋。“如果关于第二还款

来源的条款最终落实，父母将对

大学生的借款进行一定的审查

或者监管。这样一来，学生大额

欠款的发生概率将降低。”

网贷消费猫腻多

最近几年，部分年轻人受

“超前消费”观念影响，养成了透

支消费的习惯。市场为了迎合

年轻人的需求，推出了越来越多

的借贷产品，尤其是互联网金融

产品层出不穷。对此带来的风

险，监管层曾多次发出提醒。

大学毕业生小孔提到他在

校期间累计从各类网贷平台借

款40万余元，“刚开始只碰了花

呗、借呗，但是因为花销大、又

还不上，不得不寻找其他平台，

借新还旧、以贷养贷，什么人人

贷、拍拍贷、你我贷，市面上能

找到的网贷平台都被我借光

了。”小孔表示，他借这么多钱，

主要是那段时间沉迷赌博，又喜

欢高消费生活，以致债务越滚

越大。

虽然不是每个人借款都像

小孔一样多，但不可忽视的是，

大学生使用网贷的比例已经相

当之高。“我们班40个同学，至

少35个人在用花呗，大家都是

出去吃饭或者买东西的时候

刷。”苏州某大学大三学生小何

称，自18岁开始使用花呗，每月

额度2000元，这也是大学生的

常见额度，“‘双十一’时花呗会

提高额度，我也挺心动的，就增

加了消费。”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背

后，平台的诱导行为扮演了重要

角色。当前网络贷款门槛低，各

类产品广告铺天盖地，充斥于年

轻人每天要使用的各个手机应

用中。一些正规、大型消费贷款

平台，也针对大学生提供“精准

服务”，各类循循善诱的让利规

则暗藏玄机。

在目前消费者常用的一些

App上，美团月付、滴滴月付、京

东白条等都会成为默认付款方

式，一不留神就会开通。

宽松的审批和超出个人能

力的放贷额度都为大学生埋下

风险隐患。除此之外，市面上的

网贷产品经常用日息来诱导消

费者。实际上，即便是每日利息

不到0.05%，折算下来的年化利

率高达18%。

截至2019年底，我国在校

大学生总数超过4000万，大学

生群体被网贷机构视为目标客

户群体之一。部分互联网小额

贷款机构通过和科技公司合作，

诱导大学生在互联网购物平台

上过度超前消费，导致部分大学

生陷入高额贷款陷阱。

甚至，小额网贷早已超出了

大学校园的范畴，不少网贷业务

已经不断在高中、中专、高职等

学校发展更低年龄段的新客

户。这种网贷低龄化的趋势隐

蔽程度高，家长和学校掌握的信

息不多，缺乏干预和引导，对部

分学生学习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甚至诱发犯罪。

对合规机构影响不大

在凌建豪看来，互联网金融

的客群一定是具有还款能力的

人。让大学生还没有跨入社会，

就已经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并

不是金融的本质和目的。

也就是说，在正规持牌金融

机构中，大学生群体由于没有固

定收入和储蓄，并不是优质客户。

据一家以零售业务著称的

股份制银行处有关负责人介

绍，不少银行本身做大学生消

费贷款的意愿并不强，少数产

品也只是针对校园里已经有收

入的MBA等学生群体。“以我

们银行为例，如果是还没有毕

业的学生，一般只做储蓄业务，

贷款业务都比较谨慎，连信用

卡额度都不会放。”该银行人士

表示，“以前我们也尝试过类似

的业务，但通常是学生乱借钱、

家长来投诉，容易造成管理上的

混乱。”

因此，有金融业专家认为，

《通知》的出台对整个消费金融行

业的影响有限。闫海峰表示，“大

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在整个消费

贷款中的所占份额并不高。”

江苏兀峰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嵇少峰，研究小贷行业

多年，他也认为，这次新规总体

来说对行业，尤其是合规机构的

影响面不会太大。

“虽然目前行业还拿不出具

体大学生消费贷存量的数据，

但根据我的了解，除了少数专

营此类业务的机构外，学生贷

款比重总体相对较小。”嵇少峰

进一步解释，“而对于一些业务

面较广的头部互联网小贷公

司，其大量业务本身采取的就

是助贷模式，资金直接来源于

银行等机构，并非是小贷公司

直接放贷，符合此次《通知》的规

定。因此，监管部门在后续有可

能对助贷行为作出更为明确的

规范和定义。”

长期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

问题的银行业专家李庚南认

为，《通知》与此前出台的《商

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

办法》相呼应，对规范、净化互

联网贷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最大的亮点，则是强化了

对借款人保护的原则，要求放

贷机构重视借款人适当性管

理，这也是普惠金融的一项核

心原则。

规范大学生网贷 有政策更要有落实
□ 李 哲

近年来，由“大学生网贷”引

发的悲惨故事，可谓数不胜数。

针对这种现象，近日，银保监会

等五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

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禁止小额贷款公司向大学

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禁止非持

牌机构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

《通知》明确规定，小额贷款

公司不得将大学生设定为互联

网消费贷款的目标客户群体，不

得对这一群体精准营销；不得采

用虚假、引人误解或者诱导性宣

传等不正当方式诱导大学生超

前消费、过度借贷；严禁任何干

扰大学生正常学习生活的暴力

催收行为。此外，商业银行、消

费金融等持牌机构也受到规范。

这一消息的宣布，可以说是

相当应景。就在几天前，媒体曾

报道，两位在校女大学生被19.9

元的特价写真吸引进店后，分别

支付了13,444元和7444元，购买

了一份她们完全无力支付的高

价写真套餐。交易过程中，她们

曾多次拒绝，但禁不住员工的软

磨硬泡，最终甚至被销售员拿着

自己的手机，申请了网络贷款。

网络贷款套路多，涉世未深

的大学生和早已深入社会的人相

比，显然还是太“嫩”了。这或许

也是为什么，在“校园贷”早已被

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五部门依旧

在“进一步规范”。所谓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

网络贷款，总是会换着花样招大

学生上船，哪管背后恶浪滔天。

其实，早在 2017 年，时任教

育部财务司副司长赵建军，就曾

对大学生校园贷款问题进行回

应：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

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现在，

五部门的《通知》，可以看作是对

这一理念的具体落实。毕竟，治

理针对在校大学生的网络贷款

乱象，单靠教育部门显然是无法

独立完成的。

不可否认，有一些大学生，

确实会遇到需要钱的时候。比

如家庭贫困的，但是这个问题

可以通过申请助学金、助学贷

款、甚至社会捐赠等方式来解

决，而不是诉求到小额贷款公

司、非持牌金融机构上去。当

年，教育部在明确提出禁止校

园贷的同时，就曾明确指出，近

五年各教育阶段全国累计资助

资金近7000亿元。

再比如，有大学生需要创业

资金的，这方面也有专门的大学

生创业贷款，很多地方、高校、银

行也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和扶

持。如今年3月初，河南郑州刚

发布新政，规定大学生创业可申

请最高40万元担保贷款。

明明有康庄大道可以走，

为什么偏偏要去挤各种套路贷

的独木桥？这一定程度上就是

因为，不少大学生被一些平台

的浮夸宣传蒙蔽了双眼，进而

使得市场上产生了劣币驱逐良

币的现象。

因此，银保监会等部门联合

通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

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对

于贷款公司来说是一种约束，也

是针对各路“校园贷”的对症下

药。相关规定已经印发，接下来

就需要相关部门严格执行，促进

政策的落地与实施。这同样是

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保持关注、

跟踪与督促。

当然，对于大学生而言，也

要自觉排斥那些消费主义的宣

传，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念。在自

己的能力尚不足以满足自己的

一些欲望时，保持克制不仅是一

种美德，也是一种智慧。不要为

了一时欲望，让青春背负沉重的

负担；而要把这些欲望转化为一

种动力，敦促自己学习、成长，这

才是阳光的方向。

重拳重拳整顿整顿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