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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葛欣鹏

近几日，本报记者深入各类贷款受
骗群，许多网友分享了他们的经历：“逾
期几天就被网贷平台上门催债”、“打着
做众筹的名义，最终却卷钱跑路”……
这些形形色色的网贷平台，他们葫

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上游
校园贷资金来源纷杂

2009年银监会“禁止向未满18岁学
生发放信用卡”的通告让所有银行“一
刀切”地放弃了校园信用卡业务，随着
2013年7月份第一家互联网校园借贷平
台的出现，校园贷开启了野蛮生长之
路，并于2015年爆发式增长，让学生们
品尝到了超前消费的滋味。
据了解，大学生“不良贷款”主要来

自两种：一是分期购物平台，如趣分期、
任分期等，部分还提供较低额度的现金
提现；二是P2P贷款平台，用于大学生助
学和创业，如投投贷、名校贷。
那么校园贷业务发展所需的资金

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青岛宇泰典当有限公司马先生称，

他了解的大部分校园贷平台以自有资
金为主要来源，在他看来这些生长于灰
色地带的网贷平台资金链非常脆弱，
“投入成本并不高，几个人凑个几十万
就可以成立一个平台，向大学生放贷,
门槛极低”。
一些平台在发展初期，创业者的自

有资金并不能满足学生的借贷需求，因
此许多公司都需要向其他P2P网贷平台
借款。为了满足回报率，这些平台无一
不把利息设置得非常高。
2014年下半年开始，一部分校园分

期平台开始自筹资金扩大资金端，直接
向投资人募集资金，从而进入P2P网贷
队列。另有一部分P2P网贷平台也开始
直接参与校园贷市场，开发针对大学生
的借贷产品。
不同平台的运作模式也不尽相同。

网贷平台从业者小齐告诉本报记者，他所
在的平台先是通过跟电商合作，从分期购
买手机等电子产品切入，之后建立起独立
的资金端迈入校园贷市场。“还有的是通
过第三方资产参与校园借贷，他们仅为大
学生提供一个交易平台；另外一种平台就
是放贷的同时也在借贷，或通过其中的手
续费盈利，或赚取中间的利息差，比如用
10%的利率吸引公众投资，转手以20%或
者更高的利息给学生放贷”。
“不管是哪种模式，这个链条都不
太牢固。虽说预想是好的，但是操作过
程中，任何一端的失衡都可能导致整个
资金链的断裂，尤其是那种第三方平
台，收钱后就走人的大有人在。”小齐
说，由于缺乏长远打算，这些网贷平台
社会责任感差，吸引资金和放贷追债的
手段都“不太有规矩”。

■下游
谁来救“上贼船”的学生

高压之下不少平台已经退出校园
贷市场，但对于那些已经涉足校园贷并
且已经背负了债务的学生来说，日子还
不会好过。
“大部分时候我们选择隐瞒”，即使
在毕海军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告知家
长自己正在被债务缠身，“很丢面子的
事情，更不想让他们失望”。
为了增加抵押凭证，借款的学生甚

至向借贷平台提供“裸照”。去年12月，
有媒体报道，网络借贷平台“借贷宝”的
一份“裸条”压缩包，在网络快速流传。
在将近10个G的内容中，包含了160多
名大学生的裸照及视频，年龄段主要集
中于17岁到23岁。
这种用贷款人的裸照或者是其他

的私密视频，来代替财产作为抵押的凭
证，虽然不被法律认可，但长期以来却
是市场中公开的秘密，如今被用到了校
园贷身上。
还有的学生将这种风险转嫁到别

人身上，“学校有句话是，校贷一入深似
海，从此学长是路人”。毕海军在艰难的
时候曾考虑过地推兼职，“有的同学做
起了校贷推广员，因为平台规定成功推
荐一人可免去一部分的债务”，纠结之
后，毕海军放弃了这种想法，“我不能让
别的同学跟我陷入同样的境地”。
但有人跟毕海军做出的事截然相

反，之前有新闻曝出，某大学生利用自

己的班长职务之便，向一家网贷平台提
供了70余名同学的电话以及身份证信
息、分摊自己的贷款数额。
当意识到学生的贷款无法还清时，

校贷平台的催款技术开始“出招”：先是
单独打电话，接着联系室友、老师、学
校、家长，在学校公开场合贴学生欠款的
大字报。然而这个时候，情况往往已经坏
到了可能连学生家长也无法解决的地步。
因此对于那些已经“上了贼船”的学生来
说，把柄还在人家手里，无处可逃。
那么可否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呢？

“非常困难”，苏博律师事务所杨超律师
告诉本报记者。“按规定，借款方无法主
动起诉，只能等待被起诉。起诉立案后，
法院会根据情况进行相应判决，甚至要
求平台返还超规的利息”，对于那些对
自己的违规行为心知肚明的校贷平台
来说，自然不会选择这条路，只会通过
暴力催收等手段给学生施压。

■监管
资金链两端的求助声

上游有不明真相的“众筹”投资者，资
金链的下游掉入高利贷陷阱的学生，整个
校园贷的资金链被形容为“欺下瞒上”。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整个校园贷的

核心问题是坏账率。“我曾私下做过调

研，校园贷的坏账率基本不可能低于
15%，也就是说至少17 . 6%的年息才能
保本”。但是校园贷款的前端很多是P2P
贷款，集资是需要付出资方利息的，而
现在P2P普遍的年息是10%，也就是说校
贷平台至少年息达到30%以上才能让这
个平台稳定地运营下去。对于这一点，小
齐表示认同，“有个小平台的老板说过一
句，就算有50%的坏账率，我还是赚钱，你
可以想象”，所以那些存活下来或继续选
择做学生业务的平台，还是会想尽办法把
自己放出去的钱收回来，确保自己不是
校园贷金融链条断裂的最后一环。
青岛的高校早早开始了应对校园

贷的相关办法。青岛科技大学某班级班
长小葛告诉本报记者，“先是全校大会，
明确规定学生禁止申请网络贷款、禁止
在校园内推广校园贷业务；然后是班干
部培训，要求密切注意周边同学举动，
有贷款苗头的立即劝止”。三令五申之
下，校园里的宣传栏上基本已经不见了
校园贷的踪迹。
但一些不良校园贷仍旧“阴魂不散”。

“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业务”，小齐说，“希
望用贷款去购买期待产品的大学生仍大
有人在。而且随着很多小平台的死去，大
平台的业务并没有减少”，这意味着还将
有大学生迈入校园贷的风险之中。
4月21日，在银监会日召开的一季度

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上,银监会主席郭树
清就对校园贷引发的恶性事件进行了反
思。他指出在加强网络信贷治理的同时，
“商业银行应研究如何‘把正门打开’，把
对大学和大学生的金融服务做到位”。
缺乏保护的不仅仅是学生，还有投

资者。《2016年P2P网贷投资人画像报告》
显示，过去一年P2P投资不降反升，尤其年
末最后几个月，投资人数和投资金额均逐
月创出新高。至2016年年底，人均投资金
额已升至5 .93万元，增幅达32%，从地域
上来看，山东省排名第五位。
“对于国内经营的P2P网贷平台来
说，注册程序还是太简单了”，一直关注国
内网贷平台发展的自媒体人李牧风认为，
这些网贷平台只需注册成立一家合法的
公司法人就可以经营，不需要特殊的资质
或者前置审批，与普通公司法人的行政
管理完全一样，是存在很大风险的。
“监管也不够充足，对于P2P网贷平
台，全国各地的监管机构不同，而且没
有执法权，这就使得过程监管非常缺乏，
只能事后监管多一些”，杨超直言，“警方
也很难介入，只有等资金链条断裂、或出
现大型追讨案件后，警方才会出动”，因此
对于负债的大学生和受骗的投资者来
说，仍可能处于求助无门的状态。
山东万桥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青岛市信访法律专家组成员范志强律
师说，面对各式各样的网贷平台，当下
需要民众擦亮眼睛、保护自己。“一些网
贷平台很会钻法律的空子，仅签一个简
单的合同或者借条，这些很难作为法律
上的申诉凭证，很多时候我们也心有余
力不足”。
另外，范志强律师给出了自己的建

议，“一定要加强学校教育，开设校园贷等
课程，加强学生的防范意识；另外对于投
资者来说，收益率超过6%的项目就意味
着高风险了，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
除此之外，他建议适当重判一些不法分
子，以肃清有些泛滥的网贷市场。
一面是五花八门的贷款名目，一面

是吸尽眼球的投资项目，谨慎是十分必
要的。对网贷平台的两端，近日新华社
发文称，不仅要加强对乱象的整治，出
台更加具体的、操作性更强的配套细
则，还要严格执行，让举措办法落实到
位，防止管理规定沦为“一纸空文”。

一边是威胁恐吓借贷者，一边是任性“众筹”卷钱跑路

校园贷为何能“上下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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