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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于校园内的第三方贷款平台很长

一段时间内处于一个监管盲区。”江西省公安

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高发的“校园贷”案件，2016年4月，

教育部和银监会联合下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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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加大不良网络借贷日常监测、实时

预警、应对处置机制。

通知明确，各高校要建立校园不良网络

借贷日常监测机制，联合银监局等相关部门

密切关注网络借贷业务在校园内的拓展情

况；高校辅导员、班主任、学生骨干队伍要密

切关注学生异常消费行为；各方要及时提醒

风险，及时预警。

专家认为，更重要的是规范网络借贷平

台，严格管控其资金流向渠道，确保资金被合

法利用。一方面，应严格审核借贷平台资质，

提高贷款公司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限制网

络贷款的利率，特别是针对大学生的网络借

贷利率不能高于一定水平。

“目前信用体系还不完善。有关部门应

该对平台加强监管，借贷平台要对大学生贷

款资质进行较为严格的审核，对虚假信息审

核不实的，平台要承担责任。”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杨东建议。

警惕伸向“象牙塔”的金融黑手
——“校园贷”乱象调查

一笔 8000 元的“校园贷”债务在半年内经过借
款、还款、再借款，最后总还款金额竟高达8万余元，
此前郑州一名陷入“校园贷”纠纷的大学生不堪重负
跳楼自杀，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记者深入河南、江西等地的多所高校调查发现，
名目繁多的校园网络贷款方式日渐风靡，一些具有
高利贷性质的借贷平台令不少学生陷入困局。

“如果社会贷款进入校园没那么容易，办

理校园贷款程序没有那么简单，我的孩子也

不会被高利贷逼死。”郑先桥说。今年 3 月，

他上大二的儿子小郑因不堪高额“校园贷”重

负跳楼自杀。

据校方通报，小郑为偿还网络博彩和炒

股欠下的债务，借用、冒用 28 名同学的身份

信息，分别在“人人分期”“优分期”等网络平

台购买高档手机用于变现，在“爱学贷”等贷

款平台申请贷款，涉及金额共计58.95万元。

小郑的经历并非孤例。记者调查发现，

“校园贷”在多地高校呈现多样性、普遍性、热

度高等特点。“钱来得实在太容易了，海报上

一般都会有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二维码，扫一

下就能下载 APP，输入身份证号、家庭信息、

学校信息，不到一个小时钱就打到账上了。”

江西一名大二学生小李回忆起第一次贷款的

经历时说。

据业内人士介绍，许多网上金融借贷平

台头顶“资助困难大学生”“支持大学生微创

业”等名义给学生借款，实际上却是做着“挂

羊头、卖狗肉”的行当。一些实在没有能力还

款的学生，在几番威逼利诱下，甚至变成了这

些平台的“下线”，通过微信、QQ、贴吧等多种

渠道，向身边的同学推荐此类贷款。

记者在一张贴在校园里的小额贷款广告

上看到：“大学生自己的专属金融平台，无抵

押无担保，凭身份证、学生证可借款 100 元到

50000 元，放款只需两小时”。不少广告还注

明：长期招聘校园代理。

打着“申请便利、手续简单、放款迅速”的

旗号，不少学生被吸引参与。然而，这些校园

网络借贷平台大多存在“信息审核不严、高利

率、高违约金”的特点，学生容易陷入“高利

贷”“连环贷”陷阱。

“第三方校园借贷平台大多是高利贷平

台。”长期关注“校园贷”的河南豫龙律师事务

所律师付建认为，一些第三方校园借贷平台

利用学生金融知识匮乏以及虚荣心态，钻监

管的空子，打法律擦边球牟取暴利。

他以学生分期付款购买电子产品为例说

明，商家向学生收取的费用不叫利息，而称作

“服务费”，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高利息。例

如一台 4000 元的手机，学生使用分期付款方

式购买，需要实际支付的总金额能增加20％。

一家网络分期平台的从业者也向记者证

实说，这种分期付款购买电子产品的方式，经

计算实际年息超过 20％，而非宣传广告所谓

的月利率只要 0.99％。据一位在网贷平台工

作过的人士透露，“网络借贷公司一般不会说

自己是搞贷款的，只称自己是电子商务公司，

实际上是以分期的名义放贷。”

又是一年求职旺季，毕业生忙找

工作、在校生想做兼职⋯⋯于是，网投

简历成为不少人的第一选择。然而，

在线招聘并非一片净土：无理收费、扣

押证件、拖延合同⋯⋯学生受骗上当

的消息频频爆出，令人叹息。

网络求职“陷阱”多
郑颖（化名）今年在北京大学软件

与微电子学院读研一。6 月 2 日，她在

智联招聘上看到“环球星空（北京）传

媒有限公司”招聘英语兼职翻译，遂投

了简历。不久，她便接到通知，前往朝

阳区某小区面试。

经过简单的交谈，对方和她签了

一份笔译服务协议和一份保密协议，

并收取了3000元的所谓“制约金”。事

后，小颖觉得整个过程疑点太多，比如

三集剧本约一万八千字，翻译稿费就

有一万八千元。

随后她跟公司联系，但对方先是

借口开会不接电话或语焉不详，后来

干脆手机关机，微信拉黑。这时，郑颖

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于是她先向智联招聘反映问题，客

服人员表示，平台会对注册企业预先进

行资质审核。经过审核，“环球星空（北

京）传媒有限公司”是有营业执照的。

随后，郑颖又向朝阳区常营派出

所报案。在派出所里，她还遇到了同

样被这家公司骗钱的另外一个女生。

办案警方表示涉事公司已人去楼空，

目前还在和法人联系中。

记者发现，伴随网络招聘的普及，

和郑颖有相同遭遇的求职者不在少

数。在网上搜索“在线招聘”“被骗”等

关键词，类似被骗的网友不在少数。

许多人表示，碰到这样的事维权

很难。而以在线招聘为幌子的常见骗

局还有先交押金后上岗、套取个人信

息后进行信用卡套现、通过网络链接

直接窃取个人隐私等。

虚假信息泛滥
平台方称“无力”监管

埋下种种陷阱的虚假招聘信息，

何以能屡屡成功发布？记者登录智联

招聘，以“北京腾飞物流有限公司”的

名义体验注册。但由于没有营业执

照，没能正常发布职位信息。在此过

程中，记者接到了智联招聘多个部门

的审核电话。不过，当记者表示，公司

在申请注册，无法提供营业执照时，有

工作人员表示，只要缴纳一定费用成

为会员，就可以跳过审核，发布信息就

没有问题。

在 58 同城等多个招聘网站上，记

者也看到许多营业执照未经验证的公

司，发布了大量所谓高薪、低门槛的职

位信息。其中，如“夜总会招聘”“私人

秘书”“澳门赌场招人”之类的“招聘”

网帖，更是涉黄涉赌。

事实上，在 5 月下旬，上海市网信

办就约谈了应届生招聘网等 4 家网

站。据悉，在这场今年2月由国家网信

办发起的“招聘网站严重违规失信”专

项整治行动中，目前就已有两批、超过

200家网站被查处、关闭。

有业内人士称，传统招聘网站还

是老旧的营收模式，过度重视销售，只

要客户愿意付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同时，一味追求招聘职位、投递简

历等的数量增长，在信息真实、企业诚

信上把控不够。

不过，多家平台曾公开表示，打击

虚假信息，仅依靠平台发布方很难从

根本上杜绝。艾媒咨询CEO张毅也认

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还存在

缺陷，比如究竟是由平台企业总部所

在地、还是在平台上注册的企业所在

地、或是由终端用户所在地的相关政

府部门监管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界定。

千元“贷款”滚成万元“欠款”

贷款成了“无底洞”

斩“黑手”还需多管齐下

在线招聘乱象横生 欺诈缘何如此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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