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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重新入局，校园贷市场要洗牌？
此前，裸贷、高利贷等乱象丛生 银行“正规军”回归能否恢复行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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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玲玲只是掉
入校园贷深坑当中的一
个。近年来，湖南地区出
现过多起大学生遭遇校
园贷变相高利贷无法偿
还的案例。

不过，在紫马财行
CEO唐学 庆 看 来 ， 问
题频出， 也从侧面反
映出大学生的需求确
实存在。

麦可思研究院公布
的数据显示， 在校大学
生每月平均开销为1212
元，24%的学生偶尔生
活费不够用，8%的学生
表示经常不够用。

学生钱不够用，又
不愿意总找家长要钱，
只能转向银行和网贷平
台。然而对于银行而言，
早在2009年， 银监会就
发文禁止对学生发行信
用卡，此后一段时间，部
分银行仍以合作银行的

名义对入学新生发放小额
信用卡。2014年，银监会重
申， 禁止银行向未满18岁
的学生发信用卡， 给已满
18岁的学生发卡， 要有父
母等第二还款来源方的书
面同意， 银行基本退出校
园市场。

此时，P2P网贷平台的
出现则满足了这一刚性需
求。某大型校园贷网站上，
记者发现， 贷款金额从
1000元到15000元不等，
数据显示申请人数已经达
到300万人， 这意味着，仅
这一家平台的贷款规模就
达到了数十亿元。

艾 瑞 咨 询 发 布 的
《2016年中国大学生消费
金融市场研究报告》显示，
2016年我国大学生消费市
场规模达到了4524亿元，
同比增长4.7%； 预计到了
2019年， 大学生消费规模
将突破5000亿元。

虽然银行系校园贷相对普
惠， 大学生还是要合理规划自己
的消费行为，注意规避风险。多位
业内人士建议大学生量入为出，
不盲目攀比、过度消费，谨慎选择
校园贷。

大学生在选择金融产品前，
应该学习基本的金融风险知识，
提高风险意识，选择正规、安全的
校园贷产品。

对此，91金融创始人许泽玮
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

首先， 大学生要根据自己的

实际需求，合理选择借款金额，注意
规避逾期风险， 切勿盲目借款超出
承受范围。

其次，谨慎选择校园贷平台，要
留意合同的规范性以及详细条款，
警惕和防范打着“中介”或者“代理”
名义号称可以提早放款、 减免利息
的人员，选择信誉度良好、操作流程
规范的大平台。

最后，借款后按时还款，考虑还
款能力的同时， 也要做好特殊情况
下逾期的应对准备， 培养自己的信
用意识。

野蛮生长的校园贷存在着门
槛过低、 审批过于宽松、 费用过
高、 诱导大学生过度消费以及暴
力威胁催收等问题， 不时曝出的
恶性事件更是让校园贷背上了
“骂名”。

2016年的校园贷市场经历了
一系列整顿。监管重压之下，不少
校园贷平台退出市场。 据网贷之
家数据统计， 截至2017年2月底，
全国共有47家校园贷平台选择退
出校园贷市场， 其中有28家平台
选择停业关闭网站；有19家平台选
择放弃校园贷业务转战白领、蓝领
等工薪阶层的贷款业务。仍有21家
平台专注于做校园贷业务。

本土校园贷平台久融金融副
总经理陈映红表示， 由于市场广
阔， 目前银行系校园贷款对公司

还未造成影响， 对行业的影响尚需
观察。

唐学庆也认为， 市场是一个优
胜劣汰的过程。此前，随着监管政策
的收紧， 已有不少分期平台宣布退出
校园贷市场。此番，银行进入校园贷市
场， 相信会对其他同业平台构成竞争
压力。 不过， 银行校园贷产品刚刚试
水，未来市场覆盖情况还难以预知，其
他平台的生存空间并未被完全挤占。

不过， 湖南大学互联网金融研
究所所长何平平表示， 银行正规军
回归校园贷市场， 由于其具备普惠
和规范属性， 肯定会对现有平台产
生冲击。

许泽玮的观点则更加直接：不合
理的机构会逐步退出市场， 对那些存
在“裸条”、“暴力催收”、“高利贷”的校
园贷来说必定是严重的打击。

因为利用校园贷贷款买了一台iPhone�6手机，
还款逾期，大学二年级的玲玲拆东墙补西墙，辗转在
多个平台欠下20余万元的贷款， 最终只能由父母背
锅，需要卖房还贷。对于20岁的玲玲来说，这个校园
贷经历就是一场噩梦。

玲玲的个案只是冰山一角，越来越多的学生“入
坑”贷款消费。不过，近期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重启
校园贷，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多位业内人
士表示，银行重返校园贷市场，有望让此前触目惊心
的校园贷乱象“刹车”，未来随着更多的“正规军”进
驻校园，市场将会形成良币驱逐恶币的良性生态。

学生网上贷款容易， 问题却
层出不穷。“高利贷”、“裸贷”、“暴
力催收”等事件显示，校园贷市场
乱象触目惊心， 银行重新入场校
园贷显然是众望所归。

日前， 建设银行推出校园金
融贷款———金蜜蜂校园快贷。据
了解， 校园快贷日息仅万分之一
点五、 年利率5.6%， 授信额度在
1000元到5万元， 初期将控制在
5000元以内， 之后额度随着学生
客户本人的良好信贷记录逐步提
高。

中国银行也推出了校园贷产
品“中银E贷·校园贷”，业务初期
最长可达12个月， 未来延长至
3~6年， 覆盖毕业后入职阶段。同
时，还将提供宽限期服务，宽限期
内只还息不还本。 贷款金额最高
可达8000元，不含任何手续费。

相比之下， 市场上的校园贷
利率远超这一水平 。 以面向
18~35岁年轻人信用消费的任我
花为例， 任我花APP显示， 借款
10000元，借12个月，每个月需还
953.33元， 其中包含40元利息和
80元服务费， 总计需还11439.96
元， 计算得出综合年化成本约为
14.4%。

据了解， 目前行业的普遍规
则是，大部分平台按照月息1%左
右计算， 也就是贷款10000元，在
扣除20%保证金后， 每月利息仍
要缴纳100元；如果违约，一个月
以内日息为0.05%，31天及以上
为0.1%左右， 此外还要缴纳逾期
服务费。

对此，91金融创始人、董事长
许泽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银行校园贷产品的进入， 对于大
学生来说又多了一条利息低、安
全性高的借款渠道， 如果在产品
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提升较大，
能够大范围地推广使用， 无疑会
让高利贷、暴力催收等“胡乱玩”
模式将得到遏制。

买一部手机， 最终
代价需要卖房来承受。
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5年9月，大学一
年级的玲玲用来买电脑
的钱被骗了， 在朋友的
介绍下， 她通过一家分
期平台购买了一台电
脑， 首付1100元， 剩余
4500元分期偿还， 一共
12期。玲玲想，每月只要
还300多元，自己每月生
活费有2000多元， 应该
没问题。

很快，身边有同学买
了iPhone�6，玲玲又心动
了，于是又在另一个平台
分期买了iPhone6。没用
多久，手机就被偷了，可
贷款还是要还。 面对平
台的不断催讨， 玲玲只
得在网上搜一些贷款平
台的信息，加入贷款QQ
群， 让群里的中介帮忙
申请贷款， 拆东墙补西

墙，“只要提供身份证、手
机号码以及父母、老师等信
息就能申请。”

“还一个平台的欠款
其实还好， 逾期滞纳金也
能接受， 但我借了二十多
个平台， 要还的钱和逾期
的违约金加起来就真的承
受不了了。”玲玲说，以每
天1%的滞纳金为例，每月
500元的账单，10天的滞纳
金是50元，20个平台的滞
纳金就是1000元。

2015年至2016年，玲
玲大概借了8万多元，加上
逾期违约金， 她要还十几
万的债务， 玲玲称，“自己
也蒙了”。

这么大一个锅， 最后
只能父母来背。玲玲的爸爸
史先生表示， 女儿一时糊
涂，让全家陷入困境，担心
拖得太久带来更大麻烦，现
在只能卖掉家中一个小户
型的房子来还债了。

【深坑】 网贷买台手机，父母卖房来偿还

【行业】 大学生很缺钱？校园贷市场规模巨大

【回归】
银行再入局，校园贷乱象或好转

分析 银行回归对网贷平台影响几何

提醒 大学生要量入为出 注意规避逾期风险

随着中行、 建行等国有商业
银行陆续开通校园贷业务， 商业
银行为校园信贷“开正门”，这个
曾经被网贷平台“玩坏了”的特殊
消费金融市场有望恢复秩序。

不过，在商业银行大举进军校
园的同时，千万不能忘记防风险，以

免重蹈当年校园信用卡的覆辙。因为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信贷群体，不能
将其等同于一般的“多金”客户。银行
在满足学生基本消费需求的同时，应
限制不合理的高端消费，严防资金进
入高风险领域，并努力降低信贷成本，
减轻学生群体的消费负担。

记者手记 “开正门”也要限制不合理高端消费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安可 白舒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