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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还利息最高的京
东金条，然后是美团，每
个月剩余的钱还花呗”，
段胜这样规划自己的还
款项目。为了约束自己
的消费行为，段胜每天记
录开销，并且每天只带少
量现金，用现金支付，有
时一顿饭仅花6元。

目前，段胜结清了朋
友贷，还了一点京东金
条，将债务降到了17000
元，他预计自己能在8月
将所有债务还完。

前方

大二在读学生艾琳
和白舒也是网贷的用户，
她们只使用花呗这一种
网贷产品，并且无实质性
负债。

艾琳第一次开通花
呗是因为在医院看病时
余额不够，情急之下开通
花呗，当时为她提供了方
便。后来她在月底生活
费不够时偶尔用一下花
呗，一旦下月生活费到
了，她会马上将欠的钱还
上，因为借贷消费模式让
她有负罪感。

白舒同样如此，她每
个月最多用三四百元的
花呗额度，并且大多时候
是在支付时被默认使用
了花呗付款，只要发现自
己用了花呗之后她就会
马上把钱还上，对于花呗
等网贷代表的这种超前
消 费 模 式 ，白 舒 并 不
认同。

尼尔森发布的《中国
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指
出，有86.6%的年轻人使

用信贷产品，很大一部分
人将其视为“支付工具”，
有超过半数人都因无法
及时还清贷款而身背债
务。据央行数据显示，截
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
全国范围内信用卡逾期
半年未偿信贷总额已飙
升至854亿元，是10年前
的10倍多，这些逾期借款
人中，90后几乎占了一
半。另外，汇丰银行最近
调查也显示，中国90后一
代人的债务与收入比达
到18.5:1，该群体欠各种
贷款机构和信用卡发行
机构的人均债务超过
17433美元；换言之，90后
人均负债额度高达12万
元人民币。

思考起自己的负债
原因，段胜认为主要是自
己自制力不强，有虚荣
心，并且本身理财意识淡
薄，对超前消费认识不
足，后来再加上碰巧在从
学校过渡到社会的这个
节点上增加了超前消费，
最终在状态调整期爆发，
从而在网贷的泥潭中越
陷越深。程莉也在后来
反省时也才意识到，超前
消费真的不是她们这些
学生能承受得起的。

除此之外，段胜认为
网贷公司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网贷公司应当
提高审核标准，不要随便
批给大学生额度了，看着
像是给钱花，实际上害人
不浅啊。”

白舒开通花呗，是因
为在一次开通某音乐平
台会员时发现使用花呗
可以优惠6块钱，花呗红

包另外又省了2毛钱，并
且后续也多是因为误用
了花呗支付。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
在白舒的室友陈静身上，
陈静当初也是为了省5元
钱而开通了花呗，她发现
在很多支付情况下尤其
是免密支付的时候，平台
都会默认钩上“花呗支
付”的选项。白舒发现平
台的这种诱导行为是普
遍存在的，许多人并不是
主动去开通和使用花呗，
她认为这种诱导行为应
该被禁止，网贷行业需要
被整治。

3月17日，银保监会
官网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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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通知》），明确小额
贷款公司要加强贷款客
户身份的实质性核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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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莉认为彻底禁止
向大学生贷款不是最有
利于帮助大学生建立金
钱观念的办法，开放小额
贷款，让刚走入社会的大
学生适当接触贷款，或许
能让大学生对超前消费
有更明确的认知，“但这
个额度该是多少？”

艾琳和白舒支持降
低额度的做法。艾琳认
为2000元是个合适的限
制额度，通过勤工俭学的
方式就能还上。艾琳和
白舒还表示，如果花呗这
样的网贷在大学生群体

中被彻底禁止了，她们也
绝对不会触碰所谓的“地
下钱庄”，而对于银行业
金融机构发放的互联网
消费信贷产品，艾琳也担
心会存在申请程序复杂
繁琐等问题，“像花呗一
样方便的话才会用。”艾
琳说。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王兰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通知》内容体现了
监管机构对于风险管控
力度的进一步加强，是出
于对恶性事件频发、学生
非理性消费观念以及校
园网贷平台操作不规范
的担忧与整治。

王兰认为，强监管尽
管能在短期内最大限度
地压降金融风险，但未能
从根本上解决庞大的大
学生金融消费需求问题，
加之当前银行业金融机
构发放的互联网消费信
贷产品的替代作用也较
为有限，这种单一供给机
制在短期内可能很难化
解校园贷供需矛盾。

段胜目前还在努力
攒钱还款，他决定在8月
还完所有贷款后就换工
作 ，去 做 自 己 想 做 的
事情。

程莉开始规范自己
的消费习惯，她刚刚考研
失败，准备再考一次，再
长远些，她想等工作后有
些存款，靠自己买个房
子，“一个人住小公寓就
挺好，贷款买个窝吧。”

除王兰外，文中所有
人物均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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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注销校园贷，就
会影响个人征信……”你是否
收到、接到过类似短信、电话？
警惕！这是典型的“注销校园
贷”骗局。

近期，已有不少在校生，
甚至已经毕业几年的人“中
招”，被骗金额少则几百，多则
几十万。4月1日，全国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发布了2021年第1
号预警，提醒大家警惕这一骗
局。究竟什么是“注销校园
贷”骗局？又该如何防范？“注
销校园贷”受害人小李讲述了
他被骗的全过程，希望引起大
家的警惕。

受害人是怎么被骗的？

第一步：陌生电话打来
称，要注销校园贷，否则影响
征信

今年31岁的小李，毕业后
已经工作3年了。

3月的一天，小李突然接
到一个自称是“某金融客服”
的电话称，他在上学期间注册
过一个某金融的学生账号，需
要注销，若不注销，不仅要缴
纳高额滞纳金，还会对个人征
信有影响。

第二步：加所谓“注销专
员”的QQ号

虽然小李对这个号称是
“某金融客服”的人很怀疑，但
对方马上准确说出了小李注
册账户的时间，甚至精确到分
钟。小李说：“这感觉像是系
统里查出来的。”

当时，小李的第一反应是
要上网查一下自己是否注册
了这个账户，但对方不给他反
应的时间，直接让小李加一个
QQ号。

小李怕自己的个人征信
受影响，又见对方非常肯定，
于是添加了号称是“注销专
员”的QQ号，随后又被拉到一
个注销业务QQ群。

为了让小李进一步相信
自己的身份，他们还出示了工
作证、身份证等。

第三步：贷款并转给陌生
账户

对方让小李下载某金融
APP，点击借款入口。当时，小
李曾质问：为什么要借款？

电话那端一名自称经理
的人以银行注销银行卡为例
解释说，“你办理银行卡销户
的时候，是不是要把你的余额
都取出来，账户才能销掉？”骗

子声称，需要先把钱借出来，
然后才能把相应的余额取出
来补上。

小李被说服了，于是点了
借款按钮。在对方的诱导下，
小李把2万块钱借了出来，然
后在对方要求下转到一个专
门对接的所谓“安全账户”。

为了打消小李的顾虑，对
方还表示，全程都会录音，让
小李随时截屏保留证据。

接着，对方又以还存在其
他关联账户为由，让小李先后
从另外几个贷款平台上贷出
了近15万元。

第四步：共享屏幕
接着，对方要求小李通过

QQ打开共享屏幕。这是极为
危险的一步，这意味着自己手
机上的一切对方都能看到。

很快，对方发现小李银行
卡里还有近5万元的现金，于
是又让他转了出去。50分钟
内，小李给对方陆续转了20多
万元。

这还没结束，对方又发现
小李手机交通银行APP上还有
一个20万元的贷款额度，于是
又让他把2 0万贷出来，转
过去。

这时，小李感觉不对劲，

“因为之前转的是5位数，这个
6位数一下子我觉得太多了。
对方着急了，我感觉不对劲，
就把QQ给挂了。”

第二天，骗子又打来了电
话，让他再把那20万元转出
去。这次，小李没有再上当。

“注销校园贷”骗局
并不鲜见

像小李这样被骗的人还
有很多，后来他加入了一个受
害者群，这个群里有上百人，
大家被骗的经历几乎都一样，
据不完全统计损失超过700
万元。

这些人中，有的刚毕业半
年，还有的刚辞了工作。一个
小伙子是损失最大的，5个多
小时内，被骗了58.9万。

一名小姑娘一周时间一
共被骗了21万，打工几年辛苦
积攒的存款全部被骗光，还欠
下一大笔贷款，“目前欠款金
额里最大的一笔是13.5万元，
当时就不想活了，大概过了一
个月好点了，之后被催债，精
神很崩溃的。”

目前，各地受害者都已报
案，警方正在调查中。

据国家反诈中心统计，从
2020年到现在，“注销校园贷”
骗局共发生了5.1万起，损失金
额26.5亿元。

不要轻易向陌生账户转账

受害者普遍认为，造成诈
骗分子得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并利
用了大家重视征信的心理，从
而导致精准诈骗。

那么个人信息到底是怎
么泄露出去的呢？据国家反
诈中心调查，个人信息泄露的
主要原因包括黑客窃取、第三
方泄露以及个人不慎泄露等，
并由此形成了贩卖个人信息
的灰色产业链。

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提醒：
一定要注意分辨非法钓鱼
APP，不要在该APP或者网站
上填写个人信息，尤其避免填
写过于详实的个人信息。

同时，相关部门并没有推
出所谓“注销校园贷”的政策，
个人征信信息也无法人为修
改，最后，请记住关键的一句
话——— 不要轻易向陌生账户
转账！

据《春城晚报》

当心！“注销校园贷”是骗局

■ 相关新闻


